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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為一年計畫，主要研究目的是要探討台灣台北地區華

語的幼兒對於子音習得長期發展的歷程模式。研究對象為 7

個月左右的幼兒，記錄到他們一歲半完整子音習得的系統。

本計畫以具有規模、有系統的收集研究這群幼兒他們習得個

別子音的年齡層階段、子音次序及錯誤類別，研究方式採取

長期個案追蹤觀察法。對象為上述 7個月大的幼兒（8名男

生，8名女生）。  

   目前收集到的結果為以下： 

   (一）台灣華語子音個別習得的年齡階段以及子音個別使

用數量的穩定性：單就從目前所收集到的資料來看，雙唇塞

音[p]在 7 個月到 1歲 3個月之間就會出現，雙唇塞音出現之

後，與其發音方法對立的鼻音塞音[m]或與其對立部位的齒齦

塞音[t]也出現。這些子音之後持續穩定的出現使用。除此之

外，發音在口腔前部位似乎會比口腔後部位快，而在同樣的

發音部位內，塞音會遠比塞擦音來得早，而塞擦音反而比擦

音來的快一些，捲舌音組及擦音[s]目前都還未出現。另外，

非送氣音比送氣音早學會。在字尾的鼻音來看，[n]比[ŋ的

快學會。流音目前是比較晚，比滑音晚一些，有些幼兒甚至

先學會塞擦音，才學會流音。 

   在子音數量上，從發音方法來看，塞音[p, t, k]使用率

最高，而正確率也最為穩定，鼻音方面，雙唇音[m]是最早先

穩定的音系，[n]次之，塞擦音中則以[tc]較常出現，也比

[ts]來得早些，擦音的話，均非常晚習得，就算出現，穩定

性低，時常會變成類似英文[ʃ [tʃ語音，或者[f]也是如此

情形，就算出現，偶而變成[ɸ偶而變成[ɰ而流音[l]時而出

現，時而發音錯誤，最常被[n]所取代。從發音部位來看，唇

音與齒音在數量上佔最多數，唇音是比齒音在數量上略多一

些。而捲舌音及流音整體數量，不但比較少，而且不穩定。 

  （二）台灣華語子音的習得次序：從 7個月開始至 1歲 6

個月，這群幼兒們不僅發出許多子音，而已經能夠將許多子

音發的穩定正確了。若以總數來看，目前為唇音最多, 其次

為齒音，緊接其後為軟顎音，雖然硬顎音出現的不算少，但

是穩定度不足，捲舌音尚未發展，擦音也是尚未成型。 

  （三）台灣華語子音的習得錯誤類別：就目前資料顯示，

全部幼兒所發出的字彙中，只有 47%是正確的；錯誤類型有

代換(substitution), 省略(deletion)及加入

（addition），一歲半前，省略音的機率高，超過 50%的語

料都是省略，剩餘則偏於取代、僅有加入的例子非常稀少。

常被省略的有音節首的子音，特別是塞擦音機率相當高。而

目前在取代的語料方面，出現的細項為塞音化、前位化、後

位化、非送氣化及滑音化。目前收集到的語料，送氣音都比



非送氣音晚出現，因此絕大部分的送氣音都會被非送氣音所

取代。另外，有聲捲舌音則常常被硬顎滑音所取代。  

   第四研究主題與國外理論文獻比對，必須等幼兒年齡收集

到 3歲多之後，才能做出客觀的論證及對照。長期觀察個案

研究一方可以一窺語言發展語音的變化也可以探討幼兒習得

的個別差異，另一方則能提供許多可靠性的數據。本研究希

望能持續紀錄幼兒子音發展詳細歷程，以便與西方音韻理論

做一詳細比較。  

 

中文關鍵詞： 幼兒子音、習得順序、長期觀察研究 

英 文 摘 要 ：  

英文關鍵詞： Child phonology, consonants order in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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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計畫為一年計畫，主要研究目的是要探討台灣台北地區華語的幼兒對於子音習得長

期發展的歷程模式。研究對象為 7 個月左右的幼兒，記錄到他們一歲半完整子音習得的系

統。本計畫以具有規模、有系統的收集研究這群幼兒他們習得個別子音的年齡層階段、子

音次序及錯誤類別，研究方式採取長期個案追蹤觀察法。對於長期個案追蹤觀察的幼兒是

以傳統的基本自發性語料(spontaneous speech)為收集方式，對象為上述 7 個月大的幼兒（8
名男生，8 名女生）。本研究主要的研究主題細分為四類：（1）台灣華語子音個別習得的年

齡階段以及子音個別使用數量的穩定性；（2）台灣華語子音的習得次序；（3）台灣華語子

音的習得錯誤類別; (4)台灣華語整體子音發展與其他外語比較以及音韻理論的應用。 
有關英語幼兒音韻習得的文獻報告可以說是非常豐富(Templin 1957, Smith 1973, 

Ferguson & Farwell 1975, Prather, Hedrick & Kern 1975, Ferguson 1977, Greenberg and 
Ferguson, 1978, Ingram 1981, Ferguson & Macken 1983, Menn 1983, Vilman, Macken, Miller, 
Simmons &Miller 1985)。一般而言，過去多項研究是採取長期個案追蹤觀察法，而研究對

象通常只包含少數幼兒(e.g., Smith 1973, Ferguson & Farwell 1975, Ingram 1981)，因此也會

產生個別差異的問題。近年來則是有許多研究採取跨年齡層的大型量化研究，即是一次收

集大量的幼童語料，同時分類出不同年齡幼童組別，從這些組別中尋找一些基本的習得次

序或是不同年齡層所產生的發展變化（e.g., Wellman et al., 1931, Templin 1957, Sander 1972, 
Irwin & Wong 1983）。研究方法採用自發性語料收集家長或保母與幼兒的互動言語，從中

探討或是印證多方的音韻理論或是心理語言模型架構（Bates, 1979）。 一般而言，對於這

些豐富的英語習得語料報告，目前得到的共識為：1)從子音習得的穩定性來看，2 歲之前

能後發出唇音及喉音，塞音及塞擦音的穩定正確率通常要等到 4 歲以後（Prather et al. 
1975)；2）從子音習得次序來看，塞音、鼻音及滑音學習的時間比較早，而擦音、塞擦音

及流音晚很多。另外，在口腔音中，位於前面部位的子音會比位於後面部位的子音習得來

得早(Edwards and Shriberg, 1983)。某些表徵例如[+nasal]，[+voiced]及[-corornal]不論

在習得早晚或是使用數量上都比[+continuant]與[+strident]來的多(Menyuk 1968)；3）從子音

錯誤類別來看，代換在幼兒習得錯誤類別中，佔有很大的比例（Menyuk 1968，Cairns & 
Williams 1972），目前發現代換方式傾向於簡化法(simplification)、同化法(assimilation)、
前位化(fronting)、塞位化(stopping)等。 

目前收集到的結果為以下： 

(一）台灣華語子音個別習得的年齡階段以及子音個別使用數量的穩定性：這個問題包

含幼兒在哪個年齡階段開始產生不同的子音類別，隨著年齡月份的增長，是否該子音能夠

定型，有沒有可能有些子音出現的早，但是穩定度並不強，有時轉化成其他子音類別，有

時甚至消失。這個研究主題希望能夠仔細探討個別子音出現的年齡月份以及研究趨於穩定

發展的年齡階段。單就從目前所收集到的資料來看，就目前的資料看來，雙唇塞音[p]在 7
個月到 1 歲 3 個月之間就會出現，雙唇塞音出現之後，與其發音方法對立的鼻音塞音[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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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與其對立部位的齒齦塞音[t]也出現。這些子音之後持續穩定的出現使用。除此之外，發

音在口腔前部位似乎會比口腔後部位快，而在同樣的發音部位內，塞音會遠比塞擦音來得

早，而塞擦音反而比擦音來的快一些，捲舌音組及擦音[s]目前都還未出現。另外，非送

氣音比送氣音早學會。在字尾的鼻音來看，[n]比[]來的快學會。流音目前是比較晚，比

滑音晚一些，有些幼兒甚至先學會塞擦音，才學會流音。 

在子音數量上，從發音方法來看，塞音[p, t, k]使用率最高，而正確率也最為穩定，

鼻音方面，雙唇音[m]是最早先穩定的音系，[n]次之，塞擦音中則以[t]較常出現，也比

[ts]來得早些，擦音的話，均非常晚習得，就算出現，穩定性低，時常會變成類似英文[], 
[t]的語音，或者[f]也是如此情形，就算出現，偶而變成[]，偶而變成[]，而幼兒常

會互相代換[x]或是[h]，滑音[j]遠比[w]早學會而且穩定正確，而流音[l]時而出現，時

而發音錯誤，最常被[n]所取代。從發音部位來看，唇音與齒音在數量上佔最多數，唇音

是比齒音在數量上略多一些。而捲舌音及流音整體數量，不但比較少，而且不穩定。以目

前階段來看，塞音占了所有幼兒會發音的子音達。而非送氣塞音遠比送氣塞音高達 9 倍之

多，就塞音、鼻音而言，習得次序越早、使用頻率愈高其發展正確率也愈高。但對於硬顎

音而言，雖然習得的年齡大約 1 歲 2 個月，但是幼兒對於此組音系使用頻率並沒有其他音

組高，正確率也不是很穩定。因此本研究目前的觀察為，的確語音習得的次序是跟在語言

中使用的頻率高低有關，但是，並不是每一個習得次序早的語音就一定視為使用高頻率。

至於是否連音韻表徵都與子音使用數量或正確率都有關連，目前尚無法證實。 
（二）台灣華語子音的習得次序：從 11 個月開始至 1 歲 6 個月，這群幼兒們不僅發出

許多子音，而已經能夠將許多子音發的穩定正確了，這些子音單從發音方法來看，是非送

氣塞音[p, t, k]，緊接著是鼻音[m, n]；16 名幼兒，8 名是先出現[p]，接著是[t]，再來便是[m], 
[n]，隨後便是[k]；6 名則是先出現[p]，接著是[m]，再來便是[t], [n]，隨後便是[k]；2 名則

是先出現[p], [m]，接著是[t], [k]，再來便是[n]。若以總數來看，目前為唇音最多, 其次為

齒音，緊接其後為軟顎音，雖然硬顎音出現的不算少，但是穩定度不足，捲舌音尚未發展，

擦音也是尚未成型，許多幼兒將其發成英語的[], [t],或是將[f]發為[]，目前仍在計算中。 
（三）台灣華語子音的習得錯誤類別：就目前資料顯示，全部幼兒所發出的字彙中，

只有 47%是正確的；錯誤類型有代換(substitution), 省略(deletion)及加入（addition），一歲

半前，省略音的機率高，超過 50%的語料都是省略，剩餘則偏於取代、僅有加入的例子非

常稀少。詳細數值仍在整理階段。常被省略的有音節首的子音，特別是塞擦音機率相當高。

比較少的是加入的例子。而目前在取代的語料方面，出現的細項為塞音化、前位化、後位

化、非送氣化及滑音化，至於國外研究提到更細項的擦音化或流音化，1 歲半前因為那些

子音都還未出現，所以目前尚未能觀察到，而詳細數值都還處於整理階段。從 1 歲 1 個月

至 1 歲 6 個月的幼兒語音中，因為許多子音還尚未能順利發展，因此他們會以較熟悉穩定

的語音來做取代動作，例如 1 歲 5 個月的幼兒許多未能產生舌尖塞擦音，因此就由舌尖塞

音來取代，而一般而言 1 歲 6 個月的幼兒還未能發展捲舌音，所以由舌尖塞音取代，而 1
歲 6 個月的幼兒也通常未能發出舌尖塞擦音，有些幼兒則是用硬顎音取代。目前收集到的

語料，送氣音都比非送氣音晚出現，因此絕大部分的送氣音都會被非送氣音所取代。另外，

有聲捲舌音則常常被硬顎滑音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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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研究主題與國外理論文獻比對，必須等幼兒年齡收集到 3 歲多之後，才能做出客

觀的論證及對照。長期觀察個案研究一方可以一窺語言發展語音的變化也可以探討幼兒習

得的個別差異，另一方則能提供許多可靠性的數據。本研究希望能持續紀錄幼兒子音發展

詳細歷程，以便與西方音韻理論做一詳細比較。計畫主持人主要的工作為收集語料、實驗

設計及音韻分析，而共同主持人台灣大學語言所張顯達教授負責實驗語料及處理統計，協

同主持人政治大學資科系劉昭麟特聘教授負責設計電腦應用程式，透過語料分析可進一步

驗證音韻習得的假設以及音韻通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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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This one-year project has tried to provide some evidence on consonant acquisition of 
phonology by children learning Taiwan Mandarin as their first language. This study involved the 
following topics: age of consonant acquisition, order and rate of consonant acquisition, types of 
errors and, and types of substitution by looking at a longitudinal observation of consonant 
acquisition including 16 children aged 0;7 to 1;6 at a naturalistic setting.   

  A number of studies have shown the consonant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learning 
Taiwan Mandarin as their first language (e.g., Li 1977, Jeng 1979, Shiu 1990, Su 1985, Hua & 
Dodd 2000, Hsu 2003). They all tested the validity and basically highlighted the heavy influence 
of Jakobson’s early work. In those studies, they have compared the results with earlier classical 
studies and distinctive feature development. Results from these studies indicated substantial 
similarities to other languages in the order of acquisition, and important differences attributable 
to language specific properties of Taiwan Mandarin were noticed as well. Several carefully 
conducted longitudinal studies on the early stages of Mandarin acquisition have also been 
completed.  

 Results from the present study so far support the following: (1) The earlier talkers have 
acquired the following consonants [p, ph, m, f, , t, th, n, l, ts, tsh, t, th, , j, k, kh, x/h, w, ], and 
the late talkers have got at least the following eight consonants [p, m, t, n, j, k, x/h, w] in the 25 
consonants. (2) Regarding place of articulation, labials and alveolars develop earlier than velars, 
which occur earlier than palatals; there is no case of retroflexes so far. (3) Regarding manner of 
articulation, stops develop earlier than glides, which then occur much earlier than affricates. 
Fricatives and liquids are not common. (4) Unaspirated stops develop way much earlier than 
aspirated ones. 

 Evidence from the present study facilitates some understanding of the phonological 
acquisition process and it relation to phonological universal patterns. However, children 
acquiring consonants is a highly complicated process and might be influenced by a variety of 
sources.    

  In this research project, the PI and the research team have observed and recorded the 
conversation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subjects (children) and their main caretakers; data 
involving spontaneous running speech, word imitation or elicited speech have been observed and 
collected during the whole recording sessions. The Co-PI provided some help on the computer 
techniques, running statistic programs. The PI is hoping to add the growing body of knowledge 
that will facilitate some understanding of the phonological acquisition process and its relation to 
phonological universals in the nea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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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計畫之目的及背景  

本計畫的研究目的是要探討台灣台北地區華語的幼兒對於子音習得長期發展的歷程模

式。本計畫擬定申請 3 年但因僅核定一年執行，因此先將研究對象設定從 7 個月左右開始

語言前期的幼兒。為期一年，進行大規模、有系統的收集研究這群幼兒他們習得個別子音

的年齡層階段、子音次序及錯誤類別。研究方式採取長期個案追蹤觀察法。對於長期個案

追蹤觀察的幼兒是以傳統的基本自然言說(spontaneous speech)為收集方式，對象為 7 至 9
個月大的幼兒（8 名男生，8 名女生）。本研究主要的研究主題細分為四類：（1）台灣華語

子音個別習得的年齡階段以及子音個別使用數量；（2）台灣華語子音的習得次序；（3）台

灣華語子音的習得錯誤類別；（4）台灣華語整體子音發展與其他外語比較以及音韻理論的

應用。  
長久以來，音韻習得的研究主題在心理語言學的範疇中，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議題。

一般而言嬰兒早期語言發展上，非語言的部分從出生之後就開始了。尤其當他們開始有聽

覺及視覺能力時，便能夠開始注意周遭的聲音及活動表情。而語言發展的開始大約在 2、3

個月左右。先是從哭聲(cooing)開始表達他們的感覺喜怒，之後便會開始發出「咿咿呀呀」

的聲音(babbling)，一般學者相信這已經是學習語言的第一步階段(Bates, 1979)。此時的聲

音類別都未能顯示是與母語的音素有關（Menyuk, 1971）。而到了 3 到 5個月左右，嬰兒

可以開始用不同的聲調語調來表達個別的需求，例如尿布濕與肚子餓的聲調會有所差異。

而 6、7個月左右，嬰兒開始發出許多沒有語言意義的聲音，大都是呈現 CV單音節的型態，

而且母音多為[i, a, u]三種，當這些結構成熟後，便開始會有一些語言發展，尤其到了 8

到 10 個月之後，透過與父母或保母家人的對話，他們便開始會模仿一些有語言意義的聲

音，例如「爸爸，媽媽」了(Gleason & Ratner, 1998)。 

有關英語幼兒對於音韻習得的文獻報告可以說是非常豐富(e.g. Templin 1957, Smith 
1973, Ferguson & Farwell 1975, Prather, Hedrick & Kern 1975, Ferguson 1977, Greenberg and 
Ferguson, 1978, Ingram 1981, Macken & Ferguson 1983, Menn 1983, Vihman, Macken, Miller, 
Simmons & Miller 1985)。一般而言，過去多項研究是採取長期個案追蹤觀察法，而研究對

象通常只包含少數幼兒(e.g., Smith 1973, Ferguson & Farwell 1975, Ingram 1981)，因此也會

產生個別差異的問題。近年來則是有許多研究採取跨年齡層的大型量化研究，即是一次收

集大量的幼兒語料，同時分類出不同年齡幼兒組別，從這些組別中尋找一些基本的習得次

序或是不同年齡層所產生的發展變化（e.g., Wellman et al. 1931, Templin 1957, Sander 1972, 
Irwin & Wong 1983）。除了採用自然言說收集家長或保母等主要照顧者與幼兒的互動之

外，另外還有利用看圖命名的實驗方式收集語料、導引幼兒說故事，或是請家長做問卷調

查，從中探討或是印證多方的音韻理論及心理語言模型架構（Bates, 1979）。 

本計畫的第一研究主題為收集台灣華語子音個別習得的年齡階段以及子音個別使用的

數量（包括音韻表徵的數量多寡）。這個問題包含幼兒在哪個年齡階段開始產生不同的子

音類別，隨著年齡月份的增長，是否該子音能夠定型，有沒有可能有些子音出現的早，但

是穩定度並不強，有時轉化成其他子音類別，有時甚至消失。這個研究主題希望能夠仔細

探討個別子音出現的年齡月份以及研究趨於穩定發展的年齡階段。 Ferguson & Far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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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發現到幼兒在習得語言的過程中，並非一開始習得某一個語音之後便能穩定的將它

發展定型。在整個語言習得歷程，有些語音會從一開始出現，到轉變成其他不同類別的語

音，最後甚至消失。  
像這樣的研究方式能顯示出幼兒在子音發展時，大約到了什麼樣的年齡階段會出現何

種類型的語音，當然，如上述 Ferguson & Farwell (1975)所示，語音出現並不表示會一直穩

定存在，有些音會轉變，有些音會消失，因此他們研究中也記錄了到了何種年齡階段，語

音趨於穩定發音。Menyuk (1968)的文獻中不僅發現子音音片(segment)對於幼兒習得有影

響，連音韻表徵都與子音使用數量或正確率都有關連，例如若子音具備有[+nasal]，[+voice]
或[-coronal]的音韻表徵的話，則它的使用數量會比子音有[+continuant]或[+strident]的表徵

來的多。這點目前從收集的語料中，尚未能完全驗證，主因是[+nasal]的確比[+continuant]
或[+strident]多，但是[-coronal]的數量並沒有[+coronal]多，而且，由於華語缺乏[+voice]，
因此這點很難與英文做同步比較。  

本計畫的第二研究主題為收集台灣華語子音的習得次序，由語料收集中所得的次序來

做一觀察，是否與國內外研究所預測或是收集到的相符合。國外對於習得的次序，比上述

第一主題研究的文獻還要豐富，對於習得的次序所延伸出的音韻理論議題更有幾大討論學

派。第一、Jakobson (1941, 1968)關於英語音韻習得發展的觀察可以說是最為經典的研究。

他推測嬰兒學習語音的次序有一定的共通性(universal)。他也認為語音習得的次序與該語音

本身在語言中的分佈情形有關，在習得過程中，某些音比其他對立音容易早形成，他認為

語音音型中，有些音是非常基本而且在一群子音中是處於很中立的狀態。他提出了所謂的

「不可逆的一致性規則」(Laws of Irreversible solidarity)的假設。首先，他發現第一個出現

在幼兒語言的子音為雙唇音[p]，而且，如果有對立音型的話，口腔音與鼻腔音會很快出

現，例如，口腔唇音[p]或是鼻腔唇音[m]，之後則是雙唇音與齒齦音的對立音類，例如, 

[papa]及[tata]，或是[mama]及[nana]。除此之外，發音在口腔前部位會比口腔後部位快，

而在同樣的發音部位內，塞音會比擦音或是塞擦音來得早，而喉音[h]及滑音[w]也出現的

早，但流音[l, r]習得時間通常比較晚。Prather et al. (1975)的研究中，不僅列出子音個別

習得的年齡階段也顯示出子音出現的次序，基本上與 Jakobson 的研究大致相仿。 

第二、其他學者 Edwards (1974), Eckman (1977), Anderson (1983)及 Dinnsen (1992)認為

這些次序應該與「標記」(markedness)有關，他們基本上大致同意 Jakobson 對於音韻習得

次序的預測觀察。在眾多語音之中，並非每一個語音都是同時能出現在習得的語料內，某

些語音會比其他音型早出現，是因為前者語音本身在理論上具備有「無標」(unmarked)的
現象。這種無標現象與語意學中的原型理論(Prototype theory)有些類似，也就是說某些語音

在人類語言中的分佈是處於很普通、十分常見及最中庸(central)的位置，幾乎在語言中不需

刻意的將它標記。 

第三、Locke (1980, 1983)及 Kent (1992)則認為語音習得的次序應該與該語音被使用的

頻率高低多寡有關，然而，Pye et al. (1987)卻對於語音習得次序與該語音在語言中被使用

的頻率高低有關提出反證一說。在他們基切語 Quiche (a Mayan language)的研究中發現幼兒

習得母語有許多與英語不一樣的現象。他們發現塞擦音 [t]及流音[l]非常早出現。另外，

Jimenez (1987)及 Acevedo (1988)在墨西哥西班牙語的音韻習得研究中，齒音[t]與流音[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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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比英語研究的資料顯示更早出現。另外，科薩語(Xhosa)可以說是世界上子音音型數量

最為豐富的語言之一，數量高達 41種子音，其中最著名的現象是擁有許多搭嘴音(clicks)。
Mowrer & Burger (1991)從科薩語(Xhosa)及英語雙語習得研究中則發現到，他們的幼兒從一

開始就比英語幼兒早學會 20 子音，到了 3 歲左右，子音音型數量增為 31種，包括了一般

認為困難度高的語音[ts, t]以及搭嘴音(clicks)，這些特別的語音遠比 Jakobson(1941, 1968)
推測預估的早許多。不過，他們幼兒也跟英語、日語及瑞典語的幼兒一般，認為特定語音

[s, , r]最難學。Pye et al. (1987)對於這些不同習得結果的解釋採用了使用頻率一說。在

某些語言中，某些音會早習得可能是與字彙頻率使用程度有關。語言中使用頻率高，未必

單指語音，而使用頻率的認定也有分別，雖然有些音的使用頻率高（搭配高頻率的字，例

如[]“this”,“the”），但是卻因為這些音搭配的字彙有限，所以從整體頻率(token 
frequency)來看是高的，卻因為類別頻率(type frequency)低，因此造成兒童相當晚習得該音。

對於這些有關習得次序的解釋，雖然各家說法各有不同，但是從頻率的觀點來切入也的確

是一個值得探討的研究方向。 

 本研究計畫中的第三研究主題為收集台灣華語子音的習得錯誤類別。不論是個別還是

量化研究中，雖然有些差異與習得次序及年齡層或是使用數量有關，但是真正差異性大的

地方在於錯誤類別的型態。從錯誤的類型來判斷，不外乎是取代、刪減佔為多數，加入的

例子應該並不多。除了幼兒語音習得的次序及使用數量值得觀察之外，當幼兒發音還處於

不穩定的狀態時，有時會固定的以特定語音來做取代的工作，有時則刪除或是省略某些子

音。取代的錯誤通常是相同的發音部位取代不同的發音方式(stopping)，例如塞音取代擦音

或是塞音取代塞擦音，或者相同的發音方式取代不同的發音部位(fronting)，例如雙唇音取

代軟顎音。取代通常多發生在單音節，但也有一些英語研究發現雙音節的取代往往與同化

現象有關(consonant harmony or assimilation)，例如，[jlow] ‘yellow’變成 [llow] (e.g., Irwin 
& Wong 1983)。在刪除的錯誤類別上，英語研究中發現與音節結構的複雜程度有關，特別

