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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汉语国际教学不断发展，针对不同国别的汉语教学是减少母语负迁移造成偏误的一种重要方法，

因此国别化教学也成为了汉语国际教学的研究热点之一。韩国学生在实际掌握时，对于汉语存现句这一

重点的习得情况并不理想，偏误较多，这是由于汉语与韩语在认知和表达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根据

文献和语料库数据，分析以韩语为母语背景下的学生在习得汉语存现句时易产生的误加、遗漏、错序等

偏误，综合韩语母语负迁移以及存现句本身区别于其他汉语句式特点等原因，结合“构式–语块”理论

确定存现句的教学重点和难点，研究针对韩国学生的汉语存现句教学策略，以期提高汉语存现句的教学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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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stant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Chinese teachers should adopt 
different method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which will reduce the bias caused by a negative transfer 
of native language. Therefore, country-specific teaching has become one of the research topic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The acquisition condition of Korean students failed to achieve the 
expected level in the aspect of existential sentence structure. They generally made some mistakes 
arising from the difference of cognition and expression between Chinese and Korean.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incorrect addition, omissions, and misplacement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exis-
tential sentences for Korean-speaking students according to literature and corpus data. Then it 
will adopt the construction-chunk approach to find the teaching focus and difficulty of the existen-
tial sentence according to the negative transfer of the Korean native language and the unique cha-
racteristics of Chinese existential sentence,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iciency of Chinese exis-
tential sentences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eaching strategies of Chinese existential sentences for 
Korean students on basis of the analysis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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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汉语中的存现句，《实用现代汉语语法》界定其为：从意义上来说，它表示某个处所存在着某

一事物，或某个处所有某种事物出现或消失；从形式上来说，存在句的句首为表示处所的词语，而表示

存在、出现或消失的人或事物的名词总是位于谓语动词后。[1]例如“桌子上放着一本书”。 
作为现代汉语中很有特点的一种句式，存现句也一直是语法学界的热门研究对象之一。它不仅结构

特殊，对动词有特殊的要求，而且有特殊的表达功能。它的表达功能主要是描写客观环境、人物的穿着

打扮和姿态等，是解释性、描写性的。 
在很多语言中，存现句都是一种出现率较高的句式，活跃于人们的交际和书面语之中，例如汉、韩、

藏、壮、日、蒙、英、法、德等，这是由人类认识世界的需要以及生存和交流的需要决定的，且不可替

代。但不同语言的存现句表达形式不同，例如汉语存现句的一般句法形式为“处所词 + 存现动词 + 存
现主体”，英语存现句的一般句法形式为“There + VP + NP (+PP)”。 

此外，相比于其他语言存现句，现代汉语存现句还有很多不同之处，例如许多语言中存现句的处所

词作状语成分，而现代汉语中的处所词作为存现句的首段部分等。因此现代汉语存现句的特殊性在一定

程度上加深了汉语教师的教学难度与外国学生的习得难度，许多学生在学习汉语存现句是会出现较多偏

误。因此，不仅能否教好存现句成为了汉语老师教学能力的重要指标，能否完全掌握和运用存现句也是

衡量外国学生中文水平的一个重要语法点。 
由于存现句与生活息息相关，汉语学习者在初级阶段就会接触到此语法点，但也由于其使用频率高、

句式形式多等特点，学生在掌握汉语存现句时较容易产生偏误。例如韩国学生，在受到了韩语语序及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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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存在句表达的影响下，产生偏误的现象十分普遍。传统的存现句本体研究取得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但

将其直接运用到教学上却没能取得一样的成绩，例如在教学上学生对存现句的语序并非汉语传统 SOV 语

序感到疑惑选择回避存现句等现象。而近年构式理论的发展为存现句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在本体和理

论研究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通过联合构式理论与语块理论对存现句进行分析，学者们提供了一些新的

理论分析方法，但理论研究转化为实际教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在实际教学中把汉语存现句丰富的

本体研究成果运用起来，就成了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2002 年起，在韩国境内学习汉语的人数就开始成倍增长，来华的韩国留学生人数也不断增加。“汉

