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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兼类词是国际中文教育的重难点之一。基于此，本文借助HSK动态作文语料库考察《国际中文教育中文

水平等级标准》初等词汇表中形名兼类词的习得情况。通过对其中形名兼类词正确用例和偏误用例考察

分析研究，总结出二语者对形名兼类词的使用状况并提出相关教学建议。 
 
关键词 

等级标准，兼类词，习得研究 

 
 

A Study on the Acquisition of Noun-Adjective 
Multi-Category Words Based on Chinese  
Proficiency Grading Standards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Yifan Leng, Yanhua Xu 
Faculty of Arts,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Received: Jan. 10th, 2024; accepted: Feb. 22nd, 2024; published: Feb. 29th, 2024 

 
 

 
Abstract 
Multi-category words a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difficult problems in international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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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e educ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uses HSK dynamic composition corpus to investigate 
noun-adjective multi-category words in the elementary vocabulary of Chinese Proficiency Grading 
Standards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orrect use cases and the incorrect use cas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ituation of the use of 
noun-adjective multi-category words by second speakers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teaching sug-
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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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汉语词类划分情况复杂，在汉语词汇中存在着词的兼类现象。关于兼类词划分问题，黎锦熙(1924)
提出：“依句辨品”，主张从句法上辨别和划分词类[1]，但这种划分方式容易出现大量的兼类词。朱德

熙(1982)则对词的兼类提出了“兼类的词只能是少数”观点[2]；陆俭明(1994)对此进一步做出了阐释和补

充，列举出了四种不属于词的兼类现象，提出了划分兼类词同一性、相对性两个原则[3]。有关词兼类现

象的研究不断补充完善，使得兼类词有了一定的划分依据和标准。兼类词也有了基本定义：是指某个词

经常具备两类或几类词的主要语法功能，且在意义上有密切联系。兼类词种类繁多，类型复杂，也是对

外汉语教学中的难点之一。 
相较于对兼类词的本体研究，面对国际中文教育的兼类词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兼类词偏误分

析，兼类词词性标注分析和对汉语教材和考试大纲的兼类词考察方面。如陈颖(2020)将《HSK 考试大纲》

的动名兼类词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关的教学建议[4]。陈绮珍(2021)则对初级汉语教材中的兼类词从收

录数量、词性标注、复现次数等几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为教材编写提供了建议[5]。随着时代发展，国

际中文教育大纲也不断修订完善，2021 年发布实施的《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以下简称《等

级标准》)设计了全新的语言量化标准，为兼类词的对外汉语考察提供了新的思路。如王诗尧(2022)对《等

级标准》中兼类词的呈现特征与《HSK 考试大纲》进行了对比分析[6]。沈爱伦(2023)则以《等级标准》

为基础，考察了二语者单音节形副兼类词的习得情况[7]。 
在国际中文教学中，兼类词的教学和习得研究同样是十分重要的一环。纵观上述研究，虽取得一定

成果，但有关兼类词习得研究还不够充分，基于《等级标准》的兼类词类型研究覆盖面不足，兼类词习

得分析不够透彻，仍有一定的扩展空间。基于此，以《等级标准》为基础，进一步考察其中的动名兼类

词习得情况是十分必要的。 

2. 《等级标准》中形名兼类词收词情况 

《等级标准》的词类划分主要参考了《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词类划分内容，且综合汉语二语教学

的特点。根据《等级标准》(国家标准·应用解读本)统计，标注了两个或两个以上词性的兼类词共 859
个，并按照使用频率高低进行顺序标注，其中有动名/名动、形动/动形、名形/形名、名量/量名等共 26
类兼类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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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王诗尧(2020)对《等级标准》中兼类词的统计，词语的兼类情况主要以名、动、形为主，这三者

之中动名兼类词数量最多[6]。肖姿(2022)、李菲(2022)分别针对《等级标准》中的动名、动形兼类词进行

了考察研究[8] [9]，但针对名词和形容词词性的兼类词考察仍有欠缺。 
因此，本文选择形名兼类词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等级标准》中的形名兼类词分类考察，结合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对二语习得者的形名兼类词习得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研究。 
《等级标准》共有初等、中等和高等三个词汇表，每个等级中还分有三个等级，共称“三等九级”。

本文选取初等词汇表共 2245 个，对其中的形名兼类词进行考察。 
经《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国家标准·应用解读本)》统计，初等词汇表中兼具形容词词性

和名词词性的词共有 26 个，其中形名兼类词有：安全、健康、保险、必要、错误、光明、精神、危险、

卫生、先进、幸福、意外；名形兼类词有：错、科学、便宜、平常、热情、实际、自由、标准、环保、

经济、困难、人工、文明、形象。结合《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中的词性标注进一步筛选，本文发现“错”