是音節首或是節尾的雙子音(C1C2)，多半英語幼兒都是刪除其中之一的子音，至於刪除 C1

還是 C2，則有不同見解。有些學者認為是子音響度(sonority)影響刪除保留與否的問題，而

有些則認為是子音發音部位或發音方式造成的影響（e.g., Ingram 1981）。區分子音不外乎

是以是有聲/無聲、發音部位以及發音方式三種方向來做判別。有些學者認為在代換類別

上，語音的互換性除了與標記性有關之外，也有學者認為用區別表徵 (Distinctive 

features)來探討兩者代換語音之間的的語音相似性，他們認為當兩者間的語音越近似，

所擁有的音韻表徵(phonological features)越一致，則代換出現的可能就越多尤其是音韻理論

中的 Feature theory 通常會被提出來探討，因為在錯誤類別的代換上面，特定語音會有系統

持續的取代或被取代另一些音，此理論通常會被拿來檢視兩者語音代換間的關連性 (e.g., 
Irwin & Wong 1983, Prather et al. 1991, Yava, 1997)。 

Menyuk (1968)及 Cairns & Williams (1972) 發現到不論是日語還是英語，代換在幼兒習

得錯誤類別中，佔有很大的比例。而且，幼兒在代換的類別上，非常明顯的可以看出，目

標音-錯誤音 (target-error)之間呈現越相近似的語音越容易產生代換現象。 Irwin & 
Wong(1983)發現到在 1 歲半的幼兒當中，一開始反而省略佔了錯誤類別整體的 46％，之後

代換錯誤的比例才高一些。他們不論從他們自創的區別表徵(distinctive features)系統或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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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Chomsky-Halle 的傳統體系當中發現[place]這個音韻表徵(feature)出現最多代換錯誤，

而且，他們的代換語料中發現未必語音間越近似，共享的音韻表徵越多，就越容易產生代

換的現象。他們在幼兒 2歲時又更進一步的發現到子音錯誤代換頻率比母音高出許多，而

[p, ð, z, ʃ, tʃ, dʒ]出現代換的機率高而且通常是容易被取代的語音。除了代換錯誤，省略型

的錯誤也佔不少，尤其是[d, v, s, n, ŋ, l, r, h, j]常被省略。而幼兒到了 3 歲，錯誤類別又有

不一樣的發展。他們發現，此時代換錯誤率比省略錯誤率高出 6 倍，出現錯誤代換率最高

的子音為[θ, ð]被取代的機率也是最高的，其次則依序為[θ, ð, r g, l, dʒ, ŋ, f, v, k, p]。在錯誤

類別的省略型，機率高的有[t, d, s, z, ʃ, tʃ]，而不論是 Irwin & Wong 或是 Chomsky-Halle
的系統，這個階段的正確率均比 2 歲幼兒來的高。上述代換顧名思義就是把原來的目標音

取代，而省略通常是因為音節結構有些複雜，因此幼兒在習得時，自動省卻了某些語音。

英語、法語、西班牙語、捷克語、瑞典語及粵語均發現兒童時常會出現子音串刪減（cluster 
reduction）的情形(e.g., Magnusson 1983, Locke 1983, Bortolini & Leonard 1991, So & Dodd 
1995)。不論像是雙子音遇到刪除變成單子音的問題，是第一還是第二個子音被刪，或者一

般比較晚習得的流音如[r]在義大利語被[l]取代，在英語則被[w]取代，這些在在都反映

出來這些代換規則會遵循著音韻制約(phonotactic constraints）。 Smith(1973)認為這些語言

中的差異性有許多因素是由語言的音韻規則所造成的音韻現象(phonological processes). 他
舉例表示在取代的類別中，最常見的就是所謂的子音同化現象，例如英文中的[l, r, j]

在早期幼兒學習語言時，大多是以[l]取代，有可能是因為鄰近的子音出現[l]，像是

[jlo]’yellow’唸成[llo].另外的取代方式則是簡化(simplification)、前位化

（fronting）或 塞音化（stopping)，擦音或是塞擦音都是由塞音取代，如[p] ‘ship’ 

變成[tp]。而子音串刪減則通常是把在第二子音[l, r, w, j]音等刪除，例如[blu] 

‘blue’ 變為[bu].  

上述介紹為西方理論與子音習得相關性。有關於華語子音習得的研究，整體而言文獻

不算少，多位學者從早期到近期都有豐富的見解，不過大部分研究主題是偏於子音習得的

次序，比較少文獻真正去統計子音習得階段時出現的頻率及使用的數量。早期長期個案觀

察中，Chao (1951, 1973)從單一個案的音韻研究中發現，幼兒在 28 個月左右大時，已經能

夠發出音節首的多半子音如[p, p, t, t, k, k, m, n ,f, s, x]。Li (1977)發現基本上

他的語料與 Jakobson (1968)所提的子音習得順序，大致吻合。首先，擦音比塞音習得的早，

塞擦音比位於同樣發音部位的塞音或擦音習得的早，而滑音比流音早習得，送氣音學習的

早，而捲舌音為最晚習得。然而關於 Jakobson (1968)認為發音在口腔前部位會比口腔後部

位的子音來得早則未能得到相符語料。Jeng 在(1979)的個案研究中顯示塞音[p, t, k]及塞

擦音[ts]幾乎出現的一樣早，而捲舌音在 1歲半便能出現，這點與 Jakobson 的假設預期不

符合也與 Li (1977)對於捲舌音晚習得的發現不一致。同樣是 Jeng 的報告，他在 1985所收

集到的又與 1979年有所不同。在 1985年中，他則發現幼兒在 2歲半前非送氣塞音 [p, t, 

k]是最先習得的子音，接著則是鼻音[m, n]，緊接著是送氣塞音[p, t, k]。塞擦音[ts, 

ts]及硬顎音[t, t]是接著出現的，然後才是擦音[s]；擦音[s]及流音[f]都到近 2 歲

半才習得，而在 2歲半前，捲舌音全未能出現。Yue-Hashimoto (1980)發現位於音節首子音

中，非送氣塞音及鼻音學習最快，之後送氣塞音開始出現，一些捲舌音及擦音慢慢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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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1985)發現幼兒最先習得的子音為塞音及鼻音，而塞擦音、擦音及流音學習的比較晚，

至於捲舌音幾乎很難發生。Su(1985)從發音部位來看，發現塞音習得的使用正確率比鼻音

高，這點與 Jakobson (1968)預測相當，而塞擦音比擦音習得次序來得早，這點卻又與

Jakobson 的預測不符。從發音方式來看，唇音最先學會，軟顎音次之，齒間音比較晚，流

音的學習是最晚的。這些點倒是符合 Jakobson 所預測的有關位於口腔前面的子音會比後面

習得的快。Shiu(1990)則發現他的研究結果與 Jakobson 大致吻合,同樣的，他也與 Li (1977)
有類似的語料，他發現發音部位在前的子音未必比後面早。這些研究報告有些吻合有些卻

互相抵觸，由於都是屬於個案長期觀察性的研究，單僅從一、二位幼兒也許會有個別差異

問題。 

而利用相關的量化調查也有一些文獻發表，王南梅等（1984）、張正芬與鍾玉梅（1986）

趙麗芬與林寶貴（1987）及 Zhang（2000）採用圖片命名的研究方式收集語料。雖然也有

些差異，但是大致上他們的研究都相同的點出 3歲的幼兒能正確的發出[p, p, m, n, l, k, 
k, x]等音，而且台灣華語幼兒的聽辨與發音能力是同步漸進式的發展，發音略微領先一

些。 

在台語的習得研究，H. C. Hsu (1989)以音節首的子音習得來說，幼兒優先習得鼻音，

其次是塞音，接著是擦音，塞擦音最晚習得。就送氣音對比習得來說，非送氣音也較送氣

音優先習得。就音節韻尾的子音習得而言，仍以鼻音韻尾優先習得，塞音韻尾最晚，推測

可能受制於入聲聲調短促，導致塞音韻尾不易辨識而延遲習得的時程。Liu(1999)從他的台

語個案研究發現到在 2 歲左右，幼兒已有塞音、鼻音及喉音[k, m, h]，而 3 歲前已有塞

音且會分辨出送氣與非送氣之別[p, t, b, l, n, p, t, k]，3 歲半之後開始有更複雜

的塞擦音及擦音，[g, ts, t, ts, t, s, ]。 

蘇宜青與蔡素娟（2007）的國科會計劃初步報告採用西方音節劃分的模式。他們初步

研究報告仍在整理音節首的子音，而音節尾的子音他們初步發現[n]習得的年齡比[]略
早。另外，他們國科會初步報告對於有關華語、粵語及台語過去的研究做了一些簡介，也

提供了一些初步研究語料。他們比較北京話、台語及粵語子音習得的順序，首先，三種語

言都有舌尖（塞）擦音[ts, ts, s]，但粵語幼兒對於這三個音型似乎習得的明顯比其他

兩種語言的幼兒早。而北京話及台語均有硬顎（塞）擦音[t, t, ]，北京話幼兒大約

3 歲前可習得完成但台語幼兒卻要到 3 歲半才習得。總之，他們發現北京話習得擦音及塞

擦音的時間遠比粵語長，他們推測或許因為北京話的擦音及塞擦音過多。蘇宜青與蔡素娟

（2000）認為這樣的現象有可能是因該音在該語言中的使用頻率或出現音韻環境的不同有

關。他們發現在這三種語言的研究報告中，幼兒習得擦音與塞擦音的數量似乎是能夠預測

到子音完全習得的早晚次序。例如粵語中僅有 2 個擦音、2 個塞擦音，子音習得約在 3 歲

半完全，而北京話與台語這兩類音組相對比較多，因此完全習得也稍晚。 

在各家得到的數據中，華語的雙唇鼻音[m]與齒齦塞音[t]均能在幼兒一歲半前習得完

畢，是所有聲音中最早習得的一組。最早習得的尚有雙唇塞音[p]，在 Jeng (1985), Su (1985)
及 J. H. Hsu (2003)的研究中也觀察到一歲兩個月左右即能順利使用[p]，然而 Hua & Dodd 
(2000)的觀察卻認為[p]的語音需要到兩歲半後始可達到純熟階段，這樣的結果同樣出現在

台語和粵語的語音習得上；H. C. Hsu (1989)，Liu (1999)與 So & Dodd (1995)亦得出[p]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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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歲到 2 歲半後始可純熟的看法。這些研究差異可能來自於受測幼兒個人發展間的差異，

亦可能來自於研究者在觀察上的切入時間不同，或幼兒開始出現語音與到達純熟標準不一

所致。但就各家習得之次序上而言，雙唇鼻音[m]、塞音[p]以及齒齦塞音[t]確為較早習得

的一組語音。 
在舌根塞音[k]的習得上，各家看法各有異見。Su (1985)與 Jeng (1985)認為 1 歲到 1

歲七個月間即可習得[k]，但 Hua & Dodd (2000)與 J. H. Hsu (2003)卻認為[k]須等到 3 到 4
歲間才會熟練，兩造說法的間距可長達 1 年半的長度。在台語與粵語研究中，對於[k]習得

時間點也看法不一，H. C. Hsu (1989)認為台語幼兒約一歲半即可習得，Liu (1999)認為兩

歲，而 So & Dood (1995)卻認為粵語幼兒則須等到 4 歲才可習得，落差達 2 年之遠。 
華語三個塞音送氣音[ph]、[th]、[kh]習得年齡平均比非送氣音[p]、[t]、[k]晚，這點在

Jeng (1985)，Su (1995)，Hua & Dodd (2000)及 J. H. Hsu (2003)的研究中相當一致：以

[p]-[ph]、[t]-[th]、[k]-[kh]為一組的概念來觀察，必先習得非送氣的塞音，才能隨後熟習與

其對應送氣音的塞音。H. C. Hsu (1989)與 Liu (1999)的台語及 So & Dodd（1995）的粵語研

究，送氣與非送氣的塞音習得也有類似的現象，唯獨 So & Dodd 發現粵語的舌根送氣音例

外，[kh]的習得優先於非送氣[k]約三個月，但都同樣能於 4 歲達到純熟階段。另外，同樣

是送氣音的例子中，塞擦音亦是非送氣音優先習得，這點在各家看法相當一致。至於塞擦

音的習得年齡，Hua & Dodd (2000)與 J. H. Hsu (2003)認為北京話需要到 4 歲以後，粵語也

須達 4 歲，閩南語也要到 3 歲半；至於 Jeng (1985)的華語研究中，塞擦音[ts]在 1 歲半即可

習得，與其他學者觀察早了 2 年以上，基本上，上述研究對於塞擦音的習得年齡就數據結

果而言也是看法比較不一。 
擦音的習得時間各家看法差距最大。Jeng (1985)觀察到幼兒 1 歲即可習得[x]，台語

Liu (1999)及粵語 So & Dodd (1995)的研究為 2 歲，Hua & Dodd (2000)則認為是 2 歲半到 3
歲，至於 J. H. Hsu (2003)的觀察卻是遲至 4 到 6 歲才可達成熟階段。各家認定的[x]的習得

年齡間隔可達 3 至 5 年之長。此外，華語擦音[f]在 Jeng (1985)的研究中 2 歲半開始習得，

Hua & Dodd (2000)認為 2 歲 7 個月至 3 歲習得， 兩份研究相距不遠；但 J. H. Hsu (2003)
的結果卻是與[x]相同須達 4 歲 4 個月到 6 歲間習得，間距長達 2 年。擦音[s]的習得在 Jeng 
(1985)認為 1 歲半時開始習得，其它在 H. K. Hsu (2003 )，Hua & Dodd (2000 )及 So & Dodd 
( 1995)研究則是 4歲半以後，習得差距亦達 3年。最後，J. H. Hsu (2003)與Hua & Dodd (2000)
顯示擦音[]的習得年紀亦有差距，前者認為需等到 4 到 6 歲習得，後者則認為 2 歲 7 個月

到 3 歲間。同樣有舌尖擦音[]的台語，Liu 的結果顯示是 3 歲半，介於 J. H. Hsu（2003）
與 Hua & Dodd（2000）兩份研究報告之間。綜觀各家數據結果，似乎在擦音習得上較難取

得明確的時間區塊。 
在流音[l]的研究中，年齡差異亦然存在。習得時間最早的是 Jeng (1985)的 1 歲八個月，

主張最晚的 J. H. Hsu( 2003)及 Hua &Dodd (2000)則是 4 歲到 4 歲半以後，差距達 2 年半。

在其他粵語和台語的研究中均認為是 2 歲半以後習得，介於兩份研究報告的習得年齡之

間，同樣的，流音習得時間定位並不明確。由於台灣華語的捲舌音與舌尖音兩組幾乎是呈

現互相使用的狀態，有些人甚至沒有捲舌音。而在將捲舌音納入研究範圍的 Hua & Dodd
（2000）及 J. H. Hsu（2003）中，雖然習得時間前者認為是 4 歲 6 個月以後，後者認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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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歲以上，但不約而同地都觀察到捲舌音是最後達成純熟階段的組別，這點各家看法一致。 
在華語研究中，有關於幼兒習得語音錯誤類別的研究數量不少。Chao (1951, 1973)的

代換錯誤中，齒間擦音[]取代擦音[f, x, ],顎音[t]取代[t, ts]如果母音為[i],如果

不是母音[i]，則由[t]取代。流音[l]往往被[j]取代。Li (1977)在他發現的幼兒語料中，

代換錯誤都是發生在音節首的位置，只有少數發生在音節尾的位置。有關代換的錯誤類別

共有以下幾種：1）塞音取代擦音, 例如飛機[fei55 tɕi55] ‘airplane’ 變成 [pe55 tɕi55]，[p]
取代[f]; 2）塞音或擦音取代塞擦音，例如才藝[tsai35 i51]‘talent’變成[tai35 i51]，
[t]取代[ts];3）發音後部位的子音取代前部位子音，例如蛋[tan51] ‘egg’變成[taŋ51]，[]
取代[n]; 4)滑音取代流音，例如來[laj]‘come’變成 [jaj], [j]取代[l]。而有關省略的

錯誤類別則有：1）音節首子音省略，例如，日[ʐɨ51] ‘sun’ 變成[i51]，音節首子音[ʐ]省略；

2）音節尾子音省略，例如，弄[nuŋ51] ‘to handle’變成[nu51]，音節尾[]省略掉。Su(1985)
發現在一般的代換錯誤中：1）位於同樣發音部位的送氣音時常被非送氣給取代；2）齒音

往往取代塞擦音或是擦音；3）塞擦音通常被塞音取代，而擦音幾乎鮮少取代塞擦音，整

體而言擦音被取代的機率最高；4）流音時常被省略或是被[t]所取代。在他的文獻中，沒有

擦音取代塞擦音的例子，此點與 Jakobson(1941, 1968)的研究不符合。 

Shiu (1990)將幼兒音韻習得的音韻現象分為以下好幾類，整理如後：1）前位化

（Fronting），虎[xu]變成[fu]； 2)後位化（Backing），睡[swej]變成[hw]；3) 塞音

化（Stopping），見[tjn]變成[tjn]; 4) 送氣化（Aspiration） 肚[tu]變成[tu]; 5) 
捲舌弱化 /去捲舌化（ Deretroflexion）轉 [twan]變成 [tswan]; 6) 去鼻音化

（Denasalization）/鼻音化（nasalization），貓[maw]變成[paw]或兩[lja]變成[nja]；
7) 滑音化（Gliding），髮[fa]變成[wa]；8) 取代（Substitution），飛[fe]變成[ve]， 

9) 同化（Assimilation），再見[tsaj51 tɕjɛn51]變成[tsɛ 51 tsɛ51];10) 刪除（Deletion），

麵包[mjn51 paw55]變成[mjn51 aw55]；11) 換位（Metathesis），打開[ta21 kaj55]
變成[ka55 ta21]。這些完整的現象在未來收集到的語料中可以詳細的一一檢視。 

 So & Dodd (1995)將子音錯誤類別另區分為音節首與音節尾，在粵語的研究中發現到

有 3 種錯誤類別現象。第一是同化(assimilation)，第二是子音串刪減（cluster reduction），
第三是系統簡化(systemic simplification)。他們發現幼兒會因為年齡層的不同顯現出的錯誤

類別也有不同。年齡小於 2 歲的幼兒傾向用塞音化(stopping)、前位化(fronting)、非送氣化

(de-aspiration)及塞擦音化(affrication)來處理上述三種過程。到了 3 歲的幼兒，子音串刪減

還是存在，塞音化及非送氣化成為一個重要的錯誤類別。到了 4 歲之後，幼兒就幾乎不太

可能犯出一致性的錯誤類別了。音節尾的錯誤類別比較沒有音節首那麼豐富，數量也明顯

少許多。不過，大致上仍是有前位化（fronting）,後位化（backing）, 音節尾刪減（final 
consonant deletion）等。整體而言，他們的發現是能印證英語 Smith (1973)的文獻，不過仍

有一些細微的錯誤類別是反映出粵語音韻學的特色。 
So & Dodd (2000)則發現到在北京話中同化現象非常普遍，而且目標字 -錯誤

（target-error）之間並未呈現語音相近似的情詳。省略現象比較容易出現在年齡層低的組

別裡。前位化似乎在北京話的例子並不多見。相反的，後位化(backing)的現象比前位化高

出許多，在後位化中，[x]-velarization 似乎比例更高，研究發現北京幼兒高達 48％偏向使



12 

 

用[x]來取代擦音與塞擦音。而塞音化/塞擦音化：塞音化比塞擦音化高出許多。非送氣化

(56%)比送氣化(32%)高出許多。滑音化，[j]取代[]的情形很普遍。在音節尾的子音錯誤類

別中，他們發現[n]刪除是最多的，而以[]來取代[n]是次之，或是[]被刪除，倒是以[n]來
取代[]非常少見。另外有一特別之處便是，他們有 6 個例子解釋為子音加入現象(addition)，
似乎也可以解釋為取代，例如[nja]取代[niaw]，因此在分類上似乎有模擬兩可的空間。 

Mowrer and Burger (1991)從科薩語 Xhosa-English錯誤代換中發現，塞音及擦音幾乎

沒有太多錯誤代換，而數量上也遠比英語幼兒來的少很多。然而他們發現一致性為當有代

換現象發生時，有許多例子是由塞音取代擦音/塞擦音/流音等。So and Dodd (1995)發現代

換中有一些與英語研究報告不一致的地方。例如，粵語幼兒偏好以塞擦音[ts]來代替擦音

[s]，而一般英語報告是認為塞擦音的習得順序比擦音晚，因此從順序的推論而言，比較

可能的代換類別應該是擦音來取代塞擦音。另外，在 So and Dodd (1995)的粵語研究中，英

語幼兒傾向於以塞音來取代塞擦音，例如, [tp]取代[tp]，但是粵語中，反而是由擦音

來做取代工作，如[siw]取代[tsiw]。 

不論是英語、華語或是其他語言習得研究中可以發現，幾乎每家說法都有吻合之處，

但是，所報告出的語料似乎還是有些許差異，尤其某些音會早或是晚出現，或是哪些音會

被取代，似乎還是有不同的說法。Menn& Stoel-Gammon (1996) 提及到長期觀察個案研究

與跨年齡層的量化收集法均各有利處，前者可以一窺語言發展語音的變化也可以探討幼兒

習得的個別差異，而大量收集的語料則能提供許多可靠性的數據。  

在上述這些研究中，有些能細分音節首與音節尾的子音發展，尤其是一般而言音節首

的子音習得的階段比為於音節後的子音來的快。一方面華語音節尾的子音不是鼻音就是滑

音，選項很有限，並不像其他語言一樣，允許很多子音型態在結尾位置。也許是這樣的音

韻結構因素，造成音節首的子音習得的較快速。這點也許如同 Zhang（2000）一文所示，

幼兒音韻的發展過程是漸進式的。剛開始時未必是以音段為主要處理單位，能掌握的音素

對立也可能侷限於部分詞彙，但是到後面的習得階段，幼兒能掌握母語音韻系統相關及忽

略不相關的特別特徵。  
在音韻理論應用方面，英語除了多項的報告探討子音習得的年齡、次序及錯誤類別之

外，Jakobson (1941, 1968) Edwards （1974), Eckman (1977), Anderson (1983), Irwin & Wong 
(1983), Prather et al. (1991）, Dinnsen (1992)及 Yava (1997)是用音韻理論的觀念來分析幼

兒語音習得的問題，而 Locke (1980, 1983)及 Kent (1992)則認為語音習得的次序應該與該語

音被使用的頻率高低多寡有關。另外，聽辨理論也是另一項可能原因，幼兒聽辨能力

(perception)也同樣會相互影影響他們發音的情形，這點在台灣華語也已被 Zhang（2000）
證實。整體而言，幼兒在習得華語子音的過程中，不論是習得年齡階段、次序或是錯誤類

別，很多時候有些音型或是現象是剛開始出現，而出現後未必能穩定的存在，因此除了上

述研究議題之外，本研究還特別的參照 So & Dodd (1995)的粵語研究，Hua & Dodd (2000)
北京話的研究，以及蘇宜青與蔡素娟（2007）的國科會成果初步報告，將音型或是現象區

分為出現期及穩定期兩種。由幼兒習得的語料中可以很清楚的探討這些重要議題。  
本研究主要是要探討台灣華語幼兒對於子音習得長期發展的歷程模式。為了得知子音

習得的順序，本研究蒐集了 16位 7至 9個月大的嬰兒（8位男生，8位女生），做長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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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語料觀察。7 個月大的幼兒雖然還未能發出有意義的聲音，但是如果錄音小組已經開

