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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以韩礼德音系学理论为理论框架，借助 Praat 语音分析软件，从音长、音

强和基频三个参数切入，对两本语言教材的课文进行分析，以探究英汉信息焦

点语调特征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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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外语学习者过于重视音素的音准而忽略语调的学习，导致说出来的英语没

有“洋腔洋味”。语调是语言之魂。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语调的重要性并不

在于它是纯正口音的必要条件，而是因为语调是表达意义的重要手段（Halliday，

1970）［1］。在口语实操训练中，有时不恰当的语调与话语的糅合体所呈现出的

效果，会与说话者原本计划想表达的含义背道而驰，从而容易导致听者误解。

此外人们会根据不同的信息焦点，而采取不同的语调模式。随着实验语音学的

兴起，语调对比不再只是通过宏观层面进行对比，而是运用实验手段让语调对

比可视化。近些年来，很多学者都对英汉语调进行了研究，但对信息焦点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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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特征对比研究还不够全面系统。

本文以英汉信息焦点的语调特征为研究对象，以两本外语教材的课文录音

为研究语料，基于韩礼德音系论的 3T 理论和信息结构理论（Halliday，1967）［2］，

借助 Praat 软件，分析英汉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承载词的语调特征差异。

全文分为四章。第一部分引言，阐明了本研究选题的来源动机，并简要介

绍了本文的篇章结构。第二部分文献综述，总结了汉语语调、英语语调以及英

汉语调对比的相关研究。第三部分为研究方案，介绍了理论基础、提出了研究

问题、研究语料、研究工具。第四部分是研究发现，呈现了详细结果与分析。

第五部分，总结全文，简述文章意义，并基于文章的局限性提出了未来研究的

方向。

2  文献综述

2.1  汉语语调研究

现有汉语语调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汉语语调本体研究：如赵元任（2000）［3］将汉语的字调和语调分

开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语调是字调 + 语调的代数和，首次构建汉语语调构造

雏形。曹建芬（2002）［4］和林茂灿（2004）［5］都探讨了汉语升调与语调的关系。

石锋创立了语调格局以及计算各项指标的计算公式。石锋（2009）［6］研究了汉

语普通话陈述句语调的起伏度。秦祖宣（2014）［7］表明汉语语调实现形式具有

多样性。研究汉语语调应首先区分音高语调和非音高语调。前者运用音高作为

表达手段，后者主要采用时长、音强、语速、噪音音质等非音高语音特征。音

高语调可用 AM 理论分析，而非音高语调的特征系统没有确立。

（2）与其他领域的交叉研究：如对韵律语法学研究：冯胜利、施春宏

（2021）［8］梳理韵律语法学的构建历程，对一些元语言学问题进行思考，以重

新审视韵律语法学的理论架构及学理意义。

（3）对信息焦点及边界调研究：杨国文（2021）［9］讨论汉语小句的尾调

及末尾音节的声调变化；秦鹏（2021）［10］探寻汉语信息焦点和对比焦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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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语调证据；许峰（2020）［11］讨论了汉语否定焦点的韵律分析；林茂灿

（2004）［12］汉语边界调及基频模式。

（4）实证研究：如温宝莹（2018）［13］以语调格局的研究思路，分别采

用起伏度、停延率和音量比等方法对语调的音高、音长和音强进行定量分析。

2.2  英语语调研究

现有英语语调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语调的构成和功能：康纳和阿诺德（Connor & Arnold，1973）［14］将语