语”在韩国发展的同时，在针对韩国人进行汉语教学方面，存在着一些共性问题以及不足之处。本文试

图以对韩存现句教学为例，运用认知语言学和“构式–语块”理论，对他们在使用存现句中的偏误进行

分析和归因后，总结出对韩存现句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2. 理论基础 

人类语言具有共性，而各语言又有各自的特性，这几乎已是语言学界公认的事实。对外汉语教学不

仅应当以学习目标、学习策略和教学方法为中心，同时应当关注学习者的认知能力。通过认知途径的分

析与支持，利用认知语言学的工具来研究和描写学习策略，将更能发挥学习策略在学习者习得过程中的

作用。因此本文拟用认知语言学的眼光去发现和研究汉语存现句共性与个性，探讨存现句的认知动因。 
在传统语法、功能语法等基础上，存现句的本体研究和理论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增进了学界对

该语言现象的了解。但不可否认的是，学界对存现句的概念、分类、教学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多争议，这

是由于用之前的理论对存现句的分析解释有局限性。随着近几十年来的认知语言学，尤其是构式语法的

兴起，使得存现句的研究思路得以拓宽，弥补了存现句难与传统语法分析方式“主–谓–宾”或“施–

动–受”相符的困境，在本体和教学方面都有了丰硕成果。 
构式语法理论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认知语言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源于菲尔墨等人对

英语习得个案“let alone”的研究。在该研究中“let alone”被定为成“construction”。之后 Goldberg 在

菲尔墨等人观点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该理论一经问世，便相继受到了海外和国内语言学界的

高度关注，并成为当代语言学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 
构式语法是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语法研究的基础上，由不同的学者还有流派组成的新语法理论体系。

[2]本文中主要借鉴的是以 Goldberg 为代表的构式语法。其派主张构式是一种是形式以及意义相互结合的

一种十分复杂的语言符号，利用整体的观点来对句子进行研究，从而帮助研究者们更合理地解释语言现

象。和传统意义上的语法分析相比，构式语法认为构式从语法意义上来说是独立的，把它当作基本的语

言组成单位，这对语言的应用是十分有参考价值的。构式语法理论是从认知语言学发展过来的，因此对

语言解释尤其是像存现句这样比较特殊的句式有更好的分析思路。 
构式语法按照现实–认知–语言这一认知模式进行语言分析。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利用这

种语法模式进行教学，是符合第二语言学习的规律以及学习者的认知要求的。赵金铭认为，研究教学语

法实际上就是主要对用法的研究。正是基于上述的原因，我们应该在存现句教学的过程之中引入构式理

论分析以及教学的方式。 
语块(chunk)是人类信息加工过程之中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而这一理论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按照心

理学所提供的数据，对语言进行编码或者是解码。一个句子表面上来看是一个个单词或者是词组组成的，

但是加工过程中确是由语块所构成。因此，本文拟用“构式–语块”理论的眼光去发现和研究汉语存现

句共性与个性，探讨存现句的认知动因、构式组成(包括内部的语块内容)，以期有助于提高现代汉语存现

句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教学和习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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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语料库的韩国学生存现句偏误研究 

在《韩国学生系的汉语存现句的偏误研究》(张敏 2016) [3]中，该作者对韩国蔚山 HSK 北京语研学

院的学生做了问卷调查，并根据结果进行了偏误分析。分析结果发现，韩国学生在存现句的习得过程中

化现频率最高的偏误依次为：错序、Ｂ段动词后趋向补语和助词偏误、“有”“是”误用。学生出现的

偏误受认知因素、母语负迁移、学习策略和教师教学策略的影响。其中，不同类型的存现句偏误及其提

出的对应教学重点如下： 
1) 韩国学生在习得“有”字和“是”字存在句时主要存在以下偏误：“有”“是”误用、中段动词

偏误(误用“在”)、处所词前误加介词。因此教师在讲解“有”字和“是”字存在句时的重点是让学生掌

握“有、是、在”的使用情境。 
2) 韩国学生在习得“动词 + 着”和“动词 + 了”存在句时存在以下偏误：动词后助词遗漏、错序、

处所词前误加介词。教师在讲解“动词 + 着”“动词 + 了”存在句时的重点强调动词后必须加助词以

及首、中、末段顺序问题。 
3) 韩国学生在习得出现类隐现句时存在以下偏误：错序、中段动词后趋向补语和助词偏误、回避。

教师在讲解出现类隐现句时的重点是强调首、中、末段顺序以及中段动词后趋向补语和助词的使用。 
4) 韩国学生在习得消失类隐现句时主要存在以下偏误：错序、隐现动词偏误、处所词前误加介词。