始待命觀察的話，非常有可能能錄到第一個有意義的聲音。而從第一個有意義的聲音之

後，幼兒的字彙會漸漸開始增多，自然能順利的收集到幼兒習得子音的次序。上述學者對

於華語子音習得的問題提出不少見解，本研究將從幼兒 7個月大就開始進入準備狀態，紀

錄幼兒初期未有意義的語音現象、另外紀錄幼兒在早期階段發展出卻尚未穩定的語音，對

於這些語音隨著年齡的變化、取代、保留甚至消失，將會記錄完善保存，最後在語料分析

上，本研究將子音再細分為音節首及音節來觀察，以便與西方音韻理論研究做一詳細比較。 

（二）研究方法、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 

在長期觀察的研究中，本計畫利用一年長期觀察 16名幼兒(8名男生，8名女生)的子

音習得發展過程。這 16 名幼兒年紀都約在 7 至 9 個月大左右，從他們 7 個月大開始，每

週 1 次，每一次的觀察錄音時間為 60 分鐘。但在長期錄音觀察執行半年後，從收集到的

語料中發現幼兒在 7個月大左右發音上尚未穩定，因此錄音成果不顯著，而且，計算過經

費，光是多位助理的薪資以及每天搭捷運往返的開銷，就已經超過計畫的 75%，因此大約

進行了 8 個多月之後，便改為每兩週錄音 1 次，每一次錄音時間一樣為 60 分鐘。這一年

研究從幼兒 7個月大時發出非意義的語音錄製到幼兒 1歲 6個月發出有意義的語音（附件

附錄一份 Excel的語料，詳細記載幼兒習得的月份、使用字彙的數量及現場情形，由於有

16位幼兒，資料過於龐大，因此先取幾樣範本作為記錄）。由於每個幼兒語言習得發展會

產生個人差異，有的幼兒快，有的則比較慢，但是在整個收集過程中，長期的觀察有助於

得知語音習得的先後順序、使用數量，也可以看出個別差異。錄製 60 分鐘的過程完全是

在一個安靜輕鬆的環境下進行。由於擔心幼兒怕生，反而無法得到本研究希望的結果，本

項實驗完全是以父母與幼兒或是保母（照顧者、家人、祖父母）與幼兒的對話互動為主。

前去錄音的兩位助理會希望他們能在最快速的時間內與幼兒及家人熟識，而在還與幼兒不

熟的階段內，他們都只在旁邊進行錄音的工作，以免對幼兒造成驚嚇，阻礙研究收集資料

進行。 

目前參與的 16 名幼兒分別來自台北市大安區 1 名，中山區 2 名，文山區 2 名，松山

區 2 名，內湖區 1 名，士林區 1 名及北投區 1 名，及新北市板橋區 1 名，中和區 2 名，永

和區 1 名，汐止區 1 名及蘆洲區 1 名，在家中使用的語言為華語為主，父母的交談也以華

語為主，參與的幼兒都沒有智能不足、聽力障礙及語言遲緩的問題。一年期間總共訪談共

16 名幼兒，估計一年錄音總長達 928 小時（16 名 x4 週 x8 月＝512 小時；16 名 x2 週 x3
月=96 小時；另計畫延長一年 16 名 x2 週 x10 月=320 小時）。錄音過程中 16 名幼兒分別由

7 名研究助理負責，進行長期、定期的訪談。錄音過程是幼兒在家長或保姆陪同下，在自

己家中的日常對話。每 2 名助理需負責錄製 4 位幼兒，總計共聘 7 位助理〈含 6 位碩士班

兼任助理及 1 名學士班兼任助理〉。如果執行狀況平穩固定，助理與幼兒就能建立好的互

動與信賴關係。錄音設備採用機動性較高的迷你數位光碟錄音機及多向度麥克風，這是為

了方便讓幼兒與家長或保母進行活動時使用。錄音的內容除了自發性語料(spontaneous 
speech)，還藉助圖畫簿、故事書、玩具、布偶、摺紙或其他遊戲，引發幼兒主動說話。一

週 7 天有 6 天都排 1 至 2 名不同的幼兒，每週錄音一次，每一次錄音大約一小時左右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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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一般幼兒大約錄製到 40 至 45 分鐘就不太願意繼續，抓一個小時是最高錄音時間的上

限，以免幼兒、家長或保母感到疲倦或不耐），舊曆年間中斷 2 週。在錄音語料整理方面，

將採用蔡素娟教授的分類方式，每一次錄音語料都由該次錄音的研究助理負責整理。整理

工作主要分為錄音編輯與轉記（記音）兩部分。經過這兩個步驟之後才成為可以分析的文

字檔案。而在錄音編輯方面，每一次錄音後及進行錄音光碟之編輯，刪除雜訊或長時段的

空白，編輯後的總長約 40 至 60 分不等。再分為數十個不同的段落，在光碟上標記序號，

以利後續轉記及記音之進行。轉記以國字為主，拼音為輔，屬於書面形式。成人言談的部

分只有國字層次的轉記。幼兒言談的部分除了國字轉記的層次外，還有語音記音的層次。

記音採用 IPA 形式。 
七名研究助理都是受過語音學訓練專業的學生，其中 4 名助理目前也在參與計畫主持

人主持的失語症計畫，對於偏離目標音的記音方式非常有經驗。記音由主持人及 7 名研究

助理一起討論。助理需做好 intra-rater 及 inter-rater 的工作，定期抽樣比對。其後由 7 名助

理交叉比對及複查。每一個檔案都經過初次記音、複查、確認三個步驟，成為電腦檔案，

才算完整的文字檔案。錄音後即進行編輯，刪除空白或雜訊，並分段標記序號，以利記音

之進行。記音以 IPA 為主，而且，對於所有幼兒與母親/保母的錄音，全部譯寫出來作為日

後的內容的對照比較。 
    目前紀錄暫時登錄到 101 年 12 月 10 日（註：所有音檔均妥善複製保存，保存紀

錄至 102 年 7 月 30 日，但因每次譯寫時都必須有 2 位助理個別譯寫，並且兩兩對照比對，

必須達 95%的準確度，才能將語音登錄在資料庫內，因此真正登錄的數量還在確認當中），

所收集到的語音時數及參與的嬰幼兒如下表。 
表格一                              

 孩子名稱 性別 出生年月日 
錄音次數/小時 
（N=678） 

1.  Kiwi 女 2010 8 30 68 
2.  Vickie 女 2010 10 29 64  
3.  Mike 男 2010 11 3 62  
4.  甯甯 女 2010 11 1 62  
5.  瓜瓜 男 2010 11 3 60  
6.  可樂 男 2010 11 19 60  
7.  將將 女 2011 1 5 32  
8.  奇奇  女 2011 1 17 32  
9.  慈慈 女 2011 1 25 32 
10.  陽陽 男 2011 1 29 32 
11.  珍珍 女 2011 1 30 32 
12.  威威 男 2011 2 3 30 
13.  宏宏 男 2011 2 14 30 
14.  葳葳 女 2011 3 1 28  
15.  娃娃 女 2011 3 19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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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樂樂 女 2011 4 30 26  
表格一可看出目前年紀最大的是 Kiwi [註：計畫中有幾位幼兒在國科會尚未核定計畫前即

已經先開始收集語音，因此年紀比其他幼兒長]，年紀最小的是樂樂。根據第一年審查意見

提及過去口語語誤及失語症語誤並未清楚的將多少人參與記錄下來，以及未能仔細記錄每

位發音人士的數量，因此在本計畫申請書中，提供範本做對照，而礙於本計畫頁數限制，

本申請書僅列 2 位幼兒做為範本：一位女生及一位男生。範本及部分解說將於（三）初步

成果報告中說明。 
本研究計畫一年時間進行完畢以上的長期個案觀察法收集幼兒子音習得語料。語料收

集及之後的分析，所有面臨到的問題及可能解決的方式都已描述過。這些外部驗證都能進

一步的探測幼兒對於子音發展的音韻表現。本計畫希望透過這些實驗數據整合分析，詳細

比對進而能夠與國外的研究做出檢視與比較的機會。由於這幾年華語不論是語言學習還是

語言學應用在國外可以說是非常受到注意，相信華語的習得研究也能夠對國外心理語言學

及語言學習的學者帶來幫助，甚至對於語言治療的研究也是非常有助益的。  

 （三）計畫初步成果   

100 年 8 月執行到 101 年 7 月底的研究成果發現 7 個月左右的嬰兒，都有些個別差異，

女嬰跟男嬰習得第一個子音時間差不多，但整體而言，少數 8 個月開始有字彙，絕大部分

是到 1 歲多才有。研究方式是採取「長期個案追蹤觀察法」，對於長期個案追蹤觀察的幼

兒是以傳統的基本自然言說(spontaneous speech)為收集方式，參與嬰幼兒的來源絕大部分

是網路(www.babyhome.com.tw)及台大批踢踢實業坊獲得家長媽媽熱情的參與幫忙，目前共

收集 8 位女生，8 位男生，（註：人數比先前計畫書預期要求的 6 位男生、6 位女生還要多，

之前最高紀錄曾收到 20 位，但因後來家長工作、搬遷停止錄製影音，有的則是公婆帶，

不願意助理前往錄音，因此收集到的資料也僅能做參考，無法作為延續性計畫使用）。過

去由於計畫主持人擁有多年美國收集自然語誤以及在台大醫院收集失語症語誤的經驗，分

別被美國校方以及台大醫院要求提供詳細的計畫申請書及參與人士同意函，因此本計畫主

持人非常清楚在錄音及錄影過程中所必須具備的人倫道德以及跟獲得家長同意允許收集

語料的重要性。本計畫由於經費有限，僅能找尋大台北地區，離捷運站及公車站距離近的

住家。當時在接受家長報名時，有多位家長非常希望參與整個錄音收集，但是因為分別在

桃園、新竹、台中及台南地區，考慮每次收集都需要派兩位助理同行，人力及物力上會耗

損許多資源，因此非常遺憾的婉拒那些家長。整體而言，整個執行過程在找施測家庭方面，

可以說比預計中順利許多。  
在長期觀察的研究中，這 16 名幼兒收集的年齡一開始都約在 7 個月大左右，不過因

為 7 個月大有語音的非常少；而且，玩玩具及使用手勢哭笑時間居多。因為經費有限，改

成兩週觀察一次。每一次的觀察錄音時間為 60 分鐘（註：實際上幼兒的實際發音時間每

次皆不同，有時僅錄製 15 分鐘，有時可達 40 分鐘）。100 年計畫是從幼兒 7 個月大時發

出有意義的單音錄製到幼兒 1 歲 6 個月發出詞組的語音。由於每個幼兒語言習得發展會產

生個人差異，有的幼兒快，有的則比較慢，但是在整個收集過程中，長期的觀察有助於得

知語音習得的先後順序、使用數量，也可以看出個別差異。錄製過程完全是在安靜輕鬆的

http://www.babyhom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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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下進行，16 位幼兒，15 位的錄音錄影是在家中室內進行，只有 1 位是在大樓會客室/
遊戲間內進行（註：之前曾經有 4 位幼兒是由保母/祖父母照顧，後來有些搬遷調動，有些

則表示無法延續）。由於這 16 名幼兒已與固定前去錄影音的兩位助理熟識，收集都很順

利，喜歡跟助理們玩成一片、跟助理分享玩具及與助理們「對話」互動，雖然很多語音都

還處於不純熟階段，但是助理們是固定 2 位一組去收集 2 至 3 位幼兒，所以大概可以推測

出意思，整體而言，錄製語料過程非常順利成功。  
目前參與的 16 名幼兒分別來自台北市大安區 2 名、中山區 1 名、文山區 2 名，松山

區 2 名，新店區 1 名，內湖區 1 名，士林區 2 名及北投區 2 名，及新北市新莊區 1 名，中

和區 1 名，及蘆洲區 1 名。父母在家中使用的語言以華語為主，參與的幼兒都沒有智能不

足、聽力障礙及語言遲緩的問題。 
100 年 8 月總共有 16 名幼兒參與計畫，目前錄音紀錄暫時登錄到 101 年 12 月 10 日。

本計畫在譯寫上的困難較高。因為同一個音檔必須由二位助理個別譯寫，之後再互相比

對，有問題的地方也需要再重新聆聽，仍無法判讀，則交由計畫主持人處理，所以雖然計

畫申請延後一年，目前仍有 20%未能完全譯完，45%計畫主持人未能完全判讀完畢。表格

一為所收集到的語音時數及參與的嬰幼兒出生紀錄（註：在這份初步成果報告內，所有子

音習得部分皆僅討論音節首的子音習得情形，因為大部分幼兒都有音節省略現象，因此音

節尾的滑音及鼻音暫時無法做深入報告）。 
表格二：Kiwi   

Place of articulation Number of Syllables 
  0;7-0;11 1;0 1;1 1;2 1;3 1;4 1;5 1;6 Total 

Labial [p] 18 1 4 4 6 48 50 63 194 
 [ph]    1    2 3 
 [m] 23 8 8 31 25 40 47 54 236 
 [f]        2 2 
 [ɥ] 

Total 
        0 

435 
Alveolar [t] 11  1 28 29 36 37 42 184 
 [th]    1 2 5 8 7 23 
 [n] 2  3  3 4 5 4 21 
 [l]     2 4 2 7 15 
 [ts]        1 1 
 [tsh]         0 
 [s] 

Total 
        0 

244 
Retroflex [tʂ]         0 
 [tʂh]         0 
 [ʂ]         0 
 [ʐ] 

Total 
        0 

0 
Palatal [tɕ]    6 5 11 9 7 38 
 [tɕh]     3  1 2 6 
 [ɕ]    1 10 2 4 3 20 
 [j]   3 21 19 14 16 18 91 
 Total         155 
Velar [k] 2  12 26 16 21 23 17 117 
 [kh]    1 4 4 6 3 18 
 [x]/[h] 1  7 13 16 21 23 19 100 
 [w]    12 21 30 18 26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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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ŋ]         0 
 Total         342 

表格二中，因為欄位的關係，特別將 7 個月到 11 個月合併計算，Kiwi 最早開始有的子

音是[p]，在 7 個月就已出現，之後第二個是[m]，緊接著是[t]，後來依序是[k], [n]及[h]。到

了 1 歲 2 個月就已經超過 50 字(vocabulary spurt) (Dromi,1987)。整體資料可以看得出非送

氣塞音出現的多也較常出現，而且非送氣塞音不論是任何發音部位，都是比送氣塞音來得

早出現的。硬顎音也出現了，只是數量比其他發音部位略少，而除了非送氣舌尖塞擦音音

在 1 歲 6 個月時出現 1 次之外，其餘舌尖音組及捲舌音組目前都還未出現。流音[l]到 1 歲

3 個月才出現，而擦音[f]到 1 歲 6 個月才出現。表格三的可樂則與 Kiwi 的發音呈現些許不

同。 
表格三：可樂 

Place of articulation Number of Syllables 
  0;7-0;11 1;0 1;1 1;2 1;3 1;4 1;5 1;6 Total 

Labial [p] 51 17 86 21 13  30  218 
 [ph]     1   3 4 
 [m] 6 9 10 4 8  13  50 
 [f] 1        1 
 [ɥ] 

Total 
      2  2 

275 
Alveolar [t] 2 5 6 25 34  5 3 80 
 [th]     50   2 52 
 [n] 2 4   1  23 5 35 
 [l]         0 
 [ts]       4  4 
 [tsh]     4  4 5 13 
 
 

[s] 
[ʃ] 
Total 

     
4 

 
6 

 
3 

 
3 

0 
16 

200 
Retroflex [tʂ]           0 
 [tʂh]             0 
 [ʂ]           0 
 [ʐ] 

Total 
         0 

 0 
Palatal [tɕ]   9 21 9  4 4 47 
 [tɕh]    2 13  2 1 18 
 [ɕ]     8 4  1 1 14 
 [j]   18 79 38  43 2 180 
 Total         259 
Velar [k]   171 18 2  4  195 
 [kh]         0 
 [x]/[h]   1  2  8 4 15 
 [w]   35 14 11  40 4 104 
 [ŋ]     3   1 4 
 Total         318 
表格三中，因為欄位的關係，也是將 7 個月到 11 個月合併計算，可樂大約 9 個月大才有第

一個子音，[p]，之後第二個是[m]，緊接著是[t]，接著大量的使用[p]，從 9 個月大到 11 個

月，共出現 51 次，與 Kiwi 不一樣的地方，可樂一直到 1 歲 1 個月才開始有[k]音，可是數

量非常的多，有類似像哥哥、歌歌（會哼）、高高（非常多樂高積木，常常指給助理們看），

1 歲 3 個月還出現英文的[ʃ]，取代了舌尖及捲舌音。可樂雖然細節與 Kiwi 有些不同，但是

整體而言，還是類似的，例如非送氣音出現的多也較常出現，而非送氣音不論是任何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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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都是比送氣塞音來得早出現的。硬顎音也出現了，數量比齒音還多，而最多的是軟

顎音。擦音[f]在 11 個月時出現過 1 次，之後再也沒出現了。而流音[l]目前都沒出現過。捲

舌音也都還未出現。表格四列出所有 16 位幼兒從 7 個月大到 1 歲 6 個月全部的子音順序。 
表格四 

Place of articulation Initial (Mandarin) 
Labial [p] 0;7-1;3 
 [ph] 1;8~ 
 [m] 0;8-1;3 
 [f] 1;6~ 
 [ɥ] 1;6~ 
Alveolar [t] 0;9-1;4 
 [th] 1;5~ 
 [n] 0;11~ 
 [l] 1;4~ 
 [ts] 1;1~ 
 [tsh] 1;3~ 
 [s] N/A 
Retroflex [tʂ] N/A 
 [tʂh] N/A 
 [ʂ] N/A 
 [ʐ] N/A 
Palatal [tɕ] 1;1~ 
 [tɕh] 1;2~ 
 [ɕ] 1;3~ 
 [j] 0;11-1;2 
Velar [k] 1;0~ 
 [kh] 1;5~ 
 [x]/[h] 1;0-1;6 
 [w] 1;0~ 
 [ŋ] 1;3~ 

目前執行中計畫的第一研究主題為收集台灣華語子音個別習得的年齡階段以及子音的

習得次序。這個問題包含幼兒在哪個年齡階段開始產生不同的子音類別，隨著年齡月份的

增長，是否該子音能夠定型，有沒有可能有些子音出現的早，但是穩定度並不強，有時轉

化成其他子音類別，有時甚至消失。這個研究主題希望能夠仔細探討個別子音出現的年齡

月份以及研究趨於穩定發展的年齡階段。單從這三位幼兒範本來看，兩位女生似乎在 7、8
個月左右以及一位男生從 10 個多月開始有穩定並有意義的子音出現，不但語音定型且且

數量持續增多。其中擦音[f]曾出現 1 次但穩定度低，目前在該幼兒的語音系統，是屬於消

失狀態。單從這 3 個幼兒範本可以先看出，第一個出現在幼兒語言的子音為雙唇塞音[p]，

目前概略的看出，一歲前的幼兒（七個月到一歲），多半已經有雙唇塞音[p]、雙唇鼻音[m]
及齒齦塞音[t]。如果有對立音型的話，口腔音與鼻腔音會很快出現，例如，口腔唇音[p]或
是鼻腔唇音[m]，之後則是雙唇音與齒齦音的對立音類，例如, [pa]對[ta]，或是[ma]對[na]。
除此之外，發音在口腔前部位會比口腔後部位快，而在同樣的發音部位內，塞音會比擦音

或是塞擦音來得早。這項初步發現與各家得到的數據中相當吻合(例如 Jeng 1985, Su 1985, J. 
H. Hsu 2003, So & Dodd 1995)。然而 Hua & Dodd (2000)的觀察卻認為[p]的語音需要到兩歲

半後始可達到純熟階段，目前幼兒個案均是在 1 歲至 2 歲前純熟，而且都是先習得[p]音，

才會[m]音，很快的[t]音就出現，這點與 Hua & Dodd (2000)認為北京幼兒鼻音比口腔音習

得早，不太一致。目前個案範例中，與 Jakobson (1968)的論點關於口腔前部子音比後部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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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得的論點吻合。單就 Hua & Dodd 的發現認為口腔前部子音幾乎與口腔後部子音同時間

習得而成，這點並不一致。目前除了 Kiwi 出現口腔後部音之外，其他兩位都還停留在前

部子音的階段。同時，研究也初步顯示非送氣音比送氣音發展的早、穩定而且數量持續增

多，這點在 Jeng (1985)，Su (1995)，Hua & Dodd (2000)及 J. H. Hsu (2003)的研究中相當一

致：以[p]-[ph]、[t]-[th]、[k]-[kh]為一組的概念來觀察，必先習得非送氣的塞音，才能隨後

熟習與其對應送氣音的塞音。H. C. Hsu (1989)與 Liu (1999)的台語及 So & Dodd (1995)的粵

語研究，送氣與非送氣的塞音習得也有類似的現象。 
本計畫的第一研究主題為收集台灣華語子音個別習得的年齡階段以及子音的習得次

序。這個問題包含幼兒在哪個年齡階段開始產生不同的子音類別，隨著年齡月份的增長，

是否該子音能夠定型，有沒有可能有些子音出現的早，但是穩定度並不強，有時轉化成其

他子音類別，有時甚至消失。這個研究主題希望能夠仔細探討個別子音出現的年齡月份以

及研究趨於穩定發展的年齡階段。單就從目前所收集到的資料來看，上面表格四中對於子

音習得較快的幼兒，25 個子音中（包括 3 個滑音），有 20 個在一歲半前已經陸續出現，不

過這僅是對於那些子音習得快的幼兒，絕大部分的幼兒，其實大約是習得 15 個音左右。

如同國內外學者的預測理論、觀察、或是實驗結果，許多研究層面均有多方吻合。目前資

料顯示，年齡若標為 A-B,則代表所有 16 名幼兒中，最快於 A 月/歲學會，最慢於 B 月/歲

學會，若標為 A~，代表有些幼兒在 A 月/歲有此子音，其他幼兒尚未出現。舉例，目前幼

兒最快在 7個月即有[p]，最慢在 10個月也會有[p]音。而有幼兒在 1歲就有[k]音，但是

其他許多幼兒目前超過 2歲了，還是未能發出此音。從習得快的幼兒來看，已有的子音有

[p, ph, m, f, , t, th, n, l, ts, tsh, t, th, , j, k, kh, x/h, w, ]，習得較慢的幼兒，則有[p, m, t, n, j, 
k, x/h, w]。就目前的資料看來，雙唇塞音[p]在 7 個月到 1 歲 3 個月之間就會出現，雙唇塞

音出現之後，與其發音方法對立的鼻音塞音[m]或與其對立部位的齒齦塞音[t]也出現。這些

子音之後持續穩定的出現使用。除此之外，發音在口腔前部位似乎會比口腔後部位快，而

在同樣的發音部位內，塞音會遠比塞擦音來得早，而塞擦音反而比擦音來的快一些，捲舌

音組及擦音[s]目前都還未出現。另外，非送氣音比送氣音早學會。在字尾的鼻音來看，

[n]比[]來的快學會。流音目前是比較晚，比滑音晚一些，有些幼兒甚至先學會塞擦音，

才學會流音。底下表格五及表格六列出整體 16 位幼兒從 7 個月大到 1 歲 6 個月全部的子

音出現數量。(註：詳細資料列於附件 Excel 檔內。) 
表格五  

Place of articulation Number of Syllables  
  0;7 0;8 0;9 0;10 Total 

Labial [p] 3 33 51 108 195 
 [ph]   2 4 6 
 [m]  6 11 19 36 
 [f]  1 1 1 3 
 [ɥ] 

Total 
    0 

240 
Alveolar [t]  2 10 20 32 
 [th]     0 
 [n]   1 5 6 
 [l]     0 
 [ts]     0 
 [ts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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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Total 

    0 
38 

Retroflex [tʂ]     0 
 [tʂh]     0 
 [ʂ]     0 
 [ʐ] 

Total 
    0 

0  
Palatal [tɕ]    3 3 
 [tɕh]     0 
 [ɕ]     0 
 [j] 

Total 
   6 6 

9 
Velar [k]     0 
 [kh]     0 
 [x]/[h]     0 
 [w]     0 
 [ŋ] 

Total 
    0 

0 
表格五為目前子音習得研究 16 名幼兒已譯寫及計算完畢的詳細記錄，其中包含初步的子音

習得年齡、次序及數量（註 1：[w]從發音語音學而言，應該屬於雙唇軟顎音，然而為不讓

資料重複計算，暫時放在軟顎音類。註 2：幼兒們有時發喉音[h]，有時發出軟顎音[x]，因

此暫將此兩音混合來看）。表格所列出子音習得的次序，也清楚的把幼兒正確的發出個別子

音的月份記錄下來，100 年至今的長期觀察中，台灣華語幼兒在 7 個月到 10 個月僅有零星

幾個子音，由資料顯示，在發音部位來看，幾乎是集中在雙唇音部位，齒尖音出現一些，

硬顎音出現一點點，而捲舌音及軟顎音完全沒有出現。就發音方法來討論，幾乎是塞音，

塞擦音零星的出現幾次，滑音只限於[j]，滑音[w]、流音及擦音都還未能出現。  
表格六  

Place of articulation Number of Syllables  
  0;11 1;0 1;1 1;2 1;3 1;4 1;5 1;6 Total 