调结构细分为调冠、调头、调核及调尾。每个组成部分都有专属语调，整个语

调结构的语调是各部分语调的有机结合。他们提出了英语的十大基础调型。韩

礼德（1967）［15］强调语调的信息传递功能。韩礼德（1994）［16］提出了语调的

三个选择系统：Tonality、Tonicity 和 Tone。威尔斯（Wells，2006）［17］表明，人

在说话时面临三个决定：如何将话语分成不同的语块，何时使用重音，使用什

么样的核心调，而这三个方面依次为韩礼德所说的“三 T”系统——Tonality、

Tonicity 和 Tone。威尔斯按照这三个方面逐一展示了如何识别和模仿各种英语

语调模式，并结合大量实例阐释了各语调范式的含意用法以及调核位置与信息

焦点的关系。还有很多学者也从英语语调的不同功能展开研究（Cruttenden，

1997；Coulthard，1985；Crystal，1976，1997；Bolinger，1989；Brazil，1980；

王植松，1993；Gussenhoven，2004）［18，19］。

（2）与其他层面的研究：如与语用相关：熊薇（2020）［20］从信息结构的

角度探讨了语调功能在会话中话语意义的研究；如与音系学相关：国内有不少

学者引进了相关音系学研究，从韵律音系学、生成音系学和优选理论角度，发

表了多篇文章，让英语语调研究不再只停留在音高、音长、音强这些声学参数

层面，也不再只停留在声音本身，而是跨越了语言多个不同的分支，譬如词法、

句法等（宫齐，1993，1995，2000，2020）［21-25］。

（3）实证研究：多为研究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语调习得问题（肖娟娟，

2019；卜友红，2016；毕冉，2013）［26-28］；还有研究语调与性别的关系（蒋红柳，

2009，2012）［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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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英汉语调对比研究

国内外学者为了研究语调对比，筚路蓝缕，从无到有再到精，构建各式语

调对比理论系统。皮埃安贝尔（Pierrehumbert，1980）［31］首次将自主音段音系

学与节律音系学结合起来，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语调研究的理论框架，即“自主

音段—节律”理论，简称 AM 理论。石峰（2013）［32］构建语调格局，不断深化

和推进不同语言的语调研究，以揭示不同语言的语调中存在的规律和共性。李

爱军（2017）［33］的语调类型学研究旨在揭开英汉语调的共性和差异。

另外很多学者提倡从语用学入手，研究语调对比。如唐宏伟（2009）［34］提

出可以构建在线英汉词典的语调信息模型。蒋红柳（2018）［35］提出不同语言间

在语调与韵律等超音段的语音实现上有较大差异，但在语调的话语功能方面则

有诸多的相似性，如不同语言大多以降调表示陈述性话语，以升调表示疑问性

话语等。吕明（2011）［36］对比分析了英汉语调话语功能，指出信息焦点转移会

导致语调选用和调核位置发生变化，并指出英汉语调的话语功能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提示信息焦点（区分主次信息）：改变调型和调核位置（调核位置及调型）、

克里斯特的语调从属（音域、语速、力度、音高变化幅度）；二是维持话语交

际顺利进行。大多对于信息焦点，也就是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的研究并没有系

统的理论基础，也没有使用足够的语料进行声学分析，故本文想以此为研究起点，

探寻英汉信息焦点的语调特征异同之处。

3  研究方案

3.1  理论基础

本研究基于韩礼德信息结构观和语调观，来探讨英汉信息焦点语调特征。

韩礼德（1967）提出了英语语调三重系：tonality、Tonicity 和 Tone。韩礼德

对语调的另一个贡献是有关信息结构的概念，也就是语调的语义系统，这一点

也往往被大多数人所忽略。韩礼德认为，语调并非和音系的其他部分整合在一起，

而是和语言的其他方面整合在一起的，比如句法、言语行为甚至态度（赵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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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7］。韩礼德将信息分为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口语语篇中处理已知 / 未

知信息的载体就是语调。语调不仅在小句内建立信息结构，还可以不受句法结

构成分的限制表达整个语篇的信息结构。语调可表达语篇中信息单位之间的某

种逻辑关系。语调系统与信息结构系统是互相匹配的，调核是语调的主要成分，

是区分信息焦点的主要手段和标志，调群是划分系统，将语篇组织成为一个一

个的“信息单位”。调核标志着信息含量最突出的部分。未知信息 / 已知信息或

信息容量与音调重音密切相关。如果在一定特定语境中，一个词的出现越是容

易推断，它的信息量就越小。音调重音通常落在那些信息含量大的词上。将语

调与话语联系起来研究无疑可以更加全面地分析和阐释说话人日常交际中使用

语调的不同功能。

3.2  研究语料

本研究分别在教材《听见英国》和《发展汉语（第二版）中级口语 II》各

抽取一篇场景类似的课文作为研究语料。两本素材课文都是基于一定场景设定

的会话，内容实用，表达地道，且播报者均为发音纯正的本族人士。因为各

国都有众多方言，故本文只研究中文普通话和英式英语（以 Modern Received 

Pronunciation 为准）。教材措辞严谨权威，文本长度适中，发言人都发音纯正，

能规避不少相对不可控的指标，如文本质量和播报人语音质量等。

3.3  研究问题

本研究试图探究以下三个研究问题：

a. 英语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的语调特征是什么？

b. 汉语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的语调特征是什么？

c. 英汉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的语调特征有什么异同？

3.4  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依靠 Praat 来分析录音材料。Praat 语音学软件，全名是 Praat：

