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3, 11(10), 4495-4502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10604   

文章引用: 刘芳. 国内近十五年介词“对”的二语习得研究综述[J]. 现代语言学, 2023, 11(10): 4495-4502.  
DOI: 10.12677/ml.2023.1110604 

 
 

国内近十五年介词“对”的二语习得研究综述 

刘  芳 

鲁东大学文学院，山东 烟台 
 
收稿日期：2023年9月6日；录用日期：2023年10月10日；发布日期：2023年10月18日 

 
 

 
摘  要 

本文旨在综述国内近十五年关于介词“对”二语习得的研究现状。通过检索CNKI数据库，共收集相关文

献35篇。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先按内容和方法对文献进行分类，再归纳研究趋势，最后分析存在的不

足。研究发现：在内容上，专项研究、对比研究和整体研究并重；在方法上，语料库法应用最广。总体
趋势是国别化研究日益增加，新方法也在应用。但现有研究存在语料单一、国别化研究不足等问题。本

研究整合并评述了近十五年的研究成果，可为未来介词“对”的二语习得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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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view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the Chinese preposition “Dui” in China over the past 15 years. By searching the CNKI database, 
35 relevant articles were collected in total. The research method of literature analysis was 
adopted to categorize the articles by content and methodology first, then summarize the research 
trends, and finally analyze the existing deficiencies. The findings are: in terms of content, specific 
research, contrastive studies, and general research are equally emphasized; in terms of metho-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10604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10604
https://www.hanspub.org/


刘芳 
 

 

DOI: 10.12677/ml.2023.1110604 4496 现代语言学 
 

dology, corpus-based method is most extensively applied. The overall trend is the increase of 
cross-national studi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new research methods. However, existing studies 
have problems such as single data source and insufficient cross-national studies. This study inte-
grates and reviews 15 years of research findings, and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the preposition “D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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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汉语的语法意义表达常常依赖于虚词，其中介词在虚词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特别是介词“对”，

在汉语中的使用频率非常高，最新发布的《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GF0025-2021)将其放在一

级汉字表中。介词“对”的语法功能非常丰富，语义也相对复杂，因此是二语学习者习得汉语的一个难

点。在实际运用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偏误。目前，关于汉语介词“对”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

针对二语习得方面的研究还不够系统。 
本文梳理了国内近十五年关于介词“对”的二语习得研究论文，按照横向和纵向的方式对文献进行

分类，总结了研究趋势与研究方法。同时，根据研究现状，本文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以期为未来的研

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2. 文献检索 

2.1. 研究来源 

本次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于 CNKI (中国知网)。中国知网是中国最大的学术资源电子数据库，提供

了大量的学术论文、期刊、会议、新闻及其他学术资料，是学术研究、教育教学及学术交流的重要平

台。 

2.2.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是国内近十五年关于介词“对”在二语习得方面的相关研究，共计 35 篇。具体分类如

下： 
期刊论文：共 19 篇，这些论文发表于各大学术期刊，涵盖了从基础研究到深入探讨的各种主题，为

本次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证数据。 
硕士论文：共 16 篇，这些论文来自国内各大高校的研究生，他们对介词“对”在二语习得的使用、

问题及策略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我们理解该领域的前沿问题和趋势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2.3. 研究方法 

为确保本研究的科学性和全面性，笔者采用了以下三种主要的研究方法： 
1) 文献法：首先，我们通过对学术文献的广泛查阅和整理，了解并分析了介词“对”在二语习得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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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历史研究进展、主要观点和现存争议。 
2) 对比法：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我们对不同研究者的观点、方法和结论进行了对比分析。 
3) 总结归纳法：基于上述两种方法的研究成果，我们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和归纳，试图构建一个系统

而完整的理论框架，以指导未来的研究和实践。 

2.4. 研究方法 

笔者对国内近十五年关于介词“对”的二语习得研究论文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分析。经过梳理，我