Labial [p] 132 190 103 156 352 338 292 337 1900 
 [ph]  1 2 2 1 1 2 15 24 
 [m] 133 120 170 276 259 314 230 199 1701 
 [f]        8 8 
 [ɥ] 

Total 
      2 1 3 

3636 
Alveolar [t] 26 481 403 328 277 211 151 242 2119 
 [th]    3 123 12 40 238 416 
 [n] 33 40 45 40 19 61 125 22 385 
 [l] 1 1 4 2 13 21 21 20 83 
 [ts]   2 2 2  14 53 73 
 [tsh]   1  9 2 10 6 28 
 [s] 

Total 
      1 2 3 

3107 
Retroflex [tʂ]         0 
 [tʂh]         0 
 [ʂ]         0 
 [ʐ] 

Total 
        0 

0 
Palatal [tɕ] 11  14 30 14 74 59 94 296 
 [tɕh]   4 2 16 1 15 6 44 
 [ɕ]   11 9 14 3 27 43 107 
 [j] 128 117 87 143 72 118 195 245 1105 
 Total         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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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ar [k] 13 12 566 146 67 122 118 232 1276 
 [kh]  2 3 5 10 11 44 97 172 
 [x]/[h]  4 33 40 55 122 197 274 725 
 [w]  5 43 41 34 73 118 255 569 
 [ŋ]  2  2 3   12 19 
 Total         2761 

 
從 11 個月開始至 1 歲 6 個月，這群幼兒們不僅發出許多子音，而已經能夠將許多子音發的

穩定正確了，這些子音單從發音方法來看，是非送氣塞音[p, t, k]，緊接著是鼻音[m, n]；16
名幼兒，8 名是先出現[p]，接著是[t]，再來便是[m], [n]，隨後便是[k]；6 名則是先出現[p]，
接著是[m]，再來便是[t], [n]，隨後便是[k]；2 名則是先出現[p], [m]，接著是[t], [k]，再來

便是[n]。若以總數來看，目前為唇音最多(N=3876), 其次為齒音(N=3145)，緊接其後為軟

顎音(N=2761），雖然硬顎音(N=1561)出現的不算少，但是穩定度不足，捲舌音尚未發展，

擦音也是尚未成型，許多幼兒將其發成英語的[], [t],或是將[f]發為[]，目前仍在計算中。  
本計畫第二個研究主題為子音的個別習得使用數量及穩定性，在子音數量上，表格六

所示目前從發音方法來看，塞音[p, t, k]使用率最高，而正確率也最為穩定，鼻音方面，

雙唇音[m]是最早先穩定的音系，[n]次之，塞擦音中則以[t]較常出現，也比[ts]來得早

些，擦音的話，均非常晚習得，就算出現，穩定性低，時常會變成類似英文[], [t]的語

音，或者[f]也是如此情形，就算出現，偶而變成[]，偶而變成[]，而幼兒常會互相代

換[x]或是[h]，滑音[j]遠比[w]早學會而且穩定正確，而流音[l]時而出現，時而發音錯

誤，最常被[n]所取代。從發音部位來看，唇音與齒音在數量上佔最多數，唇音是比齒音

在數量上略多一些。而捲舌音及流音整體數量，不但比較少，而且不穩定。以目前階段來

看，塞音占了所有幼兒會發音的子音達 73%(N=8287/11343)。而非送氣塞音遠比送氣塞音

高達 9 倍（N=5522 vs. 618）之多，就塞音、鼻音而言，習得次序越早、使用頻率愈高其發

展正確率也愈高。但對於硬顎音而言，雖然習得的年齡大約 1 歲 2 個月，但是幼兒對於此

組音系使用頻率並沒有其他音組高，正確率也不是很穩定。因此本研究目前的觀察為，的

確語音習得的次序是跟在語言中使用的頻率高低有關，但是，並不是每一個習得次序早的

語音就一定視為使用高頻率。至於是否連音韻表徵都與子音使用數量或正確率都有關連，

例如國外發現，若子音具備有[+nasal]，[+voiced]或[-coronal]的音韻表徵的話，則它的使用

數量會比子音有[+continuant]或[+strident]的表徵來的多，目前尚未能利用統計來處理，因

此無法證實。 
第三研究主題為子音習得錯誤類別，就目前資料顯示，全部幼兒所發出的字彙中，只

有 47%是正確的；錯誤類型有代換(substitution), 省略(deletion)及加入（addition），

一歲半前，省略音的機率高，超過 50%的語料都是省略，剩餘則偏於取代、僅有加入的例

子非常稀少。詳細數值仍在整理階段，例子如下：  

表格七：  

 

 

                

 

 

 Adult Child Age  

Deletion [ti55  wa55] [i21  wa55]   1;6 青蛙 

Substitution [tjow21  tjow35]  [tjow21  tjow35] 1;6 舅舅 

Addition [i55 fu35]         [ti55  fu35] 1;6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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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中常被省略的有音節首的子音，特別是塞擦音機率相當高，在這個例子中，就是塞擦音在

此階段 1歲 6個月尚未發音，因此就直接省略了，所以「青蛙」的音發成「乙蛙」（聲調不正

確）。偶爾音節首的子音會被取代，例如，[tjow tjow]變成[tjow tjow]，這樣形式的例子，

出現在所有 16位幼兒的習得現象裡。比較少的是如加入的例子，母音[i]變成[ti]，例如「衣

服」唸成「低服」。而目前在取代的語料方面，出現的細項為塞音化、前位化、後位化、非送

氣化及滑音化，至於國外研究提到更細項的擦音化或流音化，1歲半前因為那些子音都還未出

現，所以目前尚未能觀察到，而詳細數值都還處於整理階段。 

表格八：  
 Adult  Child Age  
塞音化 
Stopping 

[tsow35  tsow21] [tow35  tow21] 1;5 走走 

前移 
Fronting 

[tu55  tu55] [tu55  tu55]  1;6 豬豬 

後移 
Backing 

[i35  ts51] [i55  ti51] 1;6 一次 

非送氣化 
De-aspiration 

[taw35  taw] [taw35  taw] 1;1 桃桃 

滑音化 
Gliding 

[ow51  ow51] [jow51  jow51] 1;3 肉肉 

表八可以明顯看出從 1 歲 1 個月至 1 歲 6 個月的幼兒語音中，因為許多子音還尚未能順利

發展，因此他們會以較熟悉穩定的語音來做取代動作，例如 1 歲 5 個月的幼兒許多未能產

生舌尖塞擦音，因此就由舌尖塞音來取代，而一般而言 1 歲 6 個月的幼兒還未能發展捲舌

音，所以由舌尖塞音取代，而 1 歲 6 個月的幼兒也通常未能發出舌尖塞擦音，有些幼兒則

是用硬顎音取代。目前收集到的語料，送氣音都比非送氣音晚出現，因此絕大部分的送氣

音都會被非送氣音所取代。另外，有聲捲舌音則常常被硬顎滑音所取代。底下則附上國內

外其他學者的比較發現。  
表格九：  

Initial 
(Mandarin) 

J. H. Hsu A. T. Su Jeng Hua & Dodd 
Initial 

(Taiwanese) 
Liu H. C. Hsu 

Initial 
(Cantonese) 

So & 
Dodd 

P 1;0-1;8 1;2-1;5 1;2-1;4 2;7-3;0 p 2;8-2;9 2;5 p 2;0-2;6 

pʰ 4;4-6;0 1;8-1;10 1;5-1;11 3;7-4;0 pʰ 2;8-2;9 2;5 pʰ 3;3-4;0 
M 1;0-1;8 1;6 1;1-1;5 1;6-2;0 b 2;8-2;9 2;3.5 m 2;0-3;0 
F 4;4-6;0 1;11-2;0 2;5-2;6 2;7-3;0 m 2;1-2;2 1;5 f 3;0-4;3 
T 1;0-1;8 1;2-1;5 1;0-1;4 1;6-2;0 t  2;1 t 2;3-2;6 

tʰ 3;4-4;0 1;8-2;2 1;5-1;11 2;7-3;0 tʰ 2;8-2;9 2; 3.5 tʰ 4;0 
N 6+ 1;8-1;9 1;0-1;9 2;1-2;6 n 2;8-2;9 1;5 n 2;0 
S 4;4-6;0 1;10 1;5-1;6 4;1-4;6 s 3;5+ 2;7.5 s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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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 4;4-6;0 1;8 1;5 4;6+ ts 3;5+  ts 4;0-4;3 

tsʰ 4;4-6;0 1;11-2;1 1;5-1;10 4;6+ tsʰ 3;5+  tsʰ 4;3-5;0 
L 4;4-6;0 2;0-2;1 1;8-1;10 4;1-4;6 l 2;8-2;9 2;2.5 l 2;9-4;0 
R   1;4-1;8  ɕ 3;5+  k 3;9-4;0 
ɹ    4;1-4;6 tɕ 3;5+  kʰ 3;6-4;0 

ʂ 6+   4;6+ tɕʰ 3;5+  ŋ 2;0-2;9 
ʐ 6+    k 2;1-2;2 1;5 x 2;0-3;6 
tʂ 6+   4;6+ kʰ 2;8-2;9 2;6.5   

tʂʰ 6+   4;6+ g 3;5+ 2;5   

ɕ 4;4-6;0 1;7-2;3  2;7-3;0 x 2;1-2;2 2;1 
(glottal)   

tɕ 1;8-2;6 1;5-1;8  4;1-4;6      

tɕʰ 4;4-6;0 1;7-2;0  4;1-4;6      
K 3;4-4;0 1;3-1;7 1;0-1;4 3;1-3;6      

kʰ 3;4-4;0 1;8-1;11 1;5-1;10 3;1-3;6      
X 4;4-6;0 1;6-1;9 1;0-1;6 2;7-3;0      
註：[]與[]均為同個子音，只是標音方式不同。本計畫是採用[]，不論標音為何，並不影

響本計畫結果分析與討論。 
蘇宜青與蔡素娟（2007）的國科會計劃初步報告採用西方音節劃分的模式。他們初步

研究報告仍在整理音節首的子音，而音節尾的子音他們初步發現[n]習得的年齡比[]略
早。另外，他們國科會初步報告對於有關華語、粵語及台語過去的研究做了一些簡介，也

提供了一些初步研究語料。他們比較北京話、台語及粵語子音習得的順序，首先，三種語

言都有舌尖（塞）擦音[ts, ts, s]，但粵語幼兒對於這三個音型似乎習得的明顯比其他

兩種語言的幼兒早。而北京話及台語均有硬顎（塞）擦音[t, t, ]，北京話幼兒大約 3

歲前可習得完成但台語幼兒卻要到 3 歲半才習得。總之，他們發現北京話習得擦音及塞擦

音的時間遠比粵語長，他們推測或許因為北京話的擦音及塞擦音過多。蘇宜青與蔡素娟

（2000）認為這樣的現象有可能是因該音在該語言中的使用頻率或出現音韻環境的不同有

關。他們發現在這三種語言的研究報告中，幼兒習得擦音與塞擦音的數量似乎是能夠預測

到子音完全習得的早晚次序。例如粵語中僅有 2 個擦音、2 個塞擦音，子音習得約在 3 歲

半完全，而北京話與台語這兩類音組相對比較多，因此完全習得也稍晚。 

在各家得到的數據中，華語的雙唇鼻音[m]與齒齦塞音[t]均能在幼兒一歲半前習得完

畢，是所有聲音中最早習得的一組。最早習得的尚有雙唇塞音[p]，在 Jeng (1985), Su (1985)
及 J. H. Hsu (2003)的研究中也觀察到一歲兩個月左右即能順利使用[p]，然而 Hua & Dodd 
(2000)的觀察卻認為[p]的語音需要到兩歲半後始可達到純熟階段，這樣的結果同樣出現在

台語和粵語的語音習得上；H. C. Hsu (1989)，Liu (1999)與 So & Dodd (1995)亦得出[p]須在

2 歲到 2 歲半後始可純熟的看法。這些研究差異可能來自於受測幼兒個人發展間的差異，

亦可能來自於研究者在觀察上的切入時間不同，或幼兒開始出現語音與到達純熟標準不一

所致。但就各家習得之次序上而言，雙唇鼻音[m]、塞音[p]以及齒齦塞音[t]確為較早習得的

一組語音。在舌根塞音[k]的習得上，各家看法各有異見。Su (1985)與 Jeng (1985)認為 1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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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 歲七個月間即可習得[k]，但 Hua & Dodd (2000)與 J. H. Hsu (2003)卻認為[k]須等到 3 到

4 歲間才會熟練，兩造說法的間距可長達 1 年半的長度。在台語與粵語研究中，對於[k]習
得時間點也看法不一，H. C. Hsu (1989)認為台語幼兒約一歲半即可習得，Liu (1999)認為兩

歲，而 So & Dood (1995)卻認為粵語幼兒則須等到 4 歲才可習得，落差達 2 年之遠。 
華語三個塞音送氣音[ph]、[th]、[kh]習得年齡平均比非送氣音[p]、[t]、[k]晚，這點在

Jeng (1985)，Su (1995)，Hua & Dodd (2000)及 J. H. Hsu (2003)的研究中相當一致：以[p]-[ph]、
[t]-[th]、[k]-[kh]為一組的概念來觀察，必先習得非送氣的塞音，才能隨後熟習與其對應送氣

音的塞音。H. C. Hsu (1989)與 Liu (1999)的台語及 So & Dodd（1995）的粵語研究，送氣與

非送氣的塞音習得也有類似的現象，唯獨 So & Dodd 發現粵語的舌根送氣音例外，[kh]的習

得優先於非送氣[k]約三個月，但都同樣能於 4 歲達到純熟階段。另外，同樣是送氣音的例

子中，塞擦音亦是非送氣音優先習得，這點在各家看法相當一致。至於塞擦音的習得年齡，

Hua & Dodd (2000)與 J. H. Hsu (2003)認為北京話需要到 4 歲以後，粵語也須達 4 歲，閩南

語也要到 3 歲半；至於 Jeng (1985)的華語研究中，塞擦音[ts]在 1 歲半即可習得，與其他學

者觀察早了 2 年以上，基本上，上述研究對於塞擦音的習得年齡就數據結果而言也是看法

比較不一。 
擦音的習得時間各家看法差距最大。Jeng (1985)觀察到幼兒 1 歲即可習得[x]，台語 Liu 

(1999)及粵語 So & Dodd (1995)的研究為 2 歲，Hua & Dodd (2000)則認為是 2 歲半到 3 歲，

至於 J. H. Hsu (2003)的觀察卻是遲至 4 到 6 歲才可達成熟階段。各家認定的[x]的習得年齡

間隔可達 3 至 5 年之長。此外，華語擦音[f]在 Jeng (1985)的研究中 2 歲半開始習得，Hua & 
Dodd (2000)認為 2 歲 7 個月至 3 歲習得， 兩份研究相距不遠；但 J. H. Hsu (2003)的結果卻

是與[x]相同須達 4 歲 4 個月到 6 歲間習得，間距長達 2 年。擦音[s]的習得在 Jeng (1985)認
為 1 歲半時開始習得，其它在 H. K. Hsu (2003 )，Hua & Dodd (2000 )及 So & Dodd ( 1995)
研究則是 4 歲半以後，習得差距亦達 3 年。最後，J. H. Hsu (2003)與 Hua & Dodd (2000)顯
示擦音[]的習得年紀亦有差距，前者認為需等到 4 到 6 歲習得，後者則認為 2 歲 7 個月到

3 歲間。同樣有舌尖擦音[]的台語，Liu 的結果顯示是 3 歲半，介於 J. H. Hsu（2003）與

Hua & Dodd（2000）兩份研究報告之間。綜觀各家數據結果，似乎在擦音習得上較難取得

明確的時間區塊。 
在流音[l]的研究中，年齡差異亦然存在。習得時間最早的是 Jeng (1985)的 1 歲八個月，

主張最晚的 J. H. Hsu( 2003)及 Hua &Dodd (2000)則是 4 歲到 4 歲半以後，差距達 2 年半。

在其他粵語和台語的研究中均認為是 2 歲半以後習得，介於兩份研究報告的習得年齡之

間，同樣的，流音習得時間定位並不明確。由於台灣華語的捲舌音與舌尖音兩組幾乎是呈

現互相使用的狀態，有些人甚至沒有捲舌音。而在將捲舌音納入研究範圍的 Hua & Dodd
（2000）及 J. H. Hsu（2003）中，雖然習得時間前者認為是 4 歲 6 個月以後，後者認為是

6 歲以上，但不約而同地都觀察到捲舌音是最後達成純熟階段的組別，這點各家看法一致。

目前資料顯示，第一研究主題所得到的結果：蘇宜青對於台語子音習得的發現與 Jeng（1985）
對於華語子音習得的順序，與本研究的研究成果有多樣吻合。 

至於本計畫的第二研究主題有關台灣華語子音的個別習得使用數量（包括音韻表徵的數

量多寡）及穩定性、第三研究主題台灣華語子音習得錯誤類別以及第四主題台灣華語整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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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發展與其他外語比較，尤其是否數量多寡與特定頻率有關，目前尚在收集整理歸類階段，

而且 1 歲半前的幼兒詞彙尚未充足，詳細數據還無法全面列出，證據也明顯薄弱，不宜太早

下斷論。目前仍在繼續收集的計畫中，一一陳列清楚發音的次數及次序，屆時期望能得到比

較確切的成果。 
  本計畫之初步成果可以提供一個有系統規劃且詳細完整的實驗設計及個案觀察策略。這

些結果語料不僅能供給國內對語音、音韻及語言習得有興趣的學者參考之外，對於語言治療

相關科系的臨床研究學者也能夠提供一些助益，本計畫希望透過這些實驗數據整合分析，詳

細比對進而能夠與國外的研究做出檢視與比較的機會，提供國外研究華語音韻習得的學者一

些寶貴的研究數據及比對資料。特別是所有語料均以 IPA 標明，所有實驗流程均附帶詳細的

註釋，任何學者都能一目了然，清楚辨識解讀。這些外部驗證經由長期收集觀察都能進一步

的探測幼兒對於子音發展的音韻表現。由於這幾年華語不論是語言學習還是語言學應用在國

外可以說是非常受到注意，相信華語的習得研究也能夠對國外心理語言學及語言學習的學者

帶來幫助。經由共同主持人台灣大學語言所張顯達教授及協同主持人政治大學資科系劉昭麟

特聘教授的協助並透過諮詢人的確切檢視，將能使實驗差錯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的程度，因此

實驗提出的數據證明比較能夠得到一般學者的信服。參與之工作人員將能獲益如下:  

1. 對於 IPA運用的熟悉度。IPA不僅只用在語料詮釋，將來若有機會參與田野調查之工作，

IPA仍為語音學詮釋上的重要媒介。 

2. 熟悉實驗設計內容的靈活度。尤其不論音韻或是語意實驗所依據的仍舊是以心理學的基

本實驗為主。對於參與的助理非常有幫助，因為一旦他們熟悉語意、音韻基本理論模式，

便可以設計幾套實驗加以測試該理論模型是否能確切反映出語言使用者的真實價值。 

3. 當語料有無法辨識的語音，可以透過聲學儀器的檢驗，判斷出可能的語音。因此可以訓

練助理熟悉這些儀器操作。  

4. 由於資科系的教授擔當協同主持人一職，因此兩方助理群有機會能互相交流研究心得，

能使得人文科學的助理熟悉一些基本電腦程式設計，同樣的，資科系的助理也能從語言

學的角度審慎進行他們對於詞類頻率設計的分類判別。 

5. 嚴謹的研究調查方法。此不外乎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對於假設的推論導演，對於

理論架構的應用均有一定的推理思考能力。 

6. 熟悉統計軟體之輸入及應用，並理解如何透過統計數字判讀語料之分析比較。 

7. 整合多項研究專題。此計畫概括語音學、音韻學、心理語言學、神經語言學及計算機語

言學等。將來有助於研究助理往這些領域發展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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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七個月 l 歲嬰幼兒語音紀條報名表 
 
親愛的家長，您們好!我們是政治大學語言所的「語音暨心理語言綜合實驗室 」 研究團隊 ， 我們正進
行一項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之學術性研究，專門研究台灣嬰幼兒如何自然的學習國語。目前

正邀請家中有 7  個月- 1     歲嬰幼兒的家長參加我們的研究  
 

【     說明 】 
本研究的目的想要長期觀察台灣的嬰幼兒在牙牙學語時，發出哪些有趣的聲音 。  
本研究關心的是兒童自然發展的語音現象。不是智力評量，也 不是語言訓練， 
只要是孩子發出的任何聲音，都會是我們珍貴的研究資料 。  

 
為了長期觀察，我們每個禮拜會派研究助理前往貴府或保母家，花約一個小時錄取嬰幼兒的語音表 
現，過程中我們會使用攝錄影機和錄音筆記錄嬰幼兒的活動及聲音。  

 
為感謝您們的配合，我們每個月底會補助您微薄的受訪費(約一小時80元) 。 影音檔案僅提供學術使

用，絕對不會公闕，並且於研究結束後將所有影音檔燒錄一份光碟給家長做紀念 。 
 
由於本研究進行地點在台北市文山區政治大學，因為交通的緣故，會優先錄取大台北地區家庭喔~ 

【    對象 】 
7個月到1歲 母語為中文的嬰幼兒 
 
【     聯絡方法 】 
 
若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上班時間來電。或用Emai l 連絡，謝謝! 

