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语发音小课堂

单词重读、词组重读、句子重读、语音语调、连读技巧



单词重读
双音节单词：

名词、形容词、副词重音 往往在第一个音节上，之后轻声处理

如：

句子重读处理技巧稍后就来



单词重读 双音节单词：

动词重音 往往在后一个音节上

如：



单词重读 三个音节单词：

如：

如：

（重读与次重读）
如：



词组重读 名词短语 ：

重读在第一个词上（绝大多数时间）

如：



词组重读 动词短语 ：

重读在后面的副词上

如：



词组重读
形容词 名词 ：

重读往往在名词上（有时候也会两者都重读，表强调）

如：



词组重读
形容词 形容词 名词 ：

重读往往在第一个形容词和名词上

如：



句子重读
内容词（实词）被强调，功能词被弱化：

内容词：想要传达的信息（重要的信息或者是新的信息）
功能词：介词、冠词、 动词、关系代词、助动词

如：

（重要信息）

（新信息）



句子重读 内容词（实词）具体规则细化：

动词往往需要被强调，特别常见的除外
如：

动词 不定式：强调不定式里的动词



句子重读
内容词（实词）具体规则细化：

形容词需要被强调，尤其是形容词比较级和最高级

如：

那， 的重读在哪里？）



句子重读 内容词（实词）具体规则细化：

时间、地点状语往往需要被强调
如：



句子重读 内容词（实词）具体规则细化：

等强调性副词会被重读
如：

这类的
强调性词汇也会被重读



句子重读
内容词（实词）具体规则细化：

时间、数字、特殊名词 （人名 、地名 、名称 ）会被强调
如：

（副词强调） （数字强调） （动词强调）

（名词实词强调）

关系代词，常见动词，介词等功能词不做强调

（极端词强调） （地名强调）



句子重读
内容词（实词）具体规则细化：

否定式会被强调
如：



句子重读
功能词具体规则细化：

关系代词要被弱读处理
如：



句子重读

功能词具体规则细化：

从句中的引导词要被弱读处理
如：

这样的连接词往往弱
读处理



句子重读

练习：

明白一般规律和特殊情感处理之间的平衡关系。



语音语调

①感性模仿，跟读，练习， 纠正
都很重要。英语的流淌性和音乐性。

②明白单词重读、词组重读、句子重读规则是基础

③下面来了解常见句型的语音语调规则



语音语调
一般疑问句，结尾升调

如：



语音语调 特殊疑问句，结尾降调，重读在 上

如：



语音语调
列举时，逗号前面往往用升调

如：



连读技巧 连读技巧不是人们刻意发明的死规矩
而是遵循了省力原则

https://nscidiomas.com/en/novedad/what-is-connected-speech-and-why-is-it-important-in-language-learnning-147.php


连读技巧

连接辅音 辅音

同一辅音时，只发一个音
如：

（再快可以说



连读技巧 连接辅音 辅音

不同辅音时，当前一个单词结尾辅音以 结
尾，后一单词是任意辅音开头，遵循失爆原则：
如：

前提，辅音结尾的单词能发抓准



连读技巧

连接辅音 元音

辅元结合
如：



连读技巧 连接元音 元音

元元结合 ：
①以 或 结尾，后面接 发音
如：

②以 或 结尾，后面接 发音
如：



连读技巧 同化现象

① 遇到 发 ʒ

如：

② 遇到 结尾 发 ʃ

如：



连读技巧 重 弱读版本

① 弱读处理
如：



连读技巧 重 弱读版本

② 关系代词弱读处理
原 弱读
原 弱读
原 ɜː 弱读 ɜː

原 ː 弱读 ʊ

原 弱读

如：



理论 实践是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