“便宜”和“保险”实际有动词、形容词和名词三种词性，例如“错”有“参差”之意，“便宜”可组

句“便宜了你”，“保险”动词词性有“担保”之意，可以组句“我保险不会出错”。它们实际属于动、

形、名兼类词，因而排除形名兼类词行列。根据筛选分类，最后得出《等级标准》中初等词汇表中形名/
名形兼类词共 23 个，列表 1 如下： 
 
Table 1. “Grading Standard” elementary vocabulary noun-adjective multi-category words statistics 
表 1. 《等级标准》初等词汇形名/名形兼类词统计 

 形名兼类词 名形兼类词 总计 

二级词 安全、健康 科学、平常、热情、实际、自由 7 

三级词 必要、错误、光明、精神、危险、卫生、

先进、幸福、意外 标准、环保、经济、困难、人工、文明、形象 16 

总计 11 12 23 

 
从表中可以看出，形名兼类词和名形兼类词在初等词汇中的分布数量几乎相等。接下来就将以这 23

个形名兼类词作为研究对象，以语料库为基础考察二语者形名兼类词的习得情况。 

3. 基于中介语语料库的形名兼类词各阶段习得情况考察 

本文的中介语语料来源于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 v2.0，共计有 424 万字。通过字符串一般检索形名兼

类词，根据证书级别分类，无证书或证书 C 等为初级，B 等为中级，A 等为高级，最后人工整理出正确

用例和错误用例共计 13,124 例，统计结果列表 2 如下： 
 
Table 2. Statistics of interlanguage corpus of noun-adjective multi-category words 
表 2. 形名兼类词中介语语料统计 

 正确用例 偏误用例 正确率 初级用例 中级用例 高级用例 频次 

安全 183 21 89.7% 169 31 4 204 

健康 4987 144 97.2% 4300 739 92 5131 

必要 206 46 81.7% 196 49 7 252 

错误 256 15 94.5% 225 38 8 271 

光明 45 4 95.7% 33 12 4 49 

精神 920 53 94.6% 783 162 28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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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危险 296 24 92.5% 282 34 4 320 

卫生 103 6 94.5% 80 24 5 109 

先进 178 11 94.2% 150 33 6 189 

幸福 776 25 96.9% 666 112 23 801 

意外 41 3 93.2% 29 13 2 44 

科学 550 29 95% 485 82 12 579 

平常 108 22 83.1% 112 13 5 130 

热情 159 21 88.3% 149 27 4 180 

实际 110 24 82.1% 107 17 10 134 

自由 495 27 94.8% 426 83 13 522 

标准 107 5 95.5% 85 25 2 112 

环保 99 6 94.3% 91 11 3 105 

经济 907 30 96.8% 773 139 25 937 

困难 1694 53 97.0% 1484 216 47 1747 

人工 41 2 95.3% 33 8 2 43 

文明 208 6 96.3% 181 31 2 214 

形象 67 11 85.9% 47 27 4 78 

注：表中“正确率”以百分位计算，方法为正确用例/频次。 
 
下面从正确用例和偏误用例两个方面对这 23 个形名兼类词进行分析。 
 
(一) 正确用例情况考察 
23 个形名兼类词在各水平等级上正确分布情况如表 3 所示。 

 
Table 3. Correct corpus statistics of noun-adjective multi-category words interlanguage 
表 3. 形名兼类词中介语正确语料统计 

 
正确用例 正确率 

总计 
初级 中级 高级 初级 中级 高级 

安全 152 27 4 89.9% 87.1% 100% 183 

健康 4175 721 91 97.1% 97.6% 98.9% 4987 

必要 154 45 7 78.6% 91.8% 100% 206 

错误 211 37 8 82.4% 97.4% 100% 256 

光明 29 12 4 87.8% 100% 100% 45 

精神 736 157 27 94.0% 96.9% 96.4% 920 

危险 259 33 4 91.8% 97.1% 100%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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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卫生 75 23 5 93.8% 95.8% 100% 103 

先进 141 31 6 94.0% 93.9% 100% 178 

幸福 641 112 23 96.2% 100% 100% 776 

意外 26 13 2 89.7% 100% 100% 41 

科学 461 78 11 95.0% 95.1% 91.7% 550 

平常 91 12 5 81.2% 92.3% 100% 108 

热情 130 25 4 87.2% 92.6% 100% 159 

实际 88 14 8 82.2% 82.4% 80% 110 

自由 401 81 13 94.1% 97.6% 100% 495 

标准 80 25 2 94.1% 100% 100% 107 

环保 85 11 3 93.4% 100% 100% 99 

经济 744 138 25 96.2% 99.3% 100% 907 

困难 1437 210 47 84.8% 97.2% 100% 1694 

人工 31 8 2 93.9% 100% 100% 41 

文明 175 31 2 96.7% 100% 100% 208 

形象 38 25 4 80.9% 92.6% 100% 67 

注：各阶段正确率 = 各阶段正确用例/各阶段总用例，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将表 3 进行横向对比，发现这 23 个形名兼类词的正确率大部分从初级到高级呈升高的状态，与二语