電話: ( 02)  2939-3091 轉   6 2924 找楊小姐(週 一至週五 9:00-1 2:00，1 3:00 -17:00) 
E-mail :   bbconsonant@gmail.com 
 
政治大學語言所「語音暨心理語言綜合實驗室 」 研究團隊 
 
敬邀 

*必要 
 
家長姓名 * 

電 子 信 箱  * 

室 內 電 話  *  

行 動 電 話  *  

地址 * 
可簡單填寫 XX市XX區 

方便聯絡的時間 * 
 
可複選 

附件一BABYHOME 廣告 



□  平日晚上 (1汝00-?Z:00)

□  週末
□  其他 :

孩子姓名。
暱翔溪也可

出生年份。
瓦國
101      ．

出生月份"

出生日期。

別壯丁妥

O

O

饑
男

女

母語。
家長琨常澳隧于所潮的語言

□  中文

□  閩南言吾

□  客;吾

□  英;吾

□  其他 :

可受訪錄音的時間。
刁德避"

□  平日早上 (9:00-12:00) 

□  平 日 下午 (卜 00-17:00) 

□  平日晚上 018:00-20:00) 

□  週末上午 (9山0-12:00) 

□  週末下午 (13:00-17:00) 

□  週末晚上 (18:00-2仇00)

□  其他 :

Q&A
猷迎任何游崁犬，助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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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塞翻物驟 霰漲離雛韶 獼芸認諭匾

我的賈貝好會說話! 7個月~I歲嬰幼兒語音紀錄 (非商業性質)

蓮充台灑 「讓徵金制度」 。

ff='# : Baby-love-mommy

2011-11-01 13:46

鱗纜鑽鸞麟。啦 啦

。．尚問您．乍常有使用小兒汽¤G

投票時間:20I1/I2/02-三0]

前往投票1投票結果

親愛的家長，您們好 !我們是政治大學語言所的「語音暨心理語言綜合實驗室」研究團隊。

我們正進行一項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之學術性研究，專門研究台灣嬰幼兒如何自然的

學習國語，目前正邀請家中有[7個月~I歲]嬰幼兒的家長參加我們的研究。本研究的目的想
要長期觀察台灣的嬰幼兒在牙牙學語時．發出哪些有趣的聲音。本研究關心的是兒童自然誨
展的語音現象，所以這不是一個智力評量的測驗，並無所謂對或錯的答案，孩子的任何發音

都是珍貴的研究資料。

因為本研究寫長期觀察，我們將每個禮拜派研究助理前往貴府，花約一個小時錄取嬰幼兒的
語音表現。過程中我們會使用攝錄影機和錄音筆記錄嬰幼兒的活動及聲音。影音檔案僅提供
學術使用，絕對不會公開，並且於研究結束後將所有影音檔燒錄一份光碟給家長做紀念。

，預計從今年年底進行至U20I2午7月，希望報名的家長能夠讓我們研由於此研究為長期觀察
究助理每個禮拜f貴府或保母家中進行影音記錄

為感謝您們的配合，我們每個月底會補助您微薄的受訪費。感謝您們和我們一同對幼兒早期
的語言學習發展，提供非常寶貴的貢獻。

如果您有興趣和您的孩于參加本研究，請在線上填寫報名表

http//docs/．⋯．，/‥

如果寶寶年齡未到，也歡迎先留下資料，待年齡符合時，我們會主動與您聯繫
期待您的回音，誠摯的邀請您--起與我們記錄台灣嬰幼兒學習國語的歷程。

國立政治大學語言所「語音暨心理語言綜合實驗室」研究團隊

計畫主持人:政治大學語言所萬依萍教授
計畫共同主持人:台灣大學語言所張顯達教授

計畫協同主持人: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劉昭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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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商絆

2012第二屆小小代言人-中匪



語音研究影音記錄授權同意書

本學術研究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研究主題為觀察台灣

嬰幼兒如何自然的學習國語。本計畫希望長期觀察及記錄嬰幼兒珍貴

的語音資料，實驗室將固定每兩個禮拜派研究助理前往府上，每次花

約一個小時錄取嬰幼兒的語音表現。過程中我們會使用攝錄影機和錄

音筆記錄嬰幼兒的活動及聲音。記錄時間預計從 2011 年年底進行到

2012 年 7 月。 

影音檔案僅提供學術使用，絕對不會公開，並且於研究結束後將

所有影音檔燒錄一份紀念光碟給家長。所有刊登出來的研究成果，皆

不會出現任何可資辨識語料參與者之個人資訊。

本人已充分了解拍攝與錄音的內容與目的，同意國立政治大學

「語音暨心理語言綜合實驗室」研究團隊使用參與語料收集時所記錄

的影音資料。本人接受並同意在研究計畫執行期間研究人員為本人子

女進行以下影音攝錄內容：

茲同意接受施測者上述  –專業錄音筆錄製聲音語料

–手提攝影機攝錄臉部表情及嘴形

此  致
國立政治大學語言所「語音暨心理語言綜合實驗室」研究團隊

計畫主持人: 政治大學語言所 萬依萍 教授 
計畫共同主持人: 台灣大學語言所 張顯達 教授 
計畫協同主持人: 台灣大學外文系 林祐瑜 教授 

立同意書人簽名：

身份證號碼：

與嬰幼兒關係： □監護人 □母親 □保母 □ 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家長同意書



Sound Tone Marker Occurrence Possible Meaning Month Age Time Note

a paph aph 144 1 阿爸爸 葳葳 01-30-12 0;10 02"30

a pa 14 1 阿爸 葳葳 01-30-12 0;10 07"05

pa pa 30 2 爸爸 葳葳 01-30-12 0;10 25"57

pa pa 14 1 爸爸 葳葳 01-30-12 0;10 25"59

ən ja tɕhja 112 1 葳葳 01-30-12 0;10 30"59

a pa pa pa 1022 1 阿爸爸爸 葳葳 01-30-12 0;10 31"03

pa pa 42 1 爸爸 葳葳 01-30-12 0;10 31"27

pa pa 11 1 爸爸 葳葳 01-30-12 0;10 40"06

paj pa 20 1 幸宏 02-07-12 0;11 01"02 媽媽說他看到喜歡的東西都會說保保

tɕjɛ tɕjɛ 20 13 球球 幸宏 02-07-12 0;11  03"13, 09"44, 09"47, 11"05(連續兩次), 12"24(連續兩次), 12"26(連續四次), 14"17

tɕjɛ tɕjɛ 32 1 球球 幸宏 02-07-12 0;11 03"06

mam mam 10 1 食物 幸宏 02-07-12 0;11 04"35 小朋友對食物的暱稱

mam mam mam 210 2 食物 幸宏 02-07-12 0;11 04"35, 05"22 連續兩次

ma ma 21 1 幸宏 02-07-12 0;11 5"07 不確定是食物還是媽媽

njɛ 4 1 幸宏 02-07-12 0;11 06"26

 tɕjɛ 0 6 球 幸宏 02-07-12 0;11 07"25, 07"29(連續三次), 09"46, 12"46

tɕjɛ tɕjɛ 21 2 球球 幸宏 02-07-12 0;11 08"13(連續兩次)

tɕjɛ tɕjɛ 20 3 鞋鞋 幸宏 02-07-12 0;11 08"20, 12"06(兩次)

tɕjɛ tɕjɛ 21 3 鞋鞋 幸宏 02-07-12 0;11 08"21, 08"33(連續兩次)

tɕjɛ tɕjɛ 21 15 幸宏 02-07-12 0;11 08"52(連續七次), 10"42(連續八次)

ɛ jɛ 10 1 幸宏 02-07-12 0;11 09"26

papa 21 8 幸宏 02-07-12 0;11 11"39, "14"08, 20"38(連續兩次), 20"43, 21"58連續兩次), 26"15

papa 20 1 幸宏 02-07-12 0;11 14"06

 tɕjɛ 1 1 可能是姐姐 幸宏 02-07-12 0;11 14"45

tɕjɛ tɕjɛ 21 1 姐姐 幸宏 02-07-12 0;11 15"11

ma ma m 210 1 應該是媽媽 幸宏 02-07-12 0;11 17"37

 tɕjɛ 1 14 ? 幸宏 02-07-12 0;11 18"57(連續八次), 19"56(三次),  20"11(連續兩次), 20"55

ma ma ma ma 2110 1 應該是媽媽 幸宏 02-07-12 0;11 20"05

tɕjɛ tɕjɛ 21 9 ? 幸宏 02-07-12 0;11 20"37(連續兩次), 21"32, 21"47, 22"14, 25"12, 28"44,  29"000, 29"29

papa 10 1 幸宏 02-07-12 0;11 22"08

pa pa w 201 1 幸宏 02-07-12 0;11 22"09

a tɕj 02 1 幸宏 02-07-12 0;11 27"12

tɕjɔ tɕjɔ 20 1 幸宏 02-07-12 0;11 28"15

nej nej nej 241 1 喝 ㄋㄟㄋㄟ 幸宏 02-07-12 0;11 28"28

 tɕja 1 1 幸宏 02-07-12 0;11 28"24

ŋaj 4 1 珍珍 02-08-12 1;0 03"38

ŋaj 3 1 珍珍 02-08-12 1;0 07"50

kɤ 4 1 飯 珍珍 02-08-12 1;0 09"35

kha 1 1 珍珍 02-08-12 1;0 12"28

twej 4 1 珍珍 02-08-12 1;0 12"58

kha 1 1 珍珍 02-08-12 1;0 13"56

pi 4 1 珍珍 02-08-12 1;0 16"15

ŋej 4 1 珍珍 02-08-12 1;0 16"41

kha 4 1 珍珍 02-08-12 1;0 20"28

kɤ 4 1 珍珍 02-08-12 1;0 24"35

taj taj 11 1 珍珍 02-08-12 1;0 28"53

u na 13 1 珍珍 02-08-12 1;0 37"33

pi pa pa tən 1114 1 珍珍 03-01-12 1;1 11"38

ɤ tɤ tɤ 244 1 珍珍 03-01-12 1;1 18"07

ki ki kiow 002 1 氣氣球 珍珍 03-01-12 1;1 18"21

tsɤ 0 1 兔 珍珍 03-01-12 1;1 21"12

tɤ 0 1 的 珍珍 03-01-12 1;1 21"20

附件三-幼兒語音譯寫檔



a khwi ka 103 1 珍珍 03-01-12 1;1 24"07

paŋ 4 1 棒 珍珍 03-01-12 1;1 26"11

ma 0 1 馬 珍珍 03-01-12 1;1 26"31

pa 4 1 爸 珍珍 03-01-12 1;1 26"33

tej ta 10 1 珍珍 03-01-12 1;1 28"53

pɑ 0 1 珍珍 03-01-12 1;1 35"11

pɑ 0 1 珍珍 03-01-12 1;1 37"12

xaj 2 1 珍珍 03-01-12 1;1 39"29

pej pi a pej pi 11114 1 珍珍 03-01-12 1;1 42"40

pɑw 4 1 抱 珍珍 03-01-12 1;1 02"19

taj tej tej tej tej tej 400024 1 珍珍 03-01-12 1;1 02"38

tɤ 4 1 珍珍 03-01-12 1;1 04"30

xa xa 13 1 珍珍 03-01-12 1;1 06"48

tshi ɔ 40 1 醋喔 珍珍 03-01-12 1;1 10"44

ɔ ʐwaj ʐwaj kɤ tsaj tɕi 111111 1 珍珍 03-01-12 1;1 12"19 此處語音太多重疊

njɑw njɑw 44 1 尿尿 珍珍 04-12-12 1;2 3"49

m  mɤ 43 1 波波 珍珍 04-12-12 1;2 7"58

ɤŋ 4 1 珍珍 04-12-12 1;2 8"16 指著書本裡的東西

jɤ 4 1 珍珍 04-12-12 1;2 8"25 指著書本裡的東西

tata 32 1 珍珍 04-12-12 1;2 13"23

tej 4 1 對 珍珍 04-12-12 1;2 13"46

thjɔ 4 1 跳 珍珍 04-12-12 1;2 27"23

kej 4 1 珍珍 04-12-12 1;2 27"48

ma 4 1 珍珍 04-12-12 1;2 29"05 玩躲貓貓

tjɤ 4 1 珍珍 04-12-12 1;2 36"58

a 1 1 珍珍 04-12-12 1;2 37"50 可能想模仿媽媽說: 鯊魚

ti ʔa 34 1 珍珍 04-12-12 1;2 37"52 ʔ=glottal stop
nu 4 1 珍珍 04-12-12 1;2 38"00

ta 4 2 舉手喊又 珍珍 04-12-12 1;2 39"25, 41"08

ty 4 1 珍珍 04-12-12 1;2 40"00

ki ki tje 113 1 珍珍 04-12-12 1;2 40"30

tju tju 34 1 球球 珍珍 04-12-12 1;2 40"32

tɤtɤ 44 球球 珍珍 04-12-12 1;2 40"44

ajɤ 32 1 珍珍 04-12-12 1;2 40"55 not found/music background noises

tjutjutju 444 球球 珍珍 04-12-12 1;2 00"00(2)

ata 44 1 珍珍 04-12-12 1;2 2"33(2)

nejnej 10 1 ㄋㄟㄋㄟ 珍珍 04-12-12 1;2 7"53(2)

pɤ 4 1 珍珍 04-12-12 1;2 12"38(2)

tej 3 1 水 珍珍 04-12-12 1;2 12"39(2)

tɕi tɕjɤ 14 1 珍珍 04-12-12 1;2 13"51(2)

khan 4 1 看 珍珍 04-26-12 1;2 01"10

kan 4 1 看 珍珍 04-26-12 1;2 01"17

jɤ 4 1 珍珍 04-26-12 1;2 2"38

papa 31 1 爸爸 珍珍 04-26-12 1;2 2"54 馬上重覆媽媽的話, 聲調相似度高

pɤ 4 1 珍珍 04-26-12 1;2 4"07 表"拿去", 拿書給姊姊

 mjɑw 4 1 喵 珍珍 04-26-12 1;2 4"57 貓叫

kajo 43 1 珍珍 04-26-12 1;2 5"09

jɑw  ɤ 40 1 珍珍 04-26-12 1;2 6"12

pɤ 4 1 珍珍 04-26-12 1;2 6"41

njɑw jɑw 44 1 尿尿 珍珍 04-26-12 1;2 9"45

ɛŋ 4 1 舉手喊又 珍珍 04-26-12 1;2 11"18 IPA not shown: ng

ta 4 1 舉手喊又 珍珍 04-26-12 1;2 23"15

tjo to 44 1 豆豆 珍珍 04-26-12 1;2 24"07 貓名(媽媽的tone為40)



tjo to 14 1 豆豆 珍珍 04-26-12 1;2 25"16

tja ta 44 2 豆豆 珍珍 04-26-12 1;2 25"19, 25"21

tjɑw 4 1 豆 珍珍 04-26-12 1;2 25"24

tow tow 40 2 豆豆 珍珍 04-26-12 1;2 28"32, 4"12(2)

 jɑw 4 1 珍珍 04-26-12 1;2 31"13

ta 4 1 珍珍 04-26-12 1;2 31"19

ka 4 1 珍珍 04-26-12 1;2 36"23

tja 4 1 豆 珍珍 04-26-12 1;2 42"00

tjow 4 1 珍珍 04-26-12 1;2 42"15

papa 32 2 爸爸 珍珍 04-26-12 1;2 43"07,1"31(2)

a tow 44 1 阿豆 珍珍 04-26-12 1;2 4"15(2)

ta tɕjow 40 1 珍珍 04-26-12 1;2 9"35(2)

tɑ-o 43 1 珍珍 04-26-12 1;2 12"22(2)

mama 32 1 媽媽 珍珍 04-26-12 1;2 12"27(2)

tɕjɛ 2 1 姐姐 珍珍 05-17-12 1;3 1"32

kju kju 44 1 鞋鞋 珍珍 05-17-12 1;3 3"46

a jow 13 1 珍珍 05-17-12 1;3 4"05

kɤ 4 1 珍珍 05-17-12 1;3 4"24

kɤ kɤ 13 1 珍珍 05-17-12 1;3 5"28

tsɤ kɤ 0 5 這個 珍珍 05-17-12 1;3 5"47, 19"59, 20"08, 32"04, 37"15

wɔwɔ 44 1 珍珍 05-17-12 1;3 5"57

wɛ 4 1 珍珍 05-17-12 1;3 5"59

haw 3 2 好 珍珍 05-17-12 1;3 14"49, 15"01

pwɔ 1 1 波 珍珍 05-17-12 1;3 20"22 貓的名字

mɑmɑ 21 1 媽媽 珍珍 05-17-12 1;3 22"46

hɑ 3 1 好 珍珍 05-17-12 1;3 26"53

m 4 1 珍珍 05-17-12 1;3 27"57 手指著書意指在這裡

kɔ 2 1 珍珍 05-17-12 1;3 29"02

tsɨ 1 1 滋 珍珍 05-17-12 1;3 29"29 學媽媽說卡滋卡滋

i 2 1 魚 珍珍 05-17-12 1;3 31"30

ha 1 1 花 珍珍 05-17-12 1;3 31"34 似尖叫聲，但手又比著書

ŋ 2 1 魚 珍珍 05-17-12 1;3 31"48

ɤ 1 1 珍珍 05-17-12 1;3 35"13

pɑpɑ 44 1 珍珍 05-17-12 1;3 35"19

kɤkɤ 44 1 (應該是)姑姑 珍珍 05-17-12 1;3 35"34

kɤkɤ 32 1 姑姑 珍珍 05-17-12 1;3 35"36

kɛ 4 1 珍珍 05-17-12 1;3 35"47

kɤ 2 1 珍珍 05-17-12 1;3 37"19

ɤ jɤ 21 1 珍珍 05-17-12 1;3 38"25

ɛ jow 14 1 珍珍 05-17-12 1;3 39"03

pɑ ɑ 12 1 珍珍 05-17-12 1;3 39"12 學車子喇叭叫

wɑ wɑ waw 444 1 珍珍 05-17-12 1;3 39"24

[aj jɑw] 24 1 還要 珍珍06-21-12 1;4 00"54

[xaj jɑw] 24 4 還要 珍珍06-21-12 1;4 25"17,40"57,42"51,44"40

 [mimi] 12/3 1 妹妹 珍珍06-21-12 1;4 4"27

[mɛmɛ] 10 2 妹妹 珍珍06-21-12 1;4 45"47,5"57(2)

[tajtaj] 44 2 珍珍06-21-12 1;4 5"11, 5"14

[taj] 1 5 開 珍珍06-21-12 1;4 41"15,41"16,44"03,44"06,44"07

[ tɕjɑwtɕa] 10 1 腳腳 珍珍06-21-12 1;4 6"17

[pajpaj] 12 1 掰掰 珍珍06-21-12 1;4 7"38

[xɑw] 3 12 好 珍珍06-21-12 1;4 48,11"20,18"23,22"19,23"04,31"57,41"04,43"08,46"30,00"56(2),2"12(2),9"34(2)

[pɑwpɑw] 44 2 抱抱 珍珍06-21-12 1;4 8"09, 6"36(2)

[pɑwpɑw] 11 1 麵包 珍珍06-21-12 1;4 6"49(2)

[ ?tɔ] ?0 1 珍珍06-21-12 1;4 8"20 指要穿鞋子,可能是在說「這個」



[mamama] 111 1 珍珍06-21-12 1;4 9"34

[tena] 11 1 珍珍06-21-12 1;4 12"07

[tɛ/ena] ?1 1 珍珍06-21-12 1;4 12"14

[papa] 32 2 爸爸 珍珍06-21-12 1;4 12"24,12"29

[ʂ(w)ɛ] 3 3 水 珍珍06-21-12 1;4 13"01,13"11,13"12

[ʂwɛ] 3 3 水 珍珍06-21-12 1;4 8"41(2),8"54(2),9"04(2)

[tʂɛtʂɛtʂɛ] 130 1 珍珍06-21-12 1;4 13"14

[tɕhitɔ] 40 1 氣球 珍珍06-21-12 1;4 13"36

[ɕju] 0 1 ɕju 珍珍06-21-12 1;4 14"16 模仿助理發出的狀聲詞

[papi] 32 1 爸比 珍珍06-21-12 1;4 15"43

[ai] 32 6 阿姨 珍珍06-21-12 1;4 18"33,21"34,21"37,21"49,3"45(2),3"47(2)

[nenɛ] 21 1 珍珍06-21-12 1;4 20"28

[mama] 32 2 媽媽 珍珍06-21-12 1;4 21"14,24"39

[nɛnja] 13 1 珍珍06-21-12 1;4 23"57

[tʂ/tsɤtɔ] 40 1 這個 珍珍06-21-12 1;4 24"48

[tɕ??tɕjɛ] 32 2 姐姐 珍珍06-21-12 1;4 24"51,25"54

[wawa] 32 2 娃娃 珍珍06-21-12 1;4 25"02,31"29

[mami] 32 2 媽咪 珍珍06-21-12 1;4 25"50,25"51

[jatututu] 1113 1 珍珍06-21-12 1;4 25"52

[pɑwtɑw] 34 1 珍珍06-21-12 1;4 28"01

[pɛpi] 11 1 飛機 珍珍06-21-12 1;4 28"16

[tɤputa] 110 1 珍珍06-21-12 1;4 29"16

[ta] 0 1 珍珍06-21-12 1;4 29"21 回答媽媽的問題

[tajt/kaj] 44 1 蓋蓋 珍珍06-21-12 1;4 29"27

[xaj?ɑw] 23 1 珍珍06-21-12 1;4 30"07

[tutu] 10 1 都都 珍珍06-21-12 1;4 30"11 模仿媽媽的狀聲詞

[pɤpɔ] 32 1 波波 珍珍06-21-12 1;4 31"39

[tatɕi] 32 1 珍珍06-21-12 1;4 33"00

[iʐ/tʂɨ] 30 2 椅子 珍珍06-21-12 1;4 36"46,36"49

[ itʂɨ ] 30 1 椅子 珍珍06-21-12 1;4 4"05(2)

[anajtɕaj] 322 1 珍珍06-21-12 1;4 39"19

[ataj] 32 2 珍珍06-21-12 1;4 39"22,39"24

[wa] 1 4 哇 珍珍06-21-12 1;4 40"23,41"46,43"47,44"29

[mɔmɔ] 10 1 珍珍06-21-12 1;4 44"55 指東西沒有了的意思

[tata] 23 1 打架 珍珍06-21-12 1;4 45"35

[nama] 10 1 珍珍06-21-12 1;4 45"59

[xaj] 1 1 嗨 珍珍06-21-12 1;4 1"43(2)

[ jaja] 31 1 鴨鴨 珍珍06-21-12 1;4 5"38(2)

[xwaxwa] 44 1 畫畫 珍珍06-21-12 1;4 5"44(2)

[ɕjɛɕjɛ] 44 3 謝謝 珍珍 07-12-12 1;5 00"21,3"18,9"32(2)

[ikan] 31 2 餅乾 珍珍 07-12-12 1;5 00"32,16"44

[ʂwe] 3 3 水 珍珍 07-12-12 1;5 00"40,1"03,10"09

[xɤ?a] 12 1 喝茶 珍珍 07-12-12 1;5 1"26

[xɤtʂa] 12 2 喝茶 珍珍 07-12-12 1;5 6"07,10"10

[atʂ/tʂha] 12 2 喝茶 珍珍 07-12-12 1;5 10"17,10"21

[tɕitɕjɛ] 32 3 姐姐 珍珍 07-12-12 1;5 1"35,1"36,24"20

[tɕitɕjɔ] 32 1 姐姐 珍珍 07-12-12 1;5 22"15

[tɕjɛtɕja] 32 2 姐姐 珍珍 07-12-12 1;5 25"38,01"27(2)

[th/khaj] 1 2 開 珍珍 07-12-12 1;5 2"31,6"01

[khaj] 1 7 開 珍珍 07-12-12 1;5 14"29,14"31,14"32,14"33,14"35,14"36,7"58

[khaj] 2 1 開 珍珍 07-12-12 1;5 15"24

[tha] 2 1 開 珍珍 07-12-12 1;5 15"18

[taj] 1 1 開 珍珍 07-12-12 1;5 23"57



[thaj] 1 1 開 珍珍 07-12-12 1;5 7"59(2)

[?aj] 1 1 開 珍珍 07-12-12 1;5 8"31(2)

[xɑw] 3 17 好 珍珍 07-12-12 1;5 ,6"58,11"37,11"50,12"59,16"29,16"39,18"50,23"28,24"18,26"52,35"07,38"20,6"59(2),8"40(2)

[xajtʂhaj] 32 1 海苔 珍珍 07-12-12 1;5 3"49

[xajthaj] 32 1 海苔 珍珍 07-12-12 1;5 26"40

[??ʂja] 23 1 謝謝 珍珍 07-12-12 1;5 4"23

[ijaw] 24 1 珍珍 07-12-12 1;5 5"55

[xaj jɑw] 24 7 還要 珍珍 07-12-12 1;5 8"22,9"32,12"18,14"20,22"35,23"11,00"36(2)

[manpe] 11 2 乾杯 珍珍 07-12-12 1;5 9"12,10"56

[mama] 32 1 媽媽 珍珍 07-12-12 1;5 10"12

[tɕjɔ] 4 1 珍珍 07-12-12 1;5 10"16

[jaja] 20 1 珍珍 07-12-12 1;5 10"42

[tɕjatɕja] 11 1 珍珍 07-12-12 1;5 11"10

[pepe] 11 3 杯子 珍珍 07-12-12 1;5 11"14,11"52,11"54

[pijɑw] 24 3 不要 珍珍 07-12-12 1;5 11"39,21"40,22"05

[jɔ] 4 1 不要 珍珍 07-12-12 1;5 15"37

[ijɑw] 24 1 不要 珍珍 07-12-12 1;5 7"22(2)

[??ljɔ] ??3 1 珍珍 07-12-12 1;5 12"49

[tɕjatɕjɑw] 32 8 腳腳 珍珍 07-12-12 1;5 13"34,13"37,13"40,14"03,14"08,14"11,14"12,37"16