教师在讲解消失类隐现句时的重点是强调首、中、末段顺序以及隐现动词使用问题。 
5) 韩国学生有明显回避使用存现句的倾向，尤其是回避使用隐现句。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存现句偏误研究及教学设计》(张莉敏，2012)中，该作者针对 HSK 动态作文语

料库及其在蒙古科技大学任教期间收集的学生练习和作文进行了偏误统计，结果如下：(表 1)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each type of bias 
表 1. 各类型偏误分布情况 

类型 
偏误率 错序 误用 遗漏 冗余 误加 句式杂糅 过度泛化 规避 

错次 18 31 50 8 19 9 12 13 

比例 11.3% 19.4% 31.3% 5% 11.9% 5.6% 7.5% 8.1% 

 
张盈盈在《韩国中级阶段留学生习得汉语存现句的偏误分析及教学策略》(2016) [4]中对就读于辽宁

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韩国中级阶段留学生进行了 53 份问卷调查，结果如下： 
韩国中级阶段留学生习得汉语的偏误用例共 647 例，其中误用共 313 例，占总数的 48.4%；误加共

100 例，占总数的 15.5%；遗漏共 116 例，占总数的 17.9%；错序共 118 例，占总数的 18.2%。由此可见，

误用偏误所占偏误比例最大，遗漏次之，错序较小，误加的偏误比例最小。 
同时，本文也在中山大学中介语语料库基础上，通过韩国国别搜索随机抽取了编号为 3903 到 4128

中共 87 篇汉语文章(均为中山大学国际汉语学院韩国留学生日常作文和综合课的写作练习)。并采用鲁健

骥(1994)的意见，按偏误的性质将其分为遗漏、误代、误加和错序四类。87 篇文章中共出现典型(非变式)
存现句共 43 句，其中偏误句 17 个，约占 39.5%。遗漏、误代(即应用 A 用成了 B)、误加、错序分别占总

偏误的 23.5%、17.6%、41.1%、23.5%。 
以上研究在不同数据取样中得到的具体偏误占比不同，主要是由于学生不同汉语水平，样本来源、

取样方式等不同决定的。但仍可以从以上看出，存现句的偏误比例较大，四种主要偏误都是韩国学生较

容易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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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发现，韩国学生误用或误代主要出现在存在句相似句型的混淆，比如“有”字句和“在”

字句、“V 着”句和“V 了”句等。存在句的误加偏误主要出现在首段即处所词部分。而遗漏偏误主要

表现在动词和动词后助词的部分。韩国学生由于韩语语序的负迁移以及环境认知差异，错序偏误主要表

现为首、中、末段顺序问题。[5] 
其次，韩国学生在习得存在句和隐现句时出现的偏误类型各有不同。存在句的偏误多表现为介词误

加“在”的偏误，处所词使用偏误，出现“有”字句、“把”字句、“被”多句、祈使句等与存现句杂

糅或者代替存现句的偏误。而隐现句出现的偏误则为介词误加“在”和“从”的偏误。 
再者，母语负迁移对韩国留学生习得存现句造成干扰。存现句在韩国语中没有同样的表达结构，这

类句子在韩国语中对应表达往往要在处所词后加“ ”附加成分，相当于汉语的“在”。所以韩国学生

在习得存现句时会习惯在处所词前加“在”。而方位词使用偏误表现有两种一般名词后不加方位词的偏

误：方位词使用不当的偏误。前一种偏误主要是学生无法区分一般名词和处所词，把一般名词当成处所

词造成偏误。另一种偏误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中国人和韩国人在认知方面有一定差异，物体与空间的位置

关系需要跟留学生进行适当说明，不然就会出现“桌子下摆着椅子”“头发上插着一草棍”这样的偏误。 
根据以上的偏误类型以及偏误出现的原因分析，认为其根源主要有母语负迁移以及中国人认知与韩