doing phonetics by computer。Praat 在荷兰语中是说话或交谈的意思，由荷兰阿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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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丹大学保罗·布尔马斯和大卫·韦宁克（Paul Boersma & David Weenink）两

教授创作。Praat 是一款跨平台的多功能语音学专业软件，主要功能是对自然语

言的语音进行采集、分析和标注，并执行包括变换和滤波在内的多种处理任务，

产生分析结果文字报表和语图，能够输出精致的矢量图供用户使用。通过语图

可以看出音段发音特点，如共振峰（舌位前后高低）、清浊、音长等特征；通

过音调高低走势曲拱图，可以看出停顿，重音，节奏等语调特征。（何旭良，

2015）［38］具体参数见图 1。

注：上半部分是声波，蓝色竖线是脉冲，下半部分的灰色阴影是语图，红色斑点是共振峰，

蓝色线条是基频基频，即语调走势曲拱，黄色线条是音强，横轴是时间，纵轴是频率或分贝。

图 1  汉语“麻烦吗？不麻烦”的 Praat 图谱

Figure 1 Praat spectrogram of “ 麻烦吗？不麻烦 ”

3.5  数据处理

本 研 究 基 于 韩 礼 德 功 能 音 系 学 理 论 3T 理 论（Halliday，1967；Wells，

2006），将所有录音以播音员朗读的方式进行调群、调核和调型的简易手写标注。

调群用斜杠，调核用下划线，调型走势用箭头来区分。调核也是承载信息的信

息焦点词，绘制表 1 和表 2（信息词用加粗字体表示）。借助 Praat 语音分析软

件对语音材料进行声学分析，主要是考察所有信息词的三个声学参数：音长，

音强，基频，最后通过 Excel 进行统计对比分析以探寻 3.3 中三个研究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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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发展汉语（第二版）中级口语Ⅱ》语料课文中的信息焦点词

Table 1 Information focus in a Text of Developing Chinese (Second edition) 

Intermediate Speaking Course Ⅱ

大卫：你这个周末 / 有时间吗？ 
王楠：应该没什么事儿，需要我 / 帮忙吗？ 
大卫：我想 / 办张银行卡，要不 / 买东西 / 太不方便了。
王楠：我周六、/ 周日 / 都有时间。
大卫：办卡 / 麻烦吗？
王楠：不麻烦，带上 / 你的护照 / 和学生证，去银行 / 填张表 / 就行了。
大卫：你觉得 / 哪家银行 / 比较可靠？
王楠：我个人觉得 / 都差不多。
大卫：是不是 / 国有银行 / 比较好？
王楠：国有、/ 非国有 / 都一样，就去 / 中国银行吧。我的卡 / 就是在那儿办的。
大卫：那你看 / 周六 / 可以吗？
王楠：可以，到时候 / 提前给我打电话 / 或者发短信。
大卫：真是 / 太谢谢你了。
王楠：嗨，跟我 / 你还客气什么！

表 2  《听见英国》语料课文中的信息焦点词

Table 2 Information focus in a text of British English in Action

Bank Clerk: Good morning, may I help you?
Customer: Yes, I’d like to open a new bank account if possible?
BC: Certainly. Are you already a customer / at NatWest Bank?
C: Urm. No, this will be my first account here.
BC: OK. So first, please fill in this application form. Name, address, telephone number, any other banks 
you are using, and what you do.
C: I’m a university student. Is that OK?
BC: Sure. Anyone over the age of 18 / can open a current account alone / but people under 18 / need to 
have their parents’ approval.
C: That’s OK then. l’m 24 years old.
BC: OK. And then / you will need to give us some identification. For example your driving licence, 
student ID with a photo, birth certificate...
C: I’ve got my driving licence.
BC: OK. And finally we need something to show you address. How long have you been living at your 
current address?
C: About two months. Before that, I was living in the halls of residence at my university.
BC: OK. But now you’re paying rent / for a house /or flat?
C: Yes. I’m sharing a house with two other students / and we share the rent.
BC: OK. Can you fill out this form / to show where you live? Then you will need to bring a copy of your 
last two months’ rent payments, and an electricity bill or gas bill, which shows your address. The bill 
must be for this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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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hat sounds OK.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 need?
BC: No, that’s it. I’ll just give you this pamphlet and until next time, if you’ve got any questions, call 
this free phone number / at 0800-754-3324 or visit our website. The address is in the pamphlet.
C: Thank you.