[ʂɔʂɔ] 32 2 手手 珍珍 07-12-12 1;5 13"44,13"46

[tʂiɕjɑw] 43 1 這手 珍珍 07-12-12 1;5 13"52

[tʂiʂɔ] 43 1 這手 珍珍 07-12-12 1;5 13"55

[tʂaj] 1 1 珍珍 07-12-12 1;5 14"01

[xaʂɔ] 24 1 珍珍 07-12-12 1;5 14"19

[tʂhɨ] 1 2 吃 珍珍 07-12-12 1;5 23"16,23"20

[jɔjɔjɔ] 222 1 油油油 珍珍 07-12-12 1;5 23"22

[a i] 32 1 阿姨 珍珍 07-12-12 1;5 24"19

[xatʂhɨ] 31 2 好吃 珍珍 07-12-12 1;5 24"40,33"42

[thjɛthjɛ] 11 2 貼紙 珍珍 07-12-12 1;5 25"59,26"13

[jɔ] 3 1 有 珍珍 07-12-12 1;5 26"38

[tɕhitɕhjɔ] 32 2 氣球 珍珍 07-12-12 1;5 27"36,30"17

[tɕhitɕhjɔ] 42 1 氣球 珍珍 07-12-12 1;5 30"28

[mami] 11 1 貓咪 珍珍 07-12-12 1;5 30"04

[mɑw] 2 1 毛 珍珍 07-12-12 1;5 30"11

[tɕhjɔtɕhjɔ] 32 2 球球 珍珍 07-12-12 1;5 30"30,30"32

[tɕjɛtɕja] 31 1 珍珍 07-12-12 1;5 31"43

[pipi] 11 1 珍珍 07-12-12 1;5 31"48

[a] 2 1 喂 珍珍 07-12-12 1;5 32"34 假裝接電話

[ɕjatɕjɑw] 11 1 香蕉 珍珍 07-12-12 1;5 33"54

[i] 2 1 魚 珍珍 07-12-12 1;5 34"21

[aj] 1 1 一 珍珍 07-12-12 1;5 34"27 不確定是不是在講123, 

[a] 4 1 二 珍珍 07-12-12 1;5 34"28 但是媽媽後面有接著重複123

[khaj] 1 1 三 珍珍 07-12-12 1;5 34"29

[ninaj] 13 2 牛奶 珍珍 07-12-12 1;5 34"39,34"44

[ɕjakaj] 44 1 珍珍 07-12-12 1;5 34"45

[tɕhjakai] 44 1 珍珍 07-12-12 1;5 34"47

[tʂhajtʂhaj] 44 1 菜菜 珍珍 07-12-12 1;5 34"51

[tɔtɔ] 44 1 豆豆 珍珍 07-12-12 1;5 35"21

[ma] 3 5 馬 珍珍 07-12-12 1;5 36"15,36"45,38"10,38"12,38"37

[mamama] 132 1 馬 珍珍 07-12-12 1;5 43"57

[jɑwjɑw] 22 2 搖搖 珍珍 07-12-12 1;5 36"35,37"05

[tɑw] 4 1 珍珍 07-12-12 1;5 37"35



[njɑw] 3 1 鳥 珍珍 07-12-12 1;5 39"08

[ɕjaɕjɔ] 32 1 熊熊 珍珍 07-12-12 1;5 39"32 不確定是想要講小熊還是熊熊

[i?tɛ] 11 1 珍珍 07-12-12 1;5 40"16 70-72似乎refer to相同的東西

[tape] 11 1 珍珍 07-12-12 1;5 40"18 只是不知道到底是什麼

[apje] 12 2 珍珍 07-12-12 1;5 40"21,40"23

[ɔ] 4 4 二 珍珍 07-12-12 1;5 40"25,40"28,40"38,40"52

[tʂan] 1 2 三 珍珍 07-12-12 1;5 40"26,40"52

[ʂɨ] 4 1 四 珍珍 07-12-12 1;5 40"27

[tha] 1 1 三 珍珍 07-12-12 1;5 40"40

[i] 1 1 一 珍珍 07-12-12 1;5 40"51

[?] 4 1 四 珍珍 07-12-12 1;5 40"53

[mɑw] 4 1 帽 珍珍 07-12-12 1;5 41"43

[xaj] 1 1 嗨 珍珍 07-12-12 1;5 42"25

[?u] 4 1 樹 珍珍 07-12-12 1;5 42"55

[ɔ] 0 1 鷗 珍珍 07-12-12 1;5 42"57

[ɕju] 1 1 ɕju1 珍珍 07-12-12 1;5 43"09 狀聲詞

[tatɕjɔ] 10 1 珍珍 07-12-12 1;5 00"48(2)

[?itɕjɔkɔ] 100 1 吸血鬼 珍珍 07-12-12 1;5 00"51(2)

[tʂhɛtɕja] 44 1 睡覺 珍珍 07-12-12 1;5 00"57(2)

[ʂɛtɕja] 44 3 睡覺 珍珍 07-12-12 1;5 2"05(2),4"54(2),5"02(2)

[tɕikɤkɤ] 100 1 珍珍 07-12-12 1;5 1"18(2)

[ɕiɕi] 11 1 星星 珍珍 07-12-12 1;5 2"18(2)

[kɔkɔkɔ] 112 1 kɔ˜kɔ˜ 珍珍 07-12-12 1;5 2"33(2) 狀聲詞--豬叫聲

[tʂɛtɕjɔ] 40 1 這個 珍珍 07-12-12 1;5 3"19(2)

[njɔnjɔ] 11 1 珍珍 07-12-12 1;5 3"24(2)

[tʂɨtɕja] 01 1 珍珍 07-12-12 1;5 4"09(2)

[jɔ] 0 1 有 珍珍 07-12-12 1;5 4"40(2)

[tjɔ] 3 1 有 珍珍 07-12-12 1;5 9"27(2)

[ɕja] 4 1 下 珍珍 07-12-12 1;5 4"46(2)

[tʂhɨtɕja] 34 1 珍珍 07-12-12 1;5 5"00(2)

[kajkaj] 44 1 蓋蓋 珍珍 07-12-12 1;5 7"14(2)

[xwaxwa] 44 1 畫畫 珍珍 07-12-12 1;5 7"32(2)

[thi?] 10 1 珍珍 07-12-12 1;5 7"44(2)

[tswɔ] 4 1 坐 珍珍 07-12-12 1;5 8"43(2)

[sa] 3 1 傘 珍珍 07-12-12 1;5 8"52(2)

[atatatata] 11133 1 珍珍 07-12-12 1;5 9"28(2)

[wapu] 13 1 wa3wa2(娃娃) 珍珍 07-12-12 1;5 9"45(2)

[wawa] 32 2 wa3wa2(娃娃) 珍珍 07-12-12 1;5 9"47(2),10"21(2)

[?laaj] ?22 1 來來來 珍珍 07-12-12 1;5 10"06(2)

[aj] 3 1 來 珍珍 07-12-12 1;5 10"10(2)

[wa lalala] 2222 1 娃娃來來來 珍珍 07-12-12 1;5 10"18(2)

[mwɔ] 1 1 摸 珍珍 07-12-12 1;5 10"24(2)

[??tɕjɛ] ?1 1 切切 珍珍 07-12-12 1;5 10"41(2)

[tɕjɛtɕhjɛ] 11 1 切切 珍珍 07-12-12 1;5 10"44(2)

tɕjɛ tɕjɛ 30 1 姊姊 珍珍 08-16-12 1;6 00"44

mimimi 143 2 玉米 珍珍 08-16-12 1;6 00"46, 7"34

tsha tɕhi 10 3 叉子 珍珍 08-16-12 1;6 00"50, , 1"19, 30"31 然"子"的tone不同可是是像大人講話聲調會往上揚，所以我算在同一個

tsha tɕi 10 6 叉子 珍珍 08-16-12 1;6 1"18, 1"20, 1"27, 1"28, 1"30, 24"28

mi 0 2 玉米 珍珍 08-16-12 1;6 1"08, 7"21 7"21為mi+mimimi

hɑw 3 12 好 珍珍 08-16-12 1;6 35, 5"41, 5"52, 11"40, 11"47, 19"52, 21"02, 21"03, 21"08, 21"17, 35"37, 07'34(2)

pi jɑw 24 7 不要 珍珍 08-16-12 1;6 1"36, 5"38, 20"49, 20"53, 20"56, 32"08, 34"44 在撒嬌所以p帶有鼻音, 20"56更是直接把 p換成m(很像學貓叫)

hən thjɛn 32 1 很甜 珍珍 08-16-12 1;6 1"55

mama 21 1 食物 珍珍 08-16-12 1;6 2"03 小朋友都叫食物為mam mam



ta tɕi 40 3 這裡 珍珍 08-16-12 1;6 2"44, 3"22, 4"37

haj ja 24 10 還要 珍珍 08-16-12 1;6 3"17, 28"09, 28"12, 28"14,  28"32, 29"02, 30"06, 33"17, 47"25, 03"08(2)

mimimi 140 2 玉米 珍珍 08-16-12 1;6 3"21, 7"21

aj kən njɔ 114 1 ? 珍珍 08-16-12 1;6 3"24

aj jɛ 34 1 ? 珍珍 08-16-12 1;6 3"34

mi jɔ 23 1 沒有 珍珍 08-16-12 1;6 4"02

ei ŋɔ 24 1 還要 珍珍 08-16-12 1;6 4"30

a tɕjɛ tɕjɛ 123 1 珍珍 08-16-12 1;6 4"42

tɕjɛ tɕjɛ 22 1 珍珍 珍珍 08-16-12 1;6 4"53

mama nja 112 1 媽媽拿 珍珍 08-16-12 1;6 4"59

lwɔ pwɔ 21 1 蘿蔔 珍珍 08-16-12 1;6 5"11

 fɛn thjɛ 12 1 番茄 珍珍 08-16-12 1;6 5"21

papa 21 2 娃娃 珍珍 08-16-12 1;6 6"03, 6"09

kikakɤ 410 1 珍珍 08-16-12 1;6 6"04 貓名

mejmej 10 2 妹妹 珍珍 08-16-12 1;6 6"11, 19"37 貓名

ta tɕjɛ 12 1 番茄 珍珍 08-16-12 1;6 7"00

tan 4 1 蛋 珍珍 08-16-12 1;6 7"11

 tɕjan  tɕjɛ 12 1 番茄 珍珍 08-16-12 1;6 7"13

a i njɔ 124 4 阿姨弄 珍珍 08-16-12 1;6 7"50(連續三次), 7"58

a i 12 1 阿姨 珍珍 08-16-12 1;6 8"00

i  tɕjɛ daj 211 1 珍珍 08-16-12 1;6 8"10

tɕjɛ tɕjɛ 31 3 姊姊 珍珍 08-16-12 1;6 8"40, 8"50, 01"42(2)

wej wej 22 2 喂喂 珍珍 08-16-12 1;6 9"23, 9"26

a j 31 1 阿姨 珍珍 08-16-12 1;6 9"30

tshu tʂhaj 41 1 出差 珍珍 08-16-12 1;6 9"37

ki tʂhaj 11 1 出差 珍珍 08-16-12 1;6 9"45

a ma 14 1 阿嬤 珍珍 08-16-12 1;6 9"57

ɕjɛ ɕjɛ 44 2 謝謝 珍珍 08-16-12 1;6 10"02, 29"57

aj ni 43 1 愛你 珍珍 08-16-12 1;6 10"08

amabu 113 1 ? 珍珍 08-16-12 1;6 12"14

ɤn ʨhjɛn 22 1 門前 珍珍 08-16-12 1;6 12"47

ta pjɛn 31 1 房間 珍珍 08-16-12 1;6 13"12

tɕja 1 1 家 珍珍 08-16-12 1;6 13"17

njɑw njɑw 13 2 小鳥 珍珍 08-16-12 1;6 13"27, 13"34

tsɨ sɤ 24 1 紫色 珍珍 08-16-12 1;6 13"41

paj paj 11 5 bye bye 珍珍 08-16-12 1;6 13"57, 14"00, 14"02, 14"03, 18"00

y 2 1 魚 珍珍 08-16-12 1;6 14"06

ta ki 14 1 ? 珍珍 08-16-12 1;6 14"13

tsai  ʨi 44 4 這裡 珍珍 08-16-12 1;6 14"15, 14"23, 14"29, 40"51

ʨhɑŋ 2 1 床 珍珍 08-16-12 1;6 14"35

kɔ ʨhɤ 31 1 可能是公主? 珍珍 08-16-12 1;6 14"57

ej kɤ tʂej kɤ thɔ ʨhɔ 404041 1 那個那個頭頭 珍珍 08-16-12 1;6 15"06

tɤ thɔ 14 1 應該是皇冠 珍珍 08-16-12 1;6 15"19

tʂej kɤ 40 4 這個 珍珍 08-16-12 1;6 15"28, 40"21, 44"57, 45"10

kja ɕjow 12 1 棕熊 珍珍 08-16-12 1;6 15"39

ti ʨi 14 1 兔子 珍珍 08-16-12 1;6 15"52

i 1 3 1 珍珍 08-16-12 1;6 15"57, 15"59, 16"31

ɤ 4 2 2 珍珍 08-16-12 1;6 15"59, 16"31

ʂan 1 1 3 珍珍 08-16-12 1;6 15"59

u 3 2 5 珍珍 08-16-12 1;6 16"03, 16"33

pa 1 1 8 珍珍 08-16-12 1;6 16"05

ʂɨ 2 1 10 珍珍 08-16-12 1;6 16"06

tʂej tʂɨ 41 1 這一隻 珍珍 08-16-12 1;6 16"10



tʂej tʂej 11 1 這一隻 珍珍 08-16-12 1;6 16"12

a u 42 1 珍珍 08-16-12 1;6 16"26 學野狼叫

ta tʂu 31 1 小豬 珍珍 08-16-12 1;6 16"35

jɛ jɛ 22 1 獵人 珍珍 08-16-12 1;6 16"54

haj jɛ 34 1 ? 珍珍 08-16-12 1;6 17"17

ɕi ɕiŋ 11 1 星星 珍珍 08-16-12 1;6 17"24

man ɥɛ 34 1 滿月 珍珍 08-16-12 1;6 17"33

nan i 22 1 ? 珍珍 08-16-12 1;6 17"39

a u 43 1 珍珍 08-16-12 1;6 17"44 學狼人叫

ʨjɛ ʨjɑ 44 1 睡覺 珍珍 08-16-12 1;6 17"53

ta i lɑŋ 431 1 大野狼 珍珍 08-16-12 1;6 18"03

kɑw khɔŋ 11 1 太空 珍珍 08-16-12 1;6 18"10

tɕjɛ kjɛn 4 1 火箭 珍珍 08-16-12 1;6 18"15

ɕin ʨhjɔ 12 1 星球 珍珍 08-16-12 1;6 18"22

momo 14 1 珍珍 08-16-12 1;6 18"37 連講兩次

hai ɕiŋ 31 1 海星 珍珍 08-16-12 1;6 18"39

hai tɑw 34 1 海盜 珍珍 08-16-12 1;6 18"45

ɑŋ y 11 1 章魚 珍珍 08-16-12 1;6 18"57

tan tɕiŋ 31 1 藍鯨 珍珍 08-16-12 1;6 19"04

pa pej 14 1 珍珍 08-16-12 1;6 19"08 鯨魚的名字

ma mej 14 2 妹妹 珍珍 08-16-12 1;6 19"36, 19"49 妹妹(貓名)

a mej 22 1 珍珍 08-16-12 1;6 19"41 想找妹妹

wa wa 22 1 娃娃 珍珍 08-16-12 1;6 19"46 貓名

?y ?1 1 下雨 珍珍 08-16-12 1;6 19"54

i ɕɤ 12 1 企鵝 珍珍 08-16-12 1;6 20"09

ja tɕi 10 1 珍珍 08-16-12 1;6 20"24 大人接在後面說獅子

ha nej nej 110 3 喝ㄋㄟㄋㄟ 珍珍 08-16-12 1;6 20"27, 06"53(2), 07"06(2)

nej nej 10 7 ㄋㄟㄋㄟ 珍珍 08-16-12 1;6 20"39, 20"46, 06"43(2), 06"49(2), 06"59(2), 07"10(2), 07"19(2)

hɑw to ɔ 310 1 好多喔 珍珍 08-16-12 1;6 21"12

tɕjɛ tɕjɛ 11 2 珍珍 珍珍 08-16-12 1;6 21"21, 00"01(2)

tɕjɛ tɕjɛ 23 1 姊姊 珍珍 08-16-12 1;6 21"23

tɕjɛ kɤ 40 12 這個 珍珍 08-16-12 1;6 "10(兩次), 28"40, 33"38, 45"56, 00"56(2), 02"06(2), 03"33(連續四次), 04"06(2)

aj mej 22 1 還沒 珍珍 08-16-12 1;6 24"07

ʨin ʨhi 44 1 進去 珍珍 08-16-12 1;6 26"01

hɑw hwɔ 23 1 小火 珍珍 08-16-12 1;6 26"39

ʨi tɑw 0~1 3 剪刀 珍珍 08-16-12 1;6 26"46, 27"17, 03"11(2) 因為excel不能打01所以加了"~"

ʨi ʨiɛ 22 1 剪剪 珍珍 08-16-12 1;6 26"47

ʨiɛn 3 1 ? 珍珍 08-16-12 1;6 26"58 可能是剪

ʨiɛn 2 2 ? 珍珍 08-16-12 1;6 27"00, 27"02 可能是剪

hɑw tʂho 23 1 好醜 珍珍 08-16-12 1;6 27"15

ma ʨi ʨjɑw 231 1 媽媽剪指甲 珍珍 08-16-12 1;6 27"30

ma ma ʨi ʨjɑw 2131 1 媽媽剪指甲 珍珍 08-16-12 1;6 27"33

kɤ pej 24 1 手臂 珍珍 08-16-12 1;6 27"58

ɕi ʂow 23 22 洗手 珍珍 08-16-12 1;6    8, 29"30, 29"31, 29"35, 29"44(兩次), 30"01, 30"28, 32"52, 33"54, 35"40, 36"15, 41"12, 44"27, 44"46, 47"12, 02"03(2)

ɕiow ɕiow 11 1 燙燙(台語) 珍珍 08-16-12 1;6 29"05

ʨan kɑw ɤ 130 1 翻倒了 珍珍 08-16-12 1;6 29"11

haj ʨi ʂow 243 1 還[要]洗手 珍珍 08-16-12 1;6 29"15

nja ni 23 1 給妳 珍珍 08-16-12 1;6 29"25

ja ja 11 1 壓壓 珍珍 08-16-12 1;6 29"39

aj ɕi 23 2 還要洗? 珍珍 08-16-12 1;6 29"54(兩次)

haj kha 24 1 ? 珍珍 08-16-12 1;6 30"06

ʨhjɛ ʨhjɛ ʨhjɛ 111 1 切切切 珍珍 08-16-12 1;6 30"33

i khow 13 1 ? 珍珍 08-16-12 1;6 31"05



haj ʨi  ʨhjɛn 242 1 還要再切 珍珍 08-16-12 1;6 31"22

tɕjɛ tɕjɛ na 212 1 姊姊拿 珍珍 08-16-12 1;6 32"30

tɕɛn tɕɛn na 112 1 珍珍拿 珍珍 08-16-12 1;6 32"34

tɕjɛ tɕjɛ tɕja 112 1 姐姐拿 珍珍 08-16-12 1;6 32"36

ha 3 9 好 珍珍 08-16-12 1;6 32"41, 37"40, 40"33, 44"10, 46"48, 46"50, 00:16(2), 01"22(2), 07"39(2)

khi khi 44 7 可能是進去 珍珍 08-16-12 1;6 32"42, 43"25, 43"26, 43"27, 43"29, 43"30(連續兩次)

haj jɑw tɕi sow 2403 1 還要洗手 珍珍 08-16-12 1;6 33"11

hɑw ɤ 30 6 好了 珍珍 08-16-12 1;6 33"56, 37"54, 44"06, 44"25, 45"52, 47"08 在ɤ前有個子音但聽不出是什麼

haj jɑw 24 5 還要 珍珍 08-16-12 1;6 34"31, 34"39, 47"30, 03"25(2), 03"27(2)

tɕjɛ tɕi 40 1 這裡? 珍珍 08-16-12 1;6 36"45

mam mam mam 124 2 珍珍 08-16-12 1;6 37"43, 38"56 假裝吃東西的聲音

ʑo ʑo  ʑo 444 3 肉肉肉 珍珍 08-16-12 1;6 38"13, 38"39, 02"11(2) 02"11(2)(只講肉肉二字)

ʑjo ʑjo 44 1 肉肉 珍珍 08-16-12 1;6 38"14

tsha tʂɨ 0~3 1 叉子或湯匙或貼紙? 珍珍 08-16-12 1;6 39"12

tsha tʂhɨ 0~2 1 叉子或湯匙或貼紙? 珍珍 08-16-12 1;6 39"15

tha ʨhi 0~4 1 可能是貼紙 珍珍 08-16-12 1;6 39"16

ta tʂhɨ 0~2 2 可能是湯匙 珍珍 08-16-12 1;6 39"19, 39"34

aj jo tʂa tʂɨ 2310 1 還有OO? 珍珍 08-16-12 1;6 39"22

haj jo nɛ thɪthi 23104 1 還有一個kitty 珍珍 08-16-12 1;6 39"40

haj jo tɕɛ thɪthi 23104 1 還有一個kitty 珍珍 08-16-12 1;6 39"51

naj 2 1 珍珍 08-16-12 1;6 39"55

thɪ thi 24 2 kitty 珍珍 08-16-12 1;6 40"02, 40"04

ha kha 11 1 喝湯 珍珍 08-16-12 1;6 40"41

wɔ wɔ 22 3 珍珍 08-16-12 1;6 41"05(連三次)

a th ɔ 14 2 可能是好痛 珍珍 08-16-12 1;6 41"45, 41"47

a kho 14 1 可能是好痛 珍珍 08-16-12 1;6 41"46

mɔ mɔ 20 2 珍珍 08-16-12 1;6 41"52(連續兩次)

lwɔ p 20 1 蘿蔔 珍珍 08-16-12 1;6 42"03 p後面的rime被省略了

wa hwɔ 13 1 開火 珍珍 08-16-12 1;6 42"11

pɔ hwɔ 23 1 可能是小火? 珍珍 08-16-12 1;6 42"28

wɔ hwɔ 13 1 O火 珍珍 08-16-12 1;6 42"36

haj kaj 23 1 可能是轉轉 珍珍 08-16-12 1;6 42"50

mi kɛ 23 1 珍珍 08-16-12 1;6 43"52

kɔ wɔ 40 2 夠了? 珍珍 08-16-12 1;6 45"34(兩次)

ha kɔ 0~4 1 珍珍 08-16-12 1;6 45"38

ka kwɔ 11 1 太多 珍珍 08-16-12 1;6 45"42

ɛ kha 10 1 珍珍 08-16-12 1;6 45"53

tʂej kɤ 11 1 糟糕? 珍珍 08-16-12 1;6 46"03

m ʨjɛ tʂej kɤ 1114 1 OO這個? 珍珍 08-16-12 1;6 46"07

ɕi ɕi 10 1 洗洗 珍珍 08-16-12 1;6 46"40

ɕi ɕi ʨi 114 1 珍珍 08-16-12 1;6 46"42

ta wɔ 14 1 珍珍 08-16-12 1;6 46"53

kɔ 4 4 珍珍 08-16-12 1;6 46"54, 01"56(2), 01"57(2), 02"00(2)

kɔ kɛ ʨjɔ 214 1 珍珍 08-16-12 1;6 46"56

aj ɑw 24 1 還要 珍珍 08-16-12 1;6 47"28

pi ʨjɛn lɤ 240 1 不見了 珍珍 08-16-12 1;6 47"40

ʨi ʨjo khɔ 142 1 水龍頭 珍珍 08-16-12 1;6 47"57

pi ʨjɛn 24 1 不見 珍珍 08-16-12 1;6 48"02

ʨi ʨhow 23 1 洗手 珍珍 08-16-12 1;6 00"25(2)

tʂɛ tʂɤ tʂjɔ mɔ mɔ 43420 1 ? 珍珍 08-16-12 1;6 00"34(2)

tʂi tʂhi tha tʂhɨ 4112 1 ? 珍珍 08-16-12 1;6 00"38(2)

tha tʂhɨ 12 1 ? 珍珍 08-16-12 1;6 00"43(2)



ta khi a ta khi 12114 1 ? 珍珍 08-16-12 1;6 00"47(2)

wu tʂhwɔ 12 1 珍珍 08-16-12 1;6 00"53(2)

ʨjɛ ʨjɑ 24 1 [番]茄醬 珍珍 08-16-12 1;6 00"59(2)

ti tja 14 3 丟掉 珍珍 08-16-12 1;6 01"11(2), 01"36(2), 01"37(連續三次)

mej mej 21 1 妹妹 珍珍 08-16-12 1;6 01"32(2) 回答媽媽的問題, 非貓名

kɔ wɔ 10 1 ? 珍珍 08-16-12 1;6 01"49(2)

ka 2 1 夾 珍珍 08-16-12 1;6 01"53(2)

kɔ ʨjɔ 23 1 ? 珍珍 08-16-12 1;6 02"07(2)

??????? 1 珍珍 08-16-12 1;6 02"12(2)~02"29(2) 講了一長串完全聽不懂的音

kɔ khɔ 23 1 珍珍 08-16-12 1;6 03"21(2)

ɛ mɛmɛ kan tʂhaŋ 21111 1 珍珍 08-16-12 1;6 03"38(2)

?? 1 珍珍 08-16-12 1;6 03"42(2)

ka ka ʨhi 114 2 珍珍 08-16-12 1;6 04"20(2)(兩次)

njow njow 22 1 牛牛? 珍珍 08-16-12 1;6 04"49(2)

ŋ njɑw 13 1 小鳥 珍珍 08-16-12 1;6 05"03(2)

tu tu ta tu tow 21312 1 小豬? 珍珍 08-16-12 1;6 05"20(2)

kow kow 23 1 珍珍 08-16-12 1;6 05"28(2) 學豬叫

ta tʂu 21 1 小豬 珍珍 08-16-12 1;6 05"31(2)

ʨi tshɑw 13 1 吃草 珍珍 08-16-12 1;6 05"44(2)