发现这一研究领域在不同的年份有着不同的发文趋势。发文量的具体分布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图 1. 发文量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1) 在过去的 15 年里，发文量在某些年份有明显的增长，特别是在 2011 年和 2013 年，论文的数量

达到了峰值。 
2) 有些年份，例如 2010 年和 2018 年，发文量相对较低，这可能与学术研究的方向、资金支持或其

他外部因素有关。 
3) 总体上，虽然发文量在某些年份有所波动，但在大多数时间段内都保持了一定的增长势头。 
4) 从 2016 年开始，虽然发文量没有持续增长，但也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下降，显示了该研究领域的

稳定性。 
5) 在最近的几年，尤其是 2019 年和 2020 年，发文量保持了稳定的趋势，这表明了该领域仍然受到

研究者的关注。 

3. 研究概况 

文献概况对于研究工作非常重要。首先，通过对文献的分类和分析，可以了解不同领域的研究内容

和研究方法，进而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其次，通过对文献的研究趋势进行分析，可以了解某个

领域或主题的研究水平和发展趋势，为科研人员和学者提供参考和指导。因此，在研究之前，需要对文

献进行全面的了解和分析。 

3.1. 文献分类 

经文献内容分析与整合，整理出的文献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依据文献内容，二是根据研究方法进行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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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文献内容 
1) 介词“对”的专项研究 
英语母语者在掌握汉语介词“对”时，经常出现遗漏和误代偏误，这一观察最早由白荃和岑玉珍

(2007) [1]提出，并建议为此增加更多的教学实例和练习。与此相似，周文华(2011) [2]深入研究了“对”

的语义复杂性，他指出该介词具有三个主要义项，并强调在中介语中，这些义项呈现出不同的使用模式

与困难度。进一步地，张成进和潘月(2020) [3]从更广的角度分析了“对”，强调其作为一个多功能虚词

在汉语中的重要性，具有多种语义标记功能。而针对特定语言背景的学生，如日本和韩国留学生，林柱

(2008) [4]李珂(2014) [5]和李萌(2011) [6]都深入探讨了留学生在使用“对”时的特定偏误，并据此提出了

针对性的教学策略。陈曦(2019) [7]及蔡丽和佳蜜花(2019) [8]分别针对英语、阿拉伯语和泰语背景的学生

进行了研究，总结了他们的特点并提出了相应的教学策略。在更全面的研究中，张昕玥(2020) [9]从句法、

语义、到语用三个层面全方位地分析了介词“对”，并详细讨论了不同学习者在使用过程中偏误的成因。

李佳佳(2011) [10]针对留学生的对象类介词的习得顺序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探讨了其背后的语言习得机制

与影响因素。此外，有研究者扩展到了更广泛的语言背景。例如，高霞(2009) [11]范娟(2012) [12]仇姝婷

(2014) [13]黄辛(2015) [14]刘洋(2015) [15]探讨了英国留学生的情况，阮清云(2013) [16]针对越南学生，萨

然(2013) [17]关注蒙古背景，朱茜(2013) [18]研究西班牙语学习者，叶园园(2021) [19]对巴基斯坦留学生

的研究，都旨在通过对比分析，为对外汉语教育者提供更为丰富和细致的参考。 
2) 介词“对”与其他易混淆介词的研究 
赵立新(2012) [20]刘亚男(2016) [21]引领了基于中介语和偏误分析的研究，系统地对留学生使用介词

“对”、“对于”和“关于”的偏误进行了统计和分类，深入分析了产生这些偏误的背后原因，并提供

了实践建议。李彤(2016) [22]采用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即本体研究，对“对”、“对于”和“关于”进行

了深入剖析。他结合了语料库中的实际偏误例子，以及这组介词各自的语义特性和句法功能，从而成功

划分出偏误小类，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有力的参考。陈婧怡(2017) [23]则关注了这组介词中的隐现现象，