4  研究发现

4.1  英语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的语调特征

通过语调，听者能够分辨出话语中的哪些信息是未知的，哪些信息是已知的。

说话者利用语调手段让消息中的某些部分成为焦点，其他部分失去焦点。也就

是说，为了强调或突出某些部分，说话者可以通过调型选择和重音转移来做到

这一点。通过这种方式，说话者可以强调这个词是他们最想传达的信息焦点。

在英语中，调核位置会受到单词或话语是否包含已知信息或未知信息的影响

（Wells，2006）。一个信息单元由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组成。在口语中，信息单元

以语调单元来体现，每个语调单元都有一个调核，一般来说调核就是信息焦点，即

未知信息。因此，句子中的信息焦点可由调核位置来决定。在一个语调单元中，调

核位置与信息焦点密切相关，调核承载着未知信息，且通常位于最后一个实词的重

读音节上。根据表2，收集材料中的所有未知信息落在最后一个实词的情况，绘制表3。

表 3  英语常规现象——未知信息落在最后一个实词上

Table 3 Common English phenomenon — unknown information falls on the last 

content word

C: I’d like to open a new bank account if possible?
BC: Anyone over the age of 18 / can open a current account alone / but people under 18 / need to have 
their parents’ approval.
BC: …you will need to give us some identification. 
BC: …we need something to show you address.
C: …I was living in the halls of residence at my university.
BC: …you’re paying rent / for a house /or flat?
C: …we share the rent.
BC: Can you fill out this form …? … which shows your address.
C: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 need?
BC: I’ll just give you this pamphlet. … The address is in the pamphlet.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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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如果最后一个实词承载的是已知信息，那么它就没有逻辑重音。在本

文的研究语料中，如果最后一个实词包含已知信息，说话者应避免将调核

放在已知信息上。因此，调核位置变化通常也标志着未知信息的位移。在

口语中，说话者为了突出自己希望传达的信息焦点，他们会调整调核位置。

信息焦点随着调核未知变化而变化，这就是对比焦点，它使未知信息突出。

根据表 2，收集材料中的所有未知信息没有落在最后一个实词的情况，绘制

表 4。

表 4  英语对比焦点——信息焦点随调核变化

Table 4 English Contrastive focus — Information focus changes with the 

nucleus

C: I’d like to open a new bank account if possible?
BC: Are you already a customer / at NatWest Bank?
C: Urm. No, this will be my first account here.
BC: OK. So first, please fill in this application form. Name, address, telephone number, any other banks 
you are using, and what you do.
C: I’m a university student.
BC: Sure. Anyone over the age of 18 / can open a current account alone / but people under 18 / need to 
have their parents’ approval.
BC: For example your driving licence, student ID with a photo, birth certificate...
C: I’ve got my driving licence.
BC: How long have you been living at your current address?
C: About two months. 
BC: But now you’re paying rent / for a house /or flat?
BC: Then you will need to bring a copy of your last two months’ rent payments, and an electricity bill or 
gas bill, which shows your address. The bill must be for this month.
BC: No, that’s it. I’ll just give you this pamphlet and until next time, if you’ve got any questions, call 
this free phone number / at 0800-754-3324 or visit our website.

有时，已知信息不一定是通过重复信息词来实现的，还可以通过使用同

义词、或意义更宽泛的词来重复已知信息，用不同的词来表达已经提到的信

息。说话者可以在重复的已知信息词上保留一定程度的重音，通常带有语调

起伏。根据表 2，收集材料中的所有通过使用同义词来重复已知信息的情况，

绘制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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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英语同义指代——重复已知信息

Table 5 English synonymous anaphora — repetition of known information

C: That’s OK then.
C: Before that, I was living in the halls of residence at my university.
BC: No, that’s it.