国人认知方面存在差异的问题。存现句是一种特殊的句式，这种句式在认知上表现为处所词放在句首突

出背景，使读者注意力首先集中在这个背景上，然后再过渡到具体事物。这种认知模式可以用图形—背

景理论解释，但是在韩国语中，这样的认知模式似乎并不存在，这影响了他们对汉语存现句的理解和掌

握。由于受母语的干扰，韩国语作为阿尔泰语系语言，跟汉语在语法上有很大不同，这也导致了韩国语

的负迁移对韩国留学生习得汉语存现句的于扰。韩国学生习惯在处所词前加“在”“从”等；学生难以

准确使用“着”“了”等虚词，导致语序颠倒。韩国学生回避心理和泛化倾向也是他们出现偏误的原因

之一。韩国学生意识不到存现句这种特殊句式的重要性，常常会使用其他句式代替存现句，久而久之，

存现句的习得就成为难点了。而存现句句式跟汉语的某些句式结构分相似，也容易发生泛化倾向。 
通过以上分析，在汉语国际教学中应针对韩国留学生习得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针对汉语存现句的

认知特点进行教学，让学生充分意识到存现句的使用意义以及如何正确地在汉语中使用存现句。 

4. 针对韩国学生存现句重难点和偏误的辨析 

在对存现句进行韩国学生偏误分析时，可以发现其出现较多的偏误中：一有“有”“是”甚至是“在”

的混用；二是语序的错乱，最多的是构式中段和末段语块顺序颠倒，这与韩语语序迁移有关；三是韩国

学生对汉语虚词的陌生，导致在使用“着”“了”的时候，必须用的时候没有用，或者用错。以上问题

说明韩国学生在存现句构式的语块中存在较多疑惑，掌握起来问题最多。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

要引起重视，对“有”“是”“在”“着”“了”等语法点进行归纳总结，最重要是掌握其区别。 
其中因为“着”“了”存在有时可换用，且“了”有时可用可不用的情形，让汉语教师讲解起来非

常冗长，学生因是初级水平，掌握难度较大。因此建议在讲解区别时，重点要求学生掌握必须用“着”“了”

和不能用“着”“了”的时候，“了”可加可不加的部分先让学生用着，以免混淆，也便于以后灵活省

略。且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存在句的使用频率大大超过隐现句。因此，在初级阶段建议要求学生重点掌

握存在句，隐现句简单掌握，到中级阶段进行复习深入掌握隐现句(例如处所词省略等)，进行更复杂的存

现句辨析。 
综上所述，存现句构式下有很多种具体句式，并且还存在一些变式，教师在对韩初级教学过程中应

该选取典型的、在学生日常交际中最可能使用到的句式来进行教学。教学不仅要让学生了解存现句构式

的语块链及语块内部的规则，更应该知道在不同的情境下使用各自相符的句式。在学生初级汉语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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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逐步掌握存现句“有”字句，“是”字句，“V + 着”，“V + 过”，“V + 了”等具体句式。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由于课堂上老师的集中讲授或者课文暗示等，学生知道该堂课练习的是存现句，

在课堂中练习是给出一定暗示的，所以在课堂上的练习或者提问，有时会得到较高的正确率，尤其如填

空题、排序题等灵活性较小的题型。但是在课后完成习题册或实际中表达存现句时，学生则会因为选择

较为简单的存现句句式如“有”字句而不用“V 着”，或者因为韩语与汉语认知的差异，在判断空间关

系时拿不定用“有”字句还是“是”字句，从而产生句式混用或者回避、误用等问题。 
关于上述问题，教学设计中的练习部分尤其是课堂练习上，应该针对更多的现实状况让韩国学生练

习加深对构式义以及语用的掌握，并有意识地展现存现句构式下具体句式间互相区别与其他句型进行比

较，引导学生发现区别，避免过度使用和回避的情况。 

5. 结语 

由于对韩汉语教学是汉语国际教学的重要部分。除了来华留学生，韩国不少小学、中学、大学都开

设有系统汉语课程。但由于汉语和韩语分属于不同的语系，尤其是语法上都有很多不同之处，特别在语

序和虚词方面。这样的语言认知差异性的负迁移导致了以韩语为母语的学生在韩语学习时产生较为规律

的一些偏误。通过进行韩国学生存现句使用的偏误分析、偏误归因等，总结出汉语存现句教学中的重点

和难点。希望能帮助汉语教师在国际汉语教学中，增加对存现句的系统了解，提前预见韩国学生难点和

常见偏误，完善教案和课堂教学，减少存现句教授的难度，整体提高学生掌握存现句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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