ʨja kɔ ʨi tshɑw 1013 1 這個吃草? 珍珍 08-16-12 1;6 05"50(2)

mej jɑw 24 1 不要 珍珍 08-16-12 1;6 05"57(2)

ʨjɛ kɤ khɑŋ 402 1 ? 珍珍 08-16-12 1;6 06"05(2)

thɑŋ 2 1 ? 珍珍 08-16-12 1;6 06"08(2)

ha khɑŋ 42 1 ? 珍珍 08-16-12 1;6 06"10(2)

pɑw pɑw 44 1 抱抱 珍珍 08-16-12 1;6 06"55(2)

pi khjɛn 24 1 影片 珍珍 08-16-12 1;6 07"48(2)

kja khi 14 1 下去 珍珍 08-16-12 1;6 07"53(2)

a kaj a khaj 1214 1 要看要看 珍珍 08-16-12 1;6 08"00(2)

ʨi ʨhja 21 1 火車? 珍珍 08-16-12 1;6 10"00(2)

haj dow 23 1 還有/要? 珍珍 08-16-12 1;6 10:15(2)

tɛ tow 13 1 跳舞? 珍珍 08-16-12 1;6 11"42(2)



感謝國科會 2012 年台灣華語子音習得（NSC100-2410-H-004-187-）提供的

旅費補助參與在密西根大學安娜堡分校的會議 NACCL─25，這次會議最重要的

發現就是美國語言學領域中以語料庫及實驗為背景的研究開始佔據絕大部分的

演講主題。早在十多年前，絕大部分音韻研究皆是以理論架構為主，並非非常需

要經由語料庫或心理實驗。這次的會議卻令人意外的發現，一半以上的會議論文

是以語料庫或心理實驗作為研究探討的主題，因此利用語料庫或心理實驗來驗證

語言學理論，已經變成非常不可或缺的一環了。 

此次會議於 6 月 21 日開始正式舉行。因密西根州立大學語言系林燕慧教授

與本人先前一直互相傳遞 email，打算將本人過去執行多項語料庫，重新檢視，

期望以優選理論的不同機制，來看看是否有強大的理論關連，因此本人此次出

行，除了參加密西根大學由端木三教授所舉辦的會議之外，先花了一週的時間與

林教授詳細的重組語料庫，確認哪些資料對於合作研究有相關性。 

本人近五年來，透過國科會總共執行了 5 項計畫，計畫名稱分別為台灣華語

子音習得：延續觀察及實驗研究(NSC102-2410-H-004-107)、台灣華語子音習得：

長期觀察及實驗研究(NSC101 -2410 -H -004 -182)、台灣華語子音習得 (NSC100 
-2410 -H-004-187)、台灣華語音韻與語意錯誤之關連：實驗與語料庫(II) 
(NSC98-2410-H-004-103-MY2)、台灣華語音韻與語意錯誤之關連：實驗與語料

庫(I) (NSC98-2410-H-004-103-MY2)。這五項計畫包含了近 8000 筆自然語誤語料

庫，7000 筆實驗語誤語料庫，上萬筆失語症語誤語料庫，7000 筆實驗失語症語

料庫，及 3000 筆幼兒習得語料庫。這五筆語料庫所包含的主要是記錄常人、腦

部受損病患、及正常幼兒的音韻記錄。 

在第一週會議尚未開始前，主要是與林教授先初步的整理語料庫，確認未來

研究方向，及研究音韻理論之優選理論延伸之版本 Markedness Constraints（標記

制約）及 Harmonic Grammar（和諧同化）。Markedness Constraints 中主要是將焦

點放在音段(segments)及音韻特徵(phonological features)之間的關係。特別是音段

之間語音近似程度的研究。而這些語音近似程度，除了探測音段間音韻特徵分享

之外，另一點就是語音在理論內的獨特性，同樣是音段，某些音段有絕大的影響

力，例如在常人語誤中，該類音段不斷的取代其他音段，造成統計分析上明顯代

換差異；例如左腦威尼基(Wernicke)受損病患，當他們在選取字詞時，對於一時

想不起的字彙，也會用特定的語音作為找尋字彙的目標；例如幼兒語言習得中，

某些類別的子音，大量的先習得，不只順序早，使用頻率更是高，而出現習得錯

誤時，也不斷的偏好用某些類別子音作為代換其他語音的籌碼。像這些現象，在

英文內已有多方的研究及探考。類似這樣的理論結構，則需要大量以及多元的語

料庫才能檢視音段如何的變換取代，而在取代的過程中，音韻特徵是否如理論所

預測扮演重大角色。除了優選理論中的 Markedness constraints 之外，另外一個延

伸理論為 Harmonic Grammar，這項理論主要是要談論當音串成型時，某些組合

產生合法語音，某些組合卻造成非法語音，而利用語料庫中，不論是成人、左腦

附件四-NACCL25會議報告



受損病人或是正常幼兒的語言現象，均可看到一旦錯誤產生，絕大部分是合法

的。Gorden (2002)一文中便強調目前有自然語誤語料庫的研究，均顯示常人語誤

類別幾乎會依循著音韻的合法性，本篇也引用了 Wan 與 Jaeger 在 1998 年的一

篇語誤研究。Goldrick & Daland (2009)則利用統計及電腦程式來設計音韻間的

availability，許多合法錯誤語音的出現，最主要還是因為與鄰近語音之間的和諧

或同化關係，透過這些電腦程式，可以模擬出語音可能的代換變化，而推算出多

樣的可能性，然而代換結果提供最後的最佳輸出值(outcome)，所以，可以透過

電腦演算推論出些許結果。  

 此次會議進行三天，第一天參加的會議場次為上午九點到十二點二十，主題

為音韻理論，邀請講者林燕慧教授演講的主題為 Labial Co-occurrence Restrictions 
Revisited--在很多漢語方言中，兩個圓唇母音或兩個雙唇音不能出現在同一個音

節。傳統理論多採用 Obligatory Contour Principle(OCP), feature theory, syllable 
structure, adjacency conditions 來說明這些限制，比較新的觀點則是從語音來解

釋。這篇討論從台灣的語料得出一個優選理論的解釋，還有比較 OCP 方法和語

音導向的方法。之後是密西根大學的博班生 Kelly Carden，發表題目為 A 
comparison of Mid and Low Vowel Alternations in Mandarin。這篇在探討中文的中

母音和低母音，在不同語境下，受到周遭語音影響的同化現象。本實驗測試八個

以中文為母語的受試者，在不同語境下，發出的中母音和低母音。與不同介音[j, 
w, ɥ]以及不同鼻音 coda[n, ŋ]一起出現的中母音和低母音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個

共振峰及跟這些母音單獨出現時來比較。第二共振峰和母音發音部位的前後有關

係，特別是 backness 和 roundness 的同化現象會出現相關性。本實驗預期，在不

同語境下，第二共振峰的數值會有顯著差異。聲學分析的結果顯示，中母音和低

母音都顯示出現某程度的同化現象。接著是密西根州立大學的博士生 Li-jen Shih
（施立仁），發表題目為 The adaptation of English vowel-nasal-vowel sequences in 
Mandarin loanword phonology。本篇探討英文字中含有母音加鼻音的音串如何音

譯成中文。在資料庫中發現，英文中有 V-N-V 的音串，在音譯成中文時會變成

V-N-N-V 音串，而第一個鼻音其實是一個插入音(epenthesis)。這種插入音的現象

最可能發生在，當來源字(source word)包含以下三種任何一種條件的時候：(1)鼻

音是[n]；(2)第一個母音是 lax vowel；(3)第一個母音有重音。這樣的結果顯示來

源字(source word)的語音在 adaptation 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最後是密西根州

立大學由黃和欣 Ho-Hsin HUANG 及林燕慧教授共同發表的論文，主題為 To 
Geminate or not to Geminate: The Case of Nasals in Standard Mandarin 
Loanwords。此論文基於語音學提出在中文外來語中，何種情況會有母音之間單

獨鼻音的重複現象(nasal gemination)，何時沒有，以及何時會發生變異。假設和

英文外來語鼻音重複條件一樣，即兩種情況，一、重音位置，二、母音類型。第

二天參加的場次為上午八點半到十點半，主題為心理語言學。Tsz-Him TSUI 發
表的題目為 Psychiacoustic similarity in Mandopop rhymes。本研究利用 120 首中國

流行歌曲，取各句歌詞的最後一個音節，利用MDS(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model)



來了解中國話的韻腳之間的心理聲學相似度(Psychoacoustic similarity)。本研究發

現以下兩點：第一，相較於替換韻尾鼻音(nasal coda)，替換母音（音節核）會對

心理聲學相似度有較大的影響；第二，雖然母音/ɛ/和/ə/都屬於同一個 underlying 
form /ə/，但它們在心理聲學上並不相似，由此可知會影響心理聲學相似度的是它們

的表層結構。之後 Seth WIENER 及 Kiwako ITO 發表題目為 Dialect-specific use of 
tonal probability in Mandarin word recognition。本研究旨在探討音節獨特性中的音

調可能性，對三種不同方言(普通話、吳語以及粵語)的音調系統產生字彙認讀和

存取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聽者的目標語言的經驗背景，會引導他們本身對於音

節獨特中音調可能性的識別力。Sun A Kim 的 Working memory in learning to read 
Chinese differences between native and non-native speakers of Chinese--Working 
memory 是影響中文 L1 與 L2 學習者閱讀中文字最重要的要素。對 L1 重要的是

visuospatial memory 可以幫助 L1 學習新的中文字。L2 重要的是 verbal working 
memory 可以幫助閱讀中文字。下午的時段原先有想要去聆聽的主題，因為端木

三教授安排本人去主持語意及實驗場次，因此未能有機會聽到相關主題。主持的

其中幾篇為 Di JIANG 的 The Types of Tibeto-Burman Consonant Cluster and Their 
Influence on Language Classification。本研究從藏緬語族語言的子音串結構著手，提

出了在藏緬語族語言中存在兩種不同類型的子音串結構，類型 A 是「強音加弱音」，

類型 B 是「強音加強音」。類型 A 是景頗-緬彝語支(Jingpo-yi languages)的特徵，來

源於有成熟的抑揚格詞(iambic words)的語言；類型 B 是藏-羌語支(Tibeto-Burman 
languages)的特徵，來源於早期的抑揚格詞的音變和去前綴化音變。Wuyun Pan 的

The syllabic structure of East Asian Languages。東亞語言的音節結構多可分成兩部

份-前與後。前是選擇性而後則子音的組成。Xiaonong Zhu的How to represent tone: 
introducing a new tonal model，介紹新的標聲調系統 RLM。其可以額外詳盡的記

錄 phonation types。第三天參加的場次為上午十點二十到十一點五十。Jing YANG
及 Robert A. FOX 的 Acoustic properties of vowel production in native Mandarin 
children and adults 提出，一般認為，兒童在 4 歲之前已經學會所有的母音，然而

測量的方法可能因為兒童的年齡、身心狀況而造成結果誤差，因而此實驗同時紀

錄靜態和動態的方式來觀察母音習得的過程。結果發現，當兒童長大後，他們仍

不斷修正其母音發聲方式，而非從此固定不變。Xinyue Cecilia YU 的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dative vari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本研究以兩種實驗測試

法籍中文學習者的中文與格變化的習得過程，同時根據語料庫得出兩項變化主

因：語構的長短以及直接/間接受格的資訊易達性，進而衍伸出十二種不同的情

境。本文再次分析並驗證語句的結構選擇確實會產生不同因素組合，研究結果更

進一步發現將語構長短與資訊易達性保持中立的情況下，每個原型的語格結構會

跟著一個受與動詞型態。Iris Chuoying OUYAN 的 Segments do not determine 
syllable perception: Tonal f0 and speech rate matter。一般認為，音節的察覺主要是

藉由音段而非超音段來判別，然而實驗研究發現,聲調 f0(local information)還有語

速(global information)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這次的會議由本人與碩班畢業



生，楊涵絜所發表的海報論文，題目為「Tone Acquisition in Taiwan Mandarin: An 
analysis of children’s production of disyllabic words」，內容是針對三名以台灣華語

為母語的幼兒(0;11, 0;11, 1;2)，分析他們雙音節詞中聲調出現之順序、正確率以

及聲調錯誤模式，並詳細描述幼兒於雙音節詞之聲調發展。Li & Thompson (1977)
指出高平調[55]及高降調[51]是最早習得的聲調，而在所有聲調都完全掌握以

前，幼兒易將高升調[35]及降升調[21]互相代換。Huang (2006)的研究結果顯示在

一歲五個月以前，聲調出現的頻率由高到低為[35]>[21]>[51]>[55]，正確率則為

[55]>[51]>[35]>[21]。此代表聲調之出現頻率與正確率可能並非為正相關。Yip 
(2002)提出聲調標記理論，指出聲調特性中較無標的為平調、低調、降調，而較

有標的則為曲折調、高調、升調，意即無標的聲調特性也許較常出現或較早習得。 

 本研究之語料採長期自然觀察方式，由作者及其研究團隊於台灣台北收集

(平均值=3；平均年齡=1;0)。研究結果支持以下三點：(1)小孩的雙音節詞中，最

常出現且正確的聲調模式為[21-35]。(2) 若[21-35]為分開習得且不計算在四聲調

值內，則聲調出現頻率([55]>[35]>[21]>[51])與聲調錯誤模式一致，但與聲調正確

率([55]>[21]>[51]>[35])不相符合。換言之，當聲調錯誤發生時，越常出現之聲調

傾向取代其他聲調，而聲調頻率及聲調錯誤與正確率無關。(3) 習得聲調時，聲

調正確率之順序為[55]>[21]>[51]>[35]。平調[55]和[21]比曲折調[51]及[35]較早習

得，而降調[51]較升調[35]早習得。 

綜上所述，第一，幼兒在此階段最喜歡[21-35]聲調模式，因此，此模式之出

現頻率及正確率皆很高。第二，聲調之出現順序雖不被 Li & Thompson (1977)及 
Huang (2006)的研究結果支持，聲調的標記卻支持 Yip (2002)標記理論中的兩個

限制—平調較曲折調早習得、降調較升調早習得。底下附上此次會議所參考引用

的論文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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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scribe the frequency and accuracy rate of the four 
tones (plus neutral tone) in Taiwan Mandarin, based on observing monosyllabic and 
disyllabic utterances in six Mandarin-speaking children aged 0;10 to 1;0 for about 
seven months. The ordering of tone frequency was originally 
[55]>[35]>[21]>[51]>neutral, and the ordering of accuracy rate was originally 
[35]>[55]>[21]>[51]>neutral. However, the tone combination [21-35] in reduplicated 
words was produced in extremely high frequency and should be treated as the outlier. 
After excluding all tokens produced in [21-35] combination, the ordering of tone 
frequency became [55]>[51]>[35]>[21]>neutral, and that of accuracy rate became 
[55]> [55]> [21]> neutral> [51]. Based on these results, we found that [21] and [35] 
only presented high frequency and accuracy rate in [21-35] combination. Other than 
the [21-35] combination, the latter ordering agreed with the tone acquisition ordering 
reported by Li and Thompson (1977) and Zhu (2002).  
 
PREVIOUS STUDIES  

• Several researchers found that high tones or falling tones were acquired earlier 
than low tones or rising tones regardless of Mandarin1,7, Cantonese2,4, or 
Taiwanese3. However, evidence from the Thai5 data showed that 
Thai-speaking children acquired the rising tone earlier than the falling tone. 

• With regard to Yip’s (2001) theory of “minimize articulatory effort,” she 
proposed that contour, rising, or high tones would cost more effort and were 
more marked than level, falling, and low tones. The theory will be examined 
by cross-linguistic evidence from several previous tonal studies and from the 
results of this current study.  
 

METHODOLOGY 
• 6 subjects were longitudinally observed from 0;10-1;6 (M=3, F=3). 
• Monosyllabic and disyllabic tokens were included in analysis. 
• All tokens were included in the frequency analysis, but only tokens with clear 

target tones were included in the accuracy rate calculation. 
• The target tones were determined by the child-directed  speech spoken by 

their care-takers. 
 



RESULTS 
• There were totally 2062 speech tokens (588 monosyllables, 1474 disyllables) 
• Among the 1474 disyllabic tokens, [21-35] had been produced 513 times and 

was three times more th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was considered to be an 
outlier (Average=73.65, SD=114.13, Outlier>416.04.) 

• After excluding all [21-35] tokens, the results would be presented below.  
 

 

 

 
• Based on th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results (χ2=27.9, p<.001) presented in 

 [55] [35] [21] [51] Neut 
Number of 

tokens 956 437 381 565 163 
Frequencies 

of tones 38.2% 17.5 % 15.2% 22.6%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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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frequency ordering would be [55] > [51] > [35] > [21] > N. 
• In Figure 2, the differences of the five percentage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χ2=18.157, p<.001), so the ordering of the accuracy rates of the tones would 
be [55]> [51]> [35]> N> [21].  

 
CONCLUSIONS 
• The ordering of tone frequency ([55]>[35]>[21]>[51]>N) corresponded to that 

of the accuracy rate ([55]>[35]>[21]>N>[51]) with slightly different on the 
neutral tone. 

• [21-35] was the most frequent and most accurate tone pattern, but their 
accuracy rates dropped a lot when they show up in other tone patterns, so the 
tone pattern [21-35] tended to be acquired as a prosodic whole. 

•  All cross-linguistic evidence including the current study supported Yip’s 
(2001) constraints that contour tones is more marked than level tones. Data 
except for Thai agreed that rising is more marked than falling. There was no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constraint that high tones were more marked because 
children universally acquired high level tones earlier than low level t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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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國科會 2012 年台灣華語子音習得（NSC100-2410-H-004-187-）提供的

旅費補助參與在密西根大學安娜堡分校的會議 NACCL─25，這次會議最重要的

發現就是美國語言學領域中以語料庫及實驗為背景的研究開始佔據絕大部分的

演講主題。早在十多年前，絕大部分音韻研究皆是以理論架構為主，並非非常需

要經由語料庫或心理實驗。這次的會議卻令人意外的發現，一半以上的會議論文

是以語料庫或心理實驗作為研究探討的主題，因此利用語料庫或心理實驗來驗證

語言學理論，已經變成非常不可或缺的一環了。 

 此次會議於 6 月 21 日開始正式舉行。因密西根州立大學語言系林燕慧教授

與本人先前一直互相傳遞 email，打算將本人過去執行多項語料庫，重新檢視，

期望以優選理論的不同機制，來看看是否有強大的理論關連，因此本人此次出

行，除了參加密西根大學由端木三教授所舉辦的會議之外，先花了一週的時間與

林教授詳細的重組語料庫，確認哪些資料對於合作研究有相關性。 

 本人近五年來，透過國科會總共執行了 5 項計畫，計畫名稱分別為台灣華語

子音習得：延續觀察及實驗研究(NSC102-2410-H-004-107)、台灣華語子音習得：

長期觀察及實驗研究(NSC101 -2410 -H -004 -182)、台灣華語子音習得 (NSC100 
-2410 -H-004-187)、台灣華語音韻與語意錯誤之關連：實驗與語料庫(II) 
(NSC98-2410-H-004-103-MY2)、台灣華語音韻與語意錯誤之關連：實驗與語料

庫(I) (NSC98-2410-H-004-103-MY2)。這五項計畫包含了近 8000 筆自然語誤語料

庫，7000 筆實驗語誤語料庫，上萬筆失語症語誤語料庫，7000 筆實驗失語症語

料庫，及 3000 筆幼兒習得語料庫。這五筆語料庫所包含的主要是記錄常人、腦

部受損病患、及正常幼兒的音韻記錄。 

 在第一週會議尚未開始前，主要是與林教授先初步的整理語料庫，確認未來

研究方向，及研究音韻理論之優選理論延伸之版本 Markedness Constraints（標記

制約）及 Harmonic Grammar（和諧同化）。Markedness Constraints 中主要是將焦

點放在音段(segments)及音韻特徵(phonological features)之間的關係。特別是音段

之間語音近似程度的研究。而這些語音近似程度，除了探測音段間音韻特徵分享

之外，另一點就是語音在理論內的獨特性，同樣是音段，某些音段有絕大的影響

力，例如在常人語誤中，該類音段不斷的取代其他音段，造成統計分析上明顯代

換差異；例如左腦威尼基(Wernicke)受損病患，當他們在選取字詞時，對於一時

想不起的字彙，也會用特定的語音作為找尋字彙的目標；例如幼兒語言習得中，

某些類別的子音，大量的先習得，不只順序早，使用頻率更是高，而出現習得錯

誤時，也不斷的偏好用某些類別子音作為代換其他語音的籌碼。像這些現象，在

英文內已有多方的研究及探考。類似這樣的理論結構，則需要大量以及多元的語

料庫才能檢視音段如何的變換取代，而在取代的過程中，音韻特徵是否如理論所

預測扮演重大角色。除了優選理論中的 Markedness constraints 之外，另外一個延

伸理論為 Harmonic Grammar，這項理論主要是要談論當音串成型時，某些組合

產生合法語音，某些組合卻造成非法語音，而利用語料庫中，不論是成人、左腦



受損病人或是正常幼兒的語言現象，均可看到一旦錯誤產生，絕大部分是合法

的。Gorden (2002)一文中便強調目前有自然語誤語料庫的研究，均顯示常人語誤

類別幾乎會依循著音韻的合法性，本篇也引用了 Wan 與 Jaeger 在 1998 年的一

篇語誤研究。Goldrick & Daland (2009)則利用統計及電腦程式來設計音韻間的

availability，許多合法錯誤語音的出現，最主要還是因為與鄰近語音之間的和諧

或同化關係，透過這些電腦程式，可以模擬出語音可能的代換變化，而推算出多

樣的可能性，然而代換結果提供最後的最佳輸出值(outcome)，所以，可以透過

電腦演算推論出些許結果。  

 此次會議進行三天，第一天參加的會議場次為上午九點到十二點二十，主題

為音韻理論，邀請講者林燕慧教授演講的主題為 Labial Co-occurrence Restrictions 
Revisited--在很多漢語方言中，兩個圓唇母音或兩個雙唇音不能出現在同一個音

節。傳統理論多採用 Obligatory Contour Principle(OCP), feature theory, syllable 
structure, adjacency conditions 來說明這些限制，比較新的觀點則是從語音來解

釋。這篇討論從台灣的語料得出一個優選理論的解釋，還有比較 OCP 方法和語

音導向的方法。之後是密西根大學的博班生 Kelly Carden，發表題目為 A 
comparison of Mid and Low Vowel Alternations in Mandarin。這篇在探討中文的中

母音和低母音，在不同語境下，受到周遭語音影響的同化現象。本實驗測試八個

以中文為母語的受試者，在不同語境下，發出的中母音和低母音。與不同介音[j, 
w, ɥ]以及不同鼻音 coda[n, ŋ]一起出現的中母音和低母音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個

共振峰及跟這些母音單獨出現時來比較。第二共振峰和母音發音部位的前後有關

係，特別是 backness 和 roundness 的同化現象會出現相關性。本實驗預期，在不

同語境下，第二共振峰的數值會有顯著差異。聲學分析的結果顯示，中母音和低

母音都顯示出現某程度的同化現象。接著是密西根州立大學的博士生 Li-jen Shih
（施立仁），發表題目為 The adaptation of English vowel-nasal-vowel sequences in 
Mandarin loanword phonology。本篇探討英文字中含有母音加鼻音的音串如何音

譯成中文。在資料庫中發現，英文中有 V-N-V 的音串，在音譯成中文時會變成

V-N-N-V 音串，而第一個鼻音其實是一個插入音(epenthesis)。這種插入音的現象

最可能發生在，當來源字(source word)包含以下三種任何一種條件的時候：(1)鼻

音是[n]；(2)第一個母音是 lax vowel；(3)第一個母音有重音。這樣的結果顯示來

源字(source word)的語音在 adaptation 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最後是密西根州

立大學由黃和欣 Ho-Hsin HUANG 及林燕慧教授共同發表的論文，主題為 To 
Geminate or not to Geminate: The Case of Nasals in Standard Mandarin 
Loanwords。此論文基於語音學提出在中文外來語中，何種情況會有母音之間單

獨鼻音的重複現象(nasal gemination)，何時沒有，以及何時會發生變異。假設和

英文外來語鼻音重複條件一樣，即兩種情況，一、重音位置，二、母音類型。第

二天參加的場次為上午八點半到十點半，主題為心理語言學。Tsz-Him TSUI 發
表的題目為 Psychiacoustic similarity in Mandopop rhymes。本研究利用 120 首中國

流行歌曲，取各句歌詞的最後一個音節，利用MDS(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model)