有时同一个词信息词，随着话语的进行，会从未知信息变为已知信息，调

核位置和信息焦点也会随着改变。根据表 2，收集材料中，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

用环境中呈现不同调值的情况，绘制表 6。

表 6  英语同一个词的不同调值现象

Table 6 Different pitches of the same English word

C: I’d like to open a new bank account  if possible?
BC: Are you already a customer / at NatWest Bank ?
C: No, this will be my first account  here.
BC: So first, please fill in this application form. Name, address, telephone number, any other banks  you 
are using, and what you do.
BC: Anyone over the age of 18  / can open a current account  alone / but people under 18  / need to have 
their parents’ approval.
BC: And finally we need something to show you address . How long have you been living  at your current 
address ?
C: About two months. Before that, I was living in the halls of residence at my university.
BC: But now you’re paying rent / for a house  /or flat?
C: I’m sharing a house  with two other students / and we share the rent.
BC: Can you fill out this form / to show where you live ?

4.2  汉语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的语调特征

英语是重音式节拍语言，汉语是音节式节拍语言。根据赵元任的说法，汉

语重音首先体现在音高和音长上，然后是音强。汉语的重音分为正常重音、对

比重音和弱重音三种。在包含正常重读的一串没有停顿的音节群中，最后一个

实词最突出，然后是第一个词，最后是中间的词。根据表 1 所收集的语料，绘

制如下表 7、表 8 和表 9。



·113·
英汉信息焦点语调特征对比2022 年 3 月

第 4 卷第 1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lin	 https://doi.org/10.35534/lin.0401010

表 7  汉语常规现象——未知信息落在最后一个实词上

Table 7 Chinese conventional phenomenon — unknown information falls on the 

last content word

大卫：你这个周末 / 有时间吗？ 
王楠：我周六、/ 周日 / 都有时间。
大卫：办卡 / 麻烦吗？
王楠：可以，到时候 / 提前给我打电话 / 或者发短信。

表 8  汉语对比焦点——信息焦点随调核变化

Table 8 Chinese contrast focus — information focus changes with the nucleus

王楠：应该没什么事儿，需要我 / 帮忙吗？ 
大卫：我想 / 办张银行卡，要不 / 买东西 / 太不方便了。
王楠：不麻烦，带上 / 你的护照 / 和学生证，去银行 / 填张表 / 就行了。
大卫：你觉得 / 哪家银行 / 比较可靠？
王楠：我个人觉得 / 都差不多。
大卫：是不是 / 国有银行 / 比较好？
王楠：国有、/ 非国有 / 都一样，就去 / 中国银行吧。我的卡 / 就是在那儿办的。
大卫：那你看 / 周六 / 可以吗？
大卫：真是 / 太谢谢你了。
王楠：嗨，跟我 / 你还客气什么！

表 9  汉语同一个词的不同调值现象

Table 9 Different pitches of the same word in Chinese

大卫：你这个周末 / 有时间吗？ 
王楠：我周六、/ 周日 / 都有时间。
大卫：办卡 / 麻烦吗？
王楠：不麻烦，带上 / 你的护照 / 和学生证，去银行 / 填张表 / 就行了。
大卫：你觉得 / 哪家银行 / 比较可靠？
王楠：我个人觉得 / 都差不多。
大卫：是不是 / 国有银行 / 比较好？
王楠：国有、/ 非国有 / 都一样，就去 / 中国银行吧。
大卫：那你看 / 周六 / 可以吗？

汉语中，重音除了会落在最后一个实词上，还会在一些更确切的信息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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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汉语还会重读情感系列表达，如“我想”“应该”“要不”等，这

