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用語音故事書提昇兒童的外語腔調 

在全球化趨勢的影響下，全球大部份人都能運用兩種或以上的語言，以提昇個人的

溝通能力和競爭能力。現今香港學童在正規教育必須學習兩文三語，部份家長更會

額外安排外語課程給子女，故外語教育是在教育議題中重要的一環。 

第二語言（Second language）是指在習得母語後的任何語言，通常亦包括第三、

四語言。在學習第二語言時，最大的困難是要掌握該語言的音韻（Phonology）。

不少研究指出如兒童能於語言學習關鍵期（即 2-6歲）多與達至母語能力的外語人

士（native speaker）進行交流，獲得一定程度的第二語言輸入，他們便越容易掌

握外語能力，尤其在音韻和腔調上。然而，基於資源的限制，香港學校和家庭難以

持續地為學童提供這種外語交流的機會。 

隨著科技的進步，電子產品能提供一個既方便又便宜的外語學習平台，聆聽外語錄

音尤其常見，但究竟這種非交流性質的學習對提昇外語能力的成效到底如何？ 

針對以上有關第二語言學習的問題，香港大學的區潔芳教授和曹宏業博士聯同其他

學者展開了一項透過聆聽語音故事書以提昇英語及普通話腔調的成效研究，對象為

母語為粵語的數百名香港小一至小二學童。參與學童被隨機分配至英語組或國語

組，在家長和老師的協助下，他們在十八個月內有系統地聆聽由達至母語水平的外

語人士所錄製的英語或國語語音故事書，並在每次聆聽完畢後填寫紀錄表。 

研究結果發現兩組學童分別在英語或國語的腔調上均有顯著的改善，這證實聆聽語

音故事書這種非交流性質的外語學習能提昇學童的外語音韻能力，並能提供適當的

第二語言輸入。更有趣的是，在國語組的學童的進步增幅比英語組的較大，這估計

是因為粵語和國語在音韻、語法、詞彙上也頗為接近，故母語為粵語的學童在學習

國語時會較學習英語有優勢。 

雖然讓子女多聽多講，以外語與人進行互動仍是掌握第二語言的關鍵，但在有限的

資源下，聆聽語音故事書是一種低成本而有成效的第二語言學習方法，家長不妨可

參考以上建議，在家中融造一個外語學習的環境給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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