來了解中國話的韻腳之間的心理聲學相似度(Psychoacoustic similarity)。本研究發

現以下兩點：第一，相較於替換韻尾鼻音(nasal coda)，替換母音（音節核）會對

心理聲學相似度有較大的影響；第二，雖然母音/ɛ/和/ə/都屬於同一個 underlying 
form /ə/，但它們在心理聲學上並不相似，由此可知會影響心理聲學相似度的是它們

的表層結構。之後 Seth WIENER 及 Kiwako ITO 發表題目為 Dialect-specific use of 
tonal probability in Mandarin word recognition。本研究旨在探討音節獨特性中的音

調可能性，對三種不同方言(普通話、吳語以及粵語)的音調系統產生字彙認讀和

存取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聽者的目標語言的經驗背景，會引導他們本身對於音

節獨特中音調可能性的識別力。Sun A Kim 的 Working memory in learning to read 
Chinese differences between native and non-native speakers of Chinese--Working 
memory 是影響中文 L1 與 L2 學習者閱讀中文字最重要的要素。對 L1 重要的是

visuospatial memory 可以幫助 L1 學習新的中文字。L2 重要的是 verbal working 
memory 可以幫助閱讀中文字。下午的時段原先有想要去聆聽的主題，因為端木

三教授安排本人去主持語意及實驗場次，因此未能有機會聽到相關主題。主持的

其中幾篇為 Di JIANG 的 The Types of Tibeto-Burman Consonant Cluster and Their 
Influence on Language Classification。本研究從藏緬語族語言的子音串結構著手，提

出了在藏緬語族語言中存在兩種不同類型的子音串結構，類型 A 是「強音加弱音」，

類型 B 是「強音加強音」。類型 A 是景頗-緬彝語支(Jingpo-yi languages)的特徵，來

源於有成熟的抑揚格詞(iambic words)的語言；類型 B 是藏-羌語支(Tibeto-Burman 
languages)的特徵，來源於早期的抑揚格詞的音變和去前綴化音變。Wuyun Pan 的

The syllabic structure of East Asian Languages。東亞語言的音節結構多可分成兩部

份-前與後。前是選擇性而後則子音的組成。Xiaonong Zhu的How to represent tone: 
introducing a new tonal model，介紹新的標聲調系統 RLM。其可以額外詳盡的記

錄 phonation types。第三天參加的場次為上午十點二十到十一點五十。Jing YANG
及 Robert A. FOX 的 Acoustic properties of vowel production in native Mandarin 
children and adults 提出，一般認為，兒童在 4 歲之前已經學會所有的母音，然而

測量的方法可能因為兒童的年齡、身心狀況而造成結果誤差，因而此實驗同時紀

錄靜態和動態的方式來觀察母音習得的過程。結果發現，當兒童長大後，他們仍

不斷修正其母音發聲方式，而非從此固定不變。Xinyue Cecilia YU 的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dative vari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本研究以兩種實驗測試

法籍中文學習者的中文與格變化的習得過程，同時根據語料庫得出兩項變化主

因：語構的長短以及直接/間接受格的資訊易達性，進而衍伸出十二種不同的情

境。本文再次分析並驗證語句的結構選擇確實會產生不同因素組合，研究結果更

進一步發現將語構長短與資訊易達性保持中立的情況下，每個原型的語格結構會

跟著一個受與動詞型態。Iris Chuoying OUYAN 的 Segments do not determine 
syllable perception: Tonal f0 and speech rate matter。一般認為，音節的察覺主要是

藉由音段而非超音段來判別，然而實驗研究發現,聲調 f0(local information)還有語

速(global information)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這次的會議由本人與碩班畢業



生，楊涵絜所發表的海報論文，題目為「Tone Acquisition in Taiwan Mandarin: An 
analysis of children’s production of disyllabic words」，內容是針對三名以台灣華語

為母語的幼兒(0;11, 0;11, 1;2)，分析他們雙音節詞中聲調出現之順序、正確率以

及聲調錯誤模式，並詳細描述幼兒於雙音節詞之聲調發展。Li & Thompson (1977)
指出高平調[55]及高降調[51]是最早習得的聲調，而在所有聲調都完全掌握以

前，幼兒易將高升調[35]及降升調[21]互相代換。Huang (2006)的研究結果顯示在

一歲五個月以前，聲調出現的頻率由高到低為[35]>[21]>[51]>[55]，正確率則為

[55]>[51]>[35]>[21]。此代表聲調之出現頻率與正確率可能並非為正相關。Yip 
(2002)提出聲調標記理論，指出聲調特性中較無標的為平調、低調、降調，而較

有標的則為曲折調、高調、升調，意即無標的聲調特性也許較常出現或較早習得。 

 本研究之語料採長期自然觀察方式，由作者及其研究團隊於台灣台北收集

(平均值=3；平均年齡=1;0)。研究結果支持以下三點：(1)小孩的雙音節詞中，最

常出現且正確的聲調模式為[21-35]。(2) 若[21-35]為分開習得且不計算在四聲調

值內，則聲調出現頻率([55]>[35]>[21]>[51])與聲調錯誤模式一致，但與聲調正確

率([55]>[21]>[51]>[35])不相符合。換言之，當聲調錯誤發生時，越常出現之聲調

傾向取代其他聲調，而聲調頻率及聲調錯誤與正確率無關。(3) 習得聲調時，聲

調正確率之順序為[55]>[21]>[51]>[35]。平調[55]和[21]比曲折調[51]及[35]較早習

得，而降調[51]較升調[35]早習得。 

綜上所述，第一，幼兒在此階段最喜歡[21-35]聲調模式，因此，此模式之出

現頻率及正確率皆很高。第二，聲調之出現順序雖不被 Li & Thompson (1977)及 
Huang (2006)的研究結果支持，聲調的標記卻支持 Yip (2002)標記理論中的兩個

限制—平調較曲折調早習得、降調較升調早習得。底下附上此次會議所參考引用

的論文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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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e Acquisition in Taiwan Mandarin: An analysis of children's 
production of disyllabic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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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scribe the frequency and accuracy rate of the four 
tones (plus neutral tone) in Taiwan Mandarin, based on observing monosyllabic and 
disyllabic utterances in six Mandarin-speaking children aged 0;10 to 1;0 for about 
seven months. The ordering of tone frequency was originally 
[55]>[35]>[21]>[51]>neutral, and the ordering of accuracy rate was originally 
[35]>[55]>[21]>[51]>neutral. However, the tone combination [21-35] in reduplicated 
words was produced in extremely high frequency and should be treated as the outlier. 
After excluding all tokens produced in [21-35] combination, the ordering of tone 
frequency became [55]>[51]>[35]>[21]>neutral, and that of accuracy rate became 
[55]> [55]> [21]> neutral> [51]. Based on these results, we found that [21] and [35] 
only presented high frequency and accuracy rate in [21-35] combination. Other than 
the [21-35] combination, the latter ordering agreed with the tone acquisition ordering 
reported by Li and Thompson (1977) and Zhu (2002).  
 
PREVIOUS STUDIES  

• Several researchers found that high tones or falling tones were acquired earlier 
than low tones or rising tones regardless of Mandarin1,7, Cantonese2,4, or 
Taiwanese3. However, evidence from the Thai5 data showed that 
Thai-speaking children acquired the rising tone earlier than the falling tone. 

• With regard to Yip’s (2001) theory of “minimize articulatory effort,” she 
proposed that contour, rising, or high tones would cost more effort and were 
more marked than level, falling, and low tones. The theory will be examined 
by cross-linguistic evidence from several previous tonal studies and from the 
results of this current study.  
 

METHODOLOGY 
• 6 subjects were longitudinally observed from 0;10-1;6 (M=3, F=3). 
• Monosyllabic and disyllabic tokens were included in analysis. 
• All tokens were included in the frequency analysis, but only tokens with clear 

target tones were included in the accuracy rate calculation. 
• The target tones were determined by the child-directed  speech spoken by 

their care-takers. 
 



RESULTS 
• There were totally 2062 speech tokens (588 monosyllables, 1474 disyllables) 
• Among the 1474 disyllabic tokens, [21-35] had been produced 513 times and 

was three times more th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was considered to be an 
outlier (Average=73.65, SD=114.13, Outlier>416.04.) 

• After excluding all [21-35] tokens, the results would be presented below.  
 

 

 

 
• Based on th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results (χ2=27.9, p<.001) presented in 

 [55] [35] [21] [51] Neut 
Number of 

tokens 956 437 381 565 163 
Frequencies 

of tones 38.2% 17.5 % 15.2% 22.6%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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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35] [21] [51] Neut 
Number of correct tokens 
/ number of targeted tones 464/504 193/250 212/307 298/364 91/111 

Accuracy rates of tones 92.1% 77.2 % 69.1% 81.9%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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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frequency ordering would be [55] > [51] > [35] > [21] > N. 
• In Figure 2, the differences of the five percentage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χ2=18.157, p<.001), so the ordering of the accuracy rates of the tones would 
be [55]> [51]> [35]> N> [21].  

 
CONCLUSIONS 
• The ordering of tone frequency ([55]>[35]>[21]>[51]>N) corresponded to that 

of the accuracy rate ([55]>[35]>[21]>N>[51]) with slightly different on the 
neutral tone. 

• [21-35] was the most frequent and most accurate tone pattern, but their 
accuracy rates dropped a lot when they show up in other tone patterns, so the 
tone pattern [21-35] tended to be acquired as a prosodic whole. 

•  All cross-linguistic evidence including the current study supported Yip’s 
(2001) constraints that contour tones is more marked than level tones. Data 
except for Thai agreed that rising is more marked than falling. There was no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constraint that high tones were more marked because 
children universally acquired high level tones earlier than low level t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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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國科會 2012 年台灣華語子音習得（NSC100-2410-H-004-187-）提供的

旅費補助參與在密西根大學安娜堡分校的會議 NACCL─25，這次會議最重要的

發現就是美國語言學領域中以語料庫及實驗為背景的研究開始佔據絕大部分的

演講主題。早在十多年前，絕大部分音韻研究皆是以理論架構為主，並非非常需

要經由語料庫或心理實驗。這次的會議卻令人意外的發現，一半以上的會議論文

是以語料庫或心理實驗作為研究探討的主題，因此利用語料庫或心理實驗來驗證

語言學理論，已經變成非常不可或缺的一環了。 

 此次會議於 6 月 21 日開始正式舉行。因密西根州立大學語言系林燕慧教授

與本人先前一直互相傳遞 email，打算將本人過去執行多項語料庫，重新檢視，

期望以優選理論的不同機制，來看看是否有強大的理論關連，因此本人此次出

行，除了參加密西根大學由端木三教授所舉辦的會議之外，先花了一週的時間與

林教授詳細的重組語料庫，確認哪些資料對於合作研究有相關性。 

 本人近五年來，透過國科會總共執行了 5 項計畫，計畫名稱分別為台灣華語

子音習得：延續觀察及實驗研究(NSC102-2410-H-004-107)、台灣華語子音習得：

長期觀察及實驗研究(NSC101 -2410 -H -004 -182)、台灣華語子音習得 (NSC100 
-2410 -H-004-187)、台灣華語音韻與語意錯誤之關連：實驗與語料庫(II) 
(NSC98-2410-H-004-103-MY2)、台灣華語音韻與語意錯誤之關連：實驗與語料

庫(I) (NSC98-2410-H-004-103-MY2)。這五項計畫包含了近 8000 筆自然語誤語料

庫，7000 筆實驗語誤語料庫，上萬筆失語症語誤語料庫，7000 筆實驗失語症語

料庫，及 3000 筆幼兒習得語料庫。這五筆語料庫所包含的主要是記錄常人、腦

部受損病患、及正常幼兒的音韻記錄。 

 在第一週會議尚未開始前，主要是與林教授先初步的整理語料庫，確認未來

研究方向，及研究音韻理論之優選理論延伸之版本 Markedness Constraints（標記

制約）及 Harmonic Grammar（和諧同化）。Markedness Constraints 中主要是將焦

點放在音段(segments)及音韻特徵(phonological features)之間的關係。特別是音段

之間語音近似程度的研究。而這些語音近似程度，除了探測音段間音韻特徵分享

之外，另一點就是語音在理論內的獨特性，同樣是音段，某些音段有絕大的影響

力，例如在常人語誤中，該類音段不斷的取代其他音段，造成統計分析上明顯代

換差異；例如左腦威尼基(Wernicke)受損病患，當他們在選取字詞時，對於一時

想不起的字彙，也會用特定的語音作為找尋字彙的目標；例如幼兒語言習得中，

某些類別的子音，大量的先習得，不只順序早，使用頻率更是高，而出現習得錯

誤時，也不斷的偏好用某些類別子音作為代換其他語音的籌碼。像這些現象，在

英文內已有多方的研究及探考。類似這樣的理論結構，則需要大量以及多元的語

料庫才能檢視音段如何的變換取代，而在取代的過程中，音韻特徵是否如理論所

預測扮演重大角色。除了優選理論中的 Markedness constraints 之外，另外一個延

伸理論為 Harmonic Grammar，這項理論主要是要談論當音串成型時，某些組合

產生合法語音，某些組合卻造成非法語音，而利用語料庫中，不論是成人、左腦



受損病人或是正常幼兒的語言現象，均可看到一旦錯誤產生，絕大部分是合法

的。Gorden (2002)一文中便強調目前有自然語誤語料庫的研究，均顯示常人語誤

類別幾乎會依循著音韻的合法性，本篇也引用了 Wan 與 Jaeger 在 1998 年的一

篇語誤研究。Goldrick & Daland (2009)則利用統計及電腦程式來設計音韻間的

availability，許多合法錯誤語音的出現，最主要還是因為與鄰近語音之間的和諧

或同化關係，透過這些電腦程式，可以模擬出語音可能的代換變化，而推算出多

樣的可能性，然而代換結果提供最後的最佳輸出值(outcome)，所以，可以透過

電腦演算推論出些許結果。  

 此次會議進行三天，第一天參加的會議場次為上午九點到十二點二十，主題

為音韻理論，邀請講者林燕慧教授演講的主題為 Labial Co-occurrence Restrictions 
Revisited--在很多漢語方言中，兩個圓唇母音或兩個雙唇音不能出現在同一個音

節。傳統理論多採用 Obligatory Contour Principle(OCP), feature theory, syllable 
structure, adjacency conditions 來說明這些限制，比較新的觀點則是從語音來解

釋。這篇討論從台灣的語料得出一個優選理論的解釋，還有比較 OCP 方法和語

音導向的方法。之後是密西根大學的博班生 Kelly Carden，發表題目為 A 
comparison of Mid and Low Vowel Alternations in Mandarin。這篇在探討中文的中

母音和低母音，在不同語境下，受到周遭語音影響的同化現象。本實驗測試八個

以中文為母語的受試者，在不同語境下，發出的中母音和低母音。與不同介音[j, 
w, ɥ]以及不同鼻音 coda[n, ŋ]一起出現的中母音和低母音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個

共振峰及跟這些母音單獨出現時來比較。第二共振峰和母音發音部位的前後有關

係，特別是 backness 和 roundness 的同化現象會出現相關性。本實驗預期，在不

同語境下，第二共振峰的數值會有顯著差異。聲學分析的結果顯示，中母音和低

母音都顯示出現某程度的同化現象。接著是密西根州立大學的博士生 Li-jen Shih
（施立仁），發表題目為 The adaptation of English vowel-nasal-vowel sequences in 
Mandarin loanword phonology。本篇探討英文字中含有母音加鼻音的音串如何音

譯成中文。在資料庫中發現，英文中有 V-N-V 的音串，在音譯成中文時會變成

V-N-N-V 音串，而第一個鼻音其實是一個插入音(epenthesis)。這種插入音的現象

最可能發生在，當來源字(source word)包含以下三種任何一種條件的時候：(1)鼻

音是[n]；(2)第一個母音是 lax vowel；(3)第一個母音有重音。這樣的結果顯示來

源字(source word)的語音在 adaptation 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最後是密西根州

立大學由黃和欣 Ho-Hsin HUANG 及林燕慧教授共同發表的論文，主題為 To 
Geminate or not to Geminate: The Case of Nasals in Standard Mandarin 
Loanwords。此論文基於語音學提出在中文外來語中，何種情況會有母音之間單

獨鼻音的重複現象(nasal gemination)，何時沒有，以及何時會發生變異。假設和

英文外來語鼻音重複條件一樣，即兩種情況，一、重音位置，二、母音類型。第

二天參加的場次為上午八點半到十點半，主題為心理語言學。Tsz-Him TSUI 發
表的題目為 Psychiacoustic similarity in Mandopop rhymes。本研究利用 120 首中國

流行歌曲，取各句歌詞的最後一個音節，利用MDS(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model)



來了解中國話的韻腳之間的心理聲學相似度(Psychoacoustic similarity)。本研究發

現以下兩點：第一，相較於替換韻尾鼻音(nasal coda)，替換母音（音節核）會對

心理聲學相似度有較大的影響；第二，雖然母音/ɛ/和/ə/都屬於同一個 underlying 
form /ə/，但它們在心理聲學上並不相似，由此可知會影響心理聲學相似度的是它們

的表層結構。之後 Seth WIENER 及 Kiwako ITO 發表題目為 Dialect-specific use of 
tonal probability in Mandarin word recognition。本研究旨在探討音節獨特性中的音

調可能性，對三種不同方言(普通話、吳語以及粵語)的音調系統產生字彙認讀和

存取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聽者的目標語言的經驗背景，會引導他們本身對於音

節獨特中音調可能性的識別力。Sun A Kim 的 Working memory in learning to read 
Chinese differences between native and non-native speakers of Chinese--Working 
memory 是影響中文 L1 與 L2 學習者閱讀中文字最重要的要素。對 L1 重要的是

visuospatial memory 可以幫助 L1 學習新的中文字。L2 重要的是 verbal working 
memory 可以幫助閱讀中文字。下午的時段原先有想要去聆聽的主題，因為端木

三教授安排本人去主持語意及實驗場次，因此未能有機會聽到相關主題。主持的

其中幾篇為 Di JIANG 的 The Types of Tibeto-Burman Consonant Cluster and Their 
Influence on Language Classification。本研究從藏緬語族語言的子音串結構著手，提

出了在藏緬語族語言中存在兩種不同類型的子音串結構，類型 A 是「強音加弱音」，

類型 B 是「強音加強音」。類型 A 是景頗-緬彝語支(Jingpo-yi languages)的特徵，來

源於有成熟的抑揚格詞(iambic words)的語言；類型 B 是藏-羌語支(Tibeto-Burman 
languages)的特徵，來源於早期的抑揚格詞的音變和去前綴化音變。Wuyun Pan 的

The syllabic structure of East Asian Languages。東亞語言的音節結構多可分成兩部

份-前與後。前是選擇性而後則子音的組成。Xiaonong Zhu的How to represent tone: 
introducing a new tonal model，介紹新的標聲調系統 RLM。其可以額外詳盡的記

錄 phonation types。第三天參加的場次為上午十點二十到十一點五十。Jing YANG
及 Robert A. FOX 的 Acoustic properties of vowel production in native Mandarin 
children and adults 提出，一般認為，兒童在 4 歲之前已經學會所有的母音，然而

測量的方法可能因為兒童的年齡、身心狀況而造成結果誤差，因而此實驗同時紀

錄靜態和動態的方式來觀察母音習得的過程。結果發現，當兒童長大後，他們仍

不斷修正其母音發聲方式，而非從此固定不變。Xinyue Cecilia YU 的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dative vari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本研究以兩種實驗測試

法籍中文學習者的中文與格變化的習得過程，同時根據語料庫得出兩項變化主

因：語構的長短以及直接/間接受格的資訊易達性，進而衍伸出十二種不同的情

境。本文再次分析並驗證語句的結構選擇確實會產生不同因素組合，研究結果更

進一步發現將語構長短與資訊易達性保持中立的情況下，每個原型的語格結構會

跟著一個受與動詞型態。Iris Chuoying OUYAN 的 Segments do not determine 
syllable perception: Tonal f0 and speech rate matter。一般認為，音節的察覺主要是

藉由音段而非超音段來判別，然而實驗研究發現,聲調 f0(local information)還有語

速(global information)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這次的會議由本人與碩班畢業



生，楊涵絜所發表的海報論文，題目為「Tone Acquisition in Taiwan Mandarin: An 
analysis of children’s production of disyllabic words」，內容是針對三名以台灣華語

為母語的幼兒(0;11, 0;11, 1;2)，分析他們雙音節詞中聲調出現之順序、正確率以

及聲調錯誤模式，並詳細描述幼兒於雙音節詞之聲調發展。Li & Thompson (1977)
指出高平調[55]及高降調[51]是最早習得的聲調，而在所有聲調都完全掌握以

前，幼兒易將高升調[35]及降升調[21]互相代換。Huang (2006)的研究結果顯示在

一歲五個月以前，聲調出現的頻率由高到低為[35]>[21]>[51]>[55]，正確率則為

[55]>[51]>[35]>[21]。此代表聲調之出現頻率與正確率可能並非為正相關。Yip 
(2002)提出聲調標記理論，指出聲調特性中較無標的為平調、低調、降調，而較

有標的則為曲折調、高調、升調，意即無標的聲調特性也許較常出現或較早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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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e Acquisition in Taiwan Mandarin: An analysis of children's 
production of disyllabic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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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scribe the frequency and accuracy rate of the four 
tones (plus neutral tone) in Taiwan Mandarin, based on observing monosyllabic and 
disyllabic utterances in six Mandarin-speaking children aged 0;10 to 1;0 for about 
seven months. The ordering of tone frequency was originally 
[55]>[35]>[21]>[51]>neutral, and the ordering of accuracy rate was originally 
[35]>[55]>[21]>[51]>neutral. However, the tone combination [21-35] in reduplicated 
words was produced in extremely high frequency and should be treated as the outlier. 
After excluding all tokens produced in [21-35] combination, the ordering of tone 
frequency became [55]>[51]>[35]>[21]>neutral, and that of accuracy rate became 
[55]> [55]> [21]> neutral> [51]. Based on these results, we found that [21] and [35] 
only presented high frequency and accuracy rate in [21-35] combination. Other than 
the [21-35] combination, the latter ordering agreed with the tone acquisition ordering 
reported by Li and Thompson (1977) and Zhu (2002).  
 
PREVIOUS STUDIES  

• Several researchers found that high tones or falling tones were acquired earlier 
than low tones or rising tones regardless of Mandarin1,7, Cantonese2,4, or 
Taiwanese3. However, evidence from the Thai5 data showed that 
Thai-speaking children acquired the rising tone earlier than the falling tone. 

• With regard to Yip’s (2001) theory of “minimize articulatory effort,” she 
proposed that contour, rising, or high tones would cost more effort and were 
more marked than level, falling, and low tones. The theory will be examined 
by cross-linguistic evidence from several previous tonal studies and from the 
results of this current study.  
 

METHODOLOGY 
• 6 subjects were longitudinally observed from 0;10-1;6 (M=3, F=3). 
• Monosyllabic and disyllabic tokens were included in analysis. 
• All tokens were included in the frequency analysis, but only tokens with clear 

target tones were included in the accuracy rate calculation. 
• The target tones were determined by the child-directed  speech spoken by 

their care-takers. 
 



RESULTS 
• There were totally 2062 speech tokens (588 monosyllables, 1474 disyllables) 
• Among the 1474 disyllabic tokens, [21-35] had been produced 513 times and 

was three times more th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was considered to be an 
outlier (Average=73.65, SD=114.13, Outlier>416.04.) 

• After excluding all [21-35] tokens, the results would be presented below.  
 

 

 

 
• Based on th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results (χ2=27.9, p<.001) presented in 

 [55] [35] [21] [51] Neut 
Number of 

tokens 956 437 381 565 163 
Frequencies 

of tones 38.2% 17.5 % 15.2% 22.6%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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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frequency ordering would be [55] > [51] > [35] > [21] > N. 
• In Figure 2, the differences of the five percentage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χ2=18.157, p<.001), so the ordering of the accuracy rates of the tones would 
be [55]> [51]> [35]> N> [21].  

 
CONCLUSIONS 
• The ordering of tone frequency ([55]>[35]>[21]>[51]>N) corresponded to that 

of the accuracy rate ([55]>[35]>[21]>N>[51]) with slightly different on the 
neutral tone. 

• [21-35] was the most frequent and most accurate tone pattern, but their 
accuracy rates dropped a lot when they show up in other tone patterns, so the 
tone pattern [21-35] tended to be acquired as a prosodic whole. 

•  All cross-linguistic evidence including the current study supported Yip’s 
(2001) constraints that contour tones is more marked than level tones. Data 
except for Thai agreed that rising is more marked than falling. There was no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constraint that high tones were more marked because 
children universally acquired high level tones earlier than low level t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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