与民族性格也有关。汉语民族通常会使用些语言手段让措辞更委婉。

4.3  英汉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的语调特征的异同

英语中，一般规则是未知信息重读，已知信息不重读，最后一个实词的重

读音节通常为调核带有逻辑重音。调核承载着未知信息。但这个规则是否适用

于汉语呢？下面将从音长、音强和基频的角度讨论英汉语调特征上的异同之处。

4.3.1  音长

根据统计数据，所有承载未知信息的词都延长了音长，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

也就是说，在音长方面，英汉都倾向于延长信息词音长来凸显未知信息，不过

汉语的音长平均增值大于英语。

4.3.2  音强

英汉所有承载未知信息的词音强值基本上都大于平均音强值。在汉语中，

未知信息的词音强会受词序和字调的影响。但也存在几处差异：汉语中，具体

的词音强会比抽象的词高。汉语中情态表达的音强会比英语更重。

4.3.3  基频

与汉语相比，在英语里，基频的扩展更有助于突出未知信息。汉语中并非

每个信息词都会进行音高扩展，但在英语中每一个信息焦点词都伴随着明显的

音高扩展。这些发现符合这两种语言的特性：英语是重音式语言，而汉语是声

调式语言。

5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韩礼德 3T 理论，标记研究语料，再从音长、音强和基频三个方面

分析比较了英汉信息焦点的声学特征。通过上述研究，主要发现如下：

（1）英语中，通常最后一个实词会承载一个调群的信息焦点。但当调群中

有承载未知信息的词时，该词就会代替句末最后一个实词，成为调核所在，音

长会延长，基频也会拉长，音强变化不显著。

具体表现为：承载未知信息的音节音长显著增加；音强在未知信息凸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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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作用不明显；承载未知信息的音节基频走势与其所承载的句型显著相关。句

末实义词往往为承载未知信息的调核音节。

（2）在汉语里，未知信息的凸显主要借助于延长音长和加大音强来实现，

但基频变化不明显。也就是说在三个参数指标中，音长和音强比基频起着更加

明显的作用。

具体表现为：就音长而言，承载未知信息的音节音长明显长于语调短语

内的其它音节；承载未知信息的音节音强明显高于其他单节；承载未知信息

的音节基频受到字调和语调的双重影响；句末实义词往往为承载未知信息的

调核音节。

（3）在已知信息的未知信息的语调特征方面，英汉的相似之处有：音长在

未知信息凸显方面都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在含有未知信息的句子中，承载未知

信息的音节音强都明显高于已知信息；调群中最后一个的实义词往往是承载未

知信息的核调音节。

英汉的不同之处为：汉语更倾向于使用加大音强来凸显未知信息；而英语

更倾向于扩大基频来凸显未知信息。也就是音强在汉语中凸显未知信息的作用

更加显著，而在英语中基频的作用更加明显。

除此之外，本文还得到了一些额外发现。英语语流中，停顿处不会很多，

但汉语中通常会伴有较为明显的停顿。英语中即使有停顿，也是在保证音衔接

顺畅的前提进行的，如会出现连读、省读、同化等现象辅助语流进行。另外句

中停顿或意群间断句时，英语中往往会使用平调、低升调、高升调、降升调，

而汉语通常只会保持自身字调的基础上戛然而止，不作额外的语调处理。这些

发现也符合这两种语言的特性：英语是重音式语言，而汉语是声调式语言。

6  意义与不足

本研究为外语教学、跨文化交际及言语交际，并对英汉对比的进一步研究

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在了解英汉在呈现信息焦点时语调特征的异同

之后，学习可以更有针对性。在语调教学过程中，语言学习者也可以借助可视

化声音软件辅助语调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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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望日后研究者可留意。譬如：

（1）本研究语料仅涵盖一个相似场景的对话，语料过少。英语只选择了

《听见中国》的“办理银行卡”的话题，汉语也只选择了《发展汉语：中级口

语 II》的“开通银行账户”的话题。日后研究可以扩大场景对话规模。

（2）本研究语料的发言人均为发音地道的本族人，但年龄性别不统一。未

来可以将性别差异、年龄差异等纳入研究范围内。

（3）本研究语料只涉及教材。影视剧、新闻、演讲、有声书、讣告等题材

都可成为语料来源。

（4）本研究只使用了 Praat 和 Excel 统计和分析数据，但得出结果后续并没

有借助 SPSS 来分析各项指标间的关系及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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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trastive Study of Intonation Features of 
Information Focu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Lu Yuti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Abstract: This research uses Halliday’s phonology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uses Praat speech analysis software to analyze the texts of 

two language textbooks from three parameters of duration, intensity, and 

fundamental frequency to explore intonation features of the information focu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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