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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语音，语音交际过程分为哪五个阶段，各阶段的内
容是什么？

 

语音是语言的声学实现，即传递语言信息的声学信号。

语音交际过程分为以下5个阶段：

1. 语义规划：出现发音的意图，大脑对信息处理和转化，将意图进行编码；

2. 语音产生：大脑控制发音相关器官的运动和调节进行发音，横膈肌挤压肺部产生气流，声门、声道
和唇齿震动发声；

3. 声音传递：声音主要由四个维度携带语音信号，包括音强、音长、音高和音质；

4. 语音感知：耳朵的复杂结构将声波的各个频率分解，并转换成电信号通过神经传递进大脑；

5. 语义理解：大脑将接收到的语音信号转化为可以理解的思想或信息，即对语音信息进行反编码，并
结合认知和记忆系统对信息进行处理和理解。

 

2. 语音的基本声学特征有哪些？请加以简要说明。  
音质：音质是指声音的特色和纯净度，即声音在传播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泛音和震动的复杂性。语音
的音质与声带、口腔、鼻腔、喉咙等发音器官的形状、大小、紧张程度等因素有关，此外还受到发
音方式、发音时气流的特点、声音的共振等因素的影响。

音强：音量是指声音的强度或响度，即声音在空气中的振幅。语音的音量与声带的紧张程度、呼出
气体的多少以及声音在空气中传播的距离有关。一般来说，声音的响度越大，声音传播得越远。 

音高：音高是指声音的频率，即每秒振动声带的次数。语音的音高与声带的长短、厚薄以及松紧程
度有关，一般来说，男人的音高较低，女人的音高较高。

音长：音长是指声音的持续时间，即声音从开始到结束的时间长度。语音的音长与发音速度、发音
时所需时间等因素有关，它可以用来表达说话人的情感和态度。

 

3. 汉语的音节结构，试举例说明各部分，以及各部分单元的
个数。

 

在汉语中，音节＝声母＋韵母＋声调，如：柯KE = 声母K + 韵母E + 第1声。

汉语音节结构各部分单元的个数：

声母：21个

韵母：39个

单元音：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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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面元音：7个

舌尖元音：2个

卷舌元音：1个
二合元音：9个

前响：5个

后响：4个

三合元音：4个

鼻韵尾：7个

复合鼻韵尾：9个
声调：5个

孤立音节声调：4个

轻声：1个

 

4. 从语音产生的过程说明辅音和元音的区别。  
辅音和元音的主要区别:

1. 气流方面：

1. 辅音口腔内有阻塞或挤压，气流强烈。辅音是由于声带振动或者气流受到阻碍而产生的。在发
音过程中，声带部分或全部振动，但并不像元音那样没有阻碍。气流通过口腔或鼻腔时，会被

口腔或鼻腔内部的形状或紧张状态所阻碍，这种阻碍就形成了辅音。因此，辅音通常带有某种

程度的摩擦、挤迫或阻碍的感觉。

2. 元音气流平稳，口腔内无明显阻碍。元音是在发音过程中，声带振动且气流不受阻碍产生的。
气流通过口腔时，不遇到任何显著的阻碍。口腔的形状、大小和紧张程度都适中，使得气流能

够顺畅地通过，这样的发音过程就形成了元音。因此，元音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无阻碍”的发音
方式。

2. 辅音视其发音部位（如摩擦、送气、阻塞）和方式（如唇、齿、硬腭、软腭、舌面、舌根、鼻）分
类；元音视声道长度、舌位和唇形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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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绘制语音产生模型框图，并加以简要说明。  

激励源

声带振动，产生不同音高和
音质的谐振源

声道调节

辅音和元音在口腔共振腔内
调节，产生共振峰

辐射

声音从口腔传到嘴唇形成语
音信号

冲激序列发生器

横膈膜有规律地挤压肺，产
生序列气流

随机噪声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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