通过对比分析留学生的实际用法，成功地归纳了这组介词在隐现上的异同。结合她的研究，教育者可以

更加明确地把握学生的使用习惯，并据此优化教学策略。 
3) 介词整体研究 
袁慧(2009) [24]探讨了留学生习得汉语介词的偏误类型和原因，并总结出相应的教学策略。李萌(2011) 

[25]选取常用介词“关于”、“对”、“对于”作为研究对象，从句法和语义角度进行描写和对比分析，

并尝试做出认知方面的解释。张明辉，孟璐(2018) [26]对 21 世纪现代汉语介词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李

珂(2014)对外汉语教学的易混介词进行了深入研究。王鸿滨(2013) [27]对比分析了英汉介词系统，找出了差

异，并提出了汉语介词教学的对策。赵春辉(2016) [28]整理分析了留学生运用汉语介词时出现的偏误句型，

找出偏误原因，并提出教学策略，以提高留学生对介词的掌握与应用能力。杜佳烜与吴长安(2017) [29]基于

构式语法理论，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出现的框式介词进行习得研究，分析了留学生使用框式介词时

出现的偏误原因，并提出了相关教学建议。吴泓，张旸(2021) [30]同样基于介词的构式进行深入探讨。 
通过梳理以上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关于介词习得的研究涉及多个方面，包括偏误类型和原因的分析、

句法和语义的描写对比、认知解释以及针对不同介词的教学策略等。 
同时，研究也关注了不同国家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学习的特殊性，针对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提出

相应的教学建议。此外，文献还总结了介词“对”的 3 个义项在二语习得者中的使用率和偏误率，并与

构式语法理论相结合解释偏误原因，设计了教学内容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掌握介词“对”的用法。 
根据偏误来源，从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两个方面给出教学建议，旨在帮助教师更好地理解二语习得

者在习得介词“对”时可能遇到的困难，并提供有效的教学方法，以减少偏误的发生。这些建议不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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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学习者更好地掌握介词“对”的用法，也有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效果。 

3.1.2. 研究方法 

 
Figure 2. Research methods 
图 2. 研究方法 

 
经过文献整理，当前的研究方法呈现多样性特征。如图 2 所示，其中，语料库方法最为常见，强调

了大数据在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定性研究和对比分析紧随其后，反映了对深度探讨和跨文化对比的

关注。尽管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不多，但它代表了追求全面性的分析视角。总体上，研究方法呈现

出综合和多元的趋势，为研究提供多角度的视野。 
介词“对”的二语习得研究方法丰富多样，近年来以定性定量研究相结合为主。基于语料库是介词

“对”的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方法，其中包括对介词“对”的句法、语义、语用方面的研究。此外，问

卷调查法和试题调查法也是常用的研究方法，用于考察留学生对介词“对”的习得偏误比率和类型，并

针对偏误提出教学对策。还有一些研究采用了分级统计的方法，通过对中介语语料库中不同阶段的学生

使用汉语对象介词的情况进行考察，分析和归纳出偏误类型和数量。 
在对汉语介词“对”的研究中，众多学者都采取了不同的视角和方法。高霞(2008) [31]站在一个宏观

的角度，对过去 20 余年的相关论文和专著进行了梳理。相对地，林忠与李小文(2016) [32]则将研究的焦

点放在了东南亚留学生身上。他们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这一特定人群中对汉语介词“对”的习得情

况进行了实证研究，揭示了其习得的主要偏误比率和类型，并据此给出了具体的教学建议。何静静(2011) 
[33]从中介语的角度出发，基于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对留学生的介词使用情况进行了深入剖析。他们

不仅对此进行了现象描述，还尝试深入探讨了其中的偏误成因。戴勤(2017) [34]的研究则更为具体，他选

择了泰国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细致分析了他们在不同学习阶段汉语对象介词的使用和偏误情况。王洋和

丰国欣(2019) [35]研究了零基础留学生在 HSK 四级考试中对介词“对”结构的误用。 
介词“对”的二语习得研究方法多样，以基于语料库的分析为主。通过综合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可以更全面地了解留学生对介词“对”的习得情况，为汉语教学提供有益的启示和指导。 

3.2. 研究趋势 

关于介词“对”在二语习得中的发展趋势，首先，近年来的研究逐渐呈现出综合性的特点。研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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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局限于“对”本身，更涉及其与其他介词之间的关系。而且，通过深入探讨学习者的语言背景、语

言接触历程等微观因素，学者们希望更加全面地了解介词在二语习得过程中的实际使用情况，为汉语教

学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其次，随着科技进步，研究方法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变。尤其是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为研究者提

供了一个全新的、更加客观和精确的方式来观察和分析学习者的介词使用。此外，现代技术如自然语言

处理和机器学习也逐步融入二语习得研究，预示着未来研究的可能性和深度将得到进一步拓展。 
我们可以预见，未来的二语习得研究将会更加多角度、多层次，结合先进的科技手段，从而为汉语

教学提供更为精准和有力的支持。 

4. 思考 

4.1. 研究不足 

在整理分析文献时，笔者注意到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首先，尽管搜集了众多关于国别化研究

的资料，但其主要围绕英美、日韩和东南亚等地进行，对于其他地区如俄罗斯、非洲的具体国家研究则

相对匮乏，暗示了研究的地域局限性。 
其次，语料库选择上表现出一定的单一性。绝大部分研究主要依赖于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这意味

着研究结果可能较为偏颇，因为这些数据主要源自考试场合的写作，未必能够完整呈现学生的实际汉语

能力。此外，分级研究不足也是一个明显的问题，针对不同水平学习者的研究存在盲区，使得我们难以

掌握各个层次学生的具体习得情况。 
再者，关于中介语的研究同样存在局限。许多研究主要聚焦于偏误分析，而较少关注正确的用法，

这样的研究角度或许并不利于学生从中介语顺利过渡到目的语。此外，虽然有一些文献提供了教学建议，

但缺乏实际的教学实践来验证这些建议的有效性，这可能使得研究的实用性受到挑战。 

4.2. 未来展望 

首先，需要加强对多国别的研究。不同国家的学习者在习得汉语时会体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我

们应该针对这些不同的习得特点，为汉语教学提供更加具体和针对性的指导。 
其次，搜集语料时要确保来源广泛和多样性。通过基于全球中介语语料库及其他多种语料库的分析，

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学习者的语言使用情况。这不仅包括书面语和口语，还涉及到不同领域和主题

的语料。 
再者，对不同水平的学习者进行分级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将初级、中级、高级的学习者语料

分别进行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明确地了解不同水平学习者在习得过程中的需求，并为他们提供更具针对

性的指导。 
另外，在分析语料时，我们不能仅仅关注于学习者的错误，也要关注他们的正确用法。这可以帮助

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学习者在习得介词“对”过程中的整体表现，从而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教学建议。 
最后，任何教学设计都应该经过实践验证。我们设计的教学内容或方法，都应该在实际教学中进行

测试，以确保其真实有效，并能够为学习者带来实际的帮助。 
介词“对”在汉语中具有重要地位，其二语习得研究在近年来取得了显著进展。研究者们通过广泛

搜集语料，运用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全面客观地分析了学习者在习得介词“对”的过程中出现的偏

误和正确用法。然而，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国别化研究不够充分、语料搜集不够全面，以及研究方

法可以进一步改进等。为了推进介词“对”的二语习得研究，未来的研究者们应加强国别化研究，扩大

语料搜集范围，并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开发新的研究方法。同时，教学实践也可以从二语习得研究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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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针对不同水平的学习者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教学策略。随着语言和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期待在不

久的将来看到更多有关介词“对”的二语习得研究的突破性成果，为汉语教学提供更多有益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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