学习者的学习水平呈正相关，符合二语习得循序渐进的规律。但经具体分析后发现，“科学”和“实际”

这两个名形兼类词在高级阶段的正确率均低于中级阶段正确率。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三，一是因

为高级阶段的语料数量较少导致的数据偏差；二是因为高级阶段水平学习者不满足使用初中级阶段的简

单句式，更偏向于使用复杂句式，所以出现偏误情况较多，导致习得正确率下降；三是因为二语习得过

程中出现的“化石化”现象，初级阶段的错误未能得到及时纠正或出现停滞状态，会伴随学习者迁移到

高级阶段。 
将表 3 进行纵向对比，发现虽然这 23 个形名兼类词都是初等词汇，但它们的使用频次存在明显分布

不均的情况，形名兼类词“健康”使用频率远远高出其他兼类词。根据本文的考察，发现这跟 HSK 语料

库收集的作文语料有关。该语料库收集了二语学习者参加 HSK 汉语水平考试的作文答卷作为语料，其中

与身体健康、保健卫生相关的作文主题较多，如《绿色食品与饥饿》《吸烟对个人健康和公众利益的影

响》等，因而“健康”一词的使用频次远远高于其他兼类词。 
可见，汉语二语者在笔语的学习中，词汇使用频率受教材和考试大纲的影响很大。 
从总体上看，这 23 个形名兼类词习得状况较好，正确率基本都维持在了 80%以上。符合《等级标准》

中初等词汇的定位标准，说明汉语二语初学者基本都能掌握并正确使用。 
(二) 偏误用例情况考察 
通过对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的检索，人工剔除标点符号误用等不相关错误，共得到偏误用例 588 例。

根据鲁健骥(1994)的偏误类型分类方法，分为遗漏、冗余、误代、错序四类[10]，23 个形名兼类词偏误分

布情况列表 4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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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Data statistics of interlanguage bias errors in noun-adjective multi-category words 
表 4. 形名兼类词中介语偏误语料统计 

 
偏误分类 

总计 
遗漏 冗余 误代 错序 

安全 9 1 8 3 21 

健康 74 19 33 18 144 

必要 3 3 38 2 46 

错误 2 0 13 0 15 

光明 0 0 4 0 4 

精神 22 6 19 6 53 

危险 4 6 12 2 24 

卫生 4 0 1 1 6 

先进 2 1 6 2 11 

幸福 9 8 7 1 25 

意外 1 0 2 0 3 

科学 8 9 9 3 29 

平常 5 1 15 1 22 

热情 4 2 10 5 21 

实际 10 1 9 4 24 

自由 10 10 4 3 27 

标准 1 0 2 2 5 

环保 1 2 2 1 6 

经济 9 9 7 5 30 

困难 14 7 28 4 53 

人工 0 0 2 0 2 

文明 3 0 2 1 6 

形象 1 1 8 1 11 

总计 196 86 241 65 588 

 
根据表 4 可以看出，四种偏误类型的偏误数量从高到低排列为：误代 > 遗漏 > 冗余 > 错序。下面

将根据偏误类型由高到低进行偏误情况的分析。 
1) 误代 
误代偏误占整个形名兼类词偏误的 41%，位居偏误类型第一，主要集中在同义词使用的混淆上和结

构助词的误代上。 

例(1) 在这我能学到的不只是汉语的发音[BQ、]汉语的笔画[BQ, ]而且{CC2 而}通过学汉语我能了解到中国的现

状，了解中国人的热情{CC 热心}。(中级) 

例(1)是混淆了同义词热情和热心而导致的错误。此类的误代多集中在初中级阶段，高级出现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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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然存在。可见汉语中同义词的辨别和固定词语搭配对二语习得特别是初学者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困难，

因此教师在二语教学时需要注意教学生分辨同义词词义。 
此外，的、得、地的误代也经常出现。 

例(2) 上帝为什么创造我们，就是为了我们流传后代[B 带]，健康地{CC 得}保护他们。(初级) 

结构助词表示附加成分和中心语之间的结构关系。形名兼类词有形容词词性，经常会用到结构助词

“de”去修饰中心语。在定语后面写成“的”，在状语后面写成“地”，在补语前面写成“得”。学习

者在这方面出现的偏误，可能是不清楚词性或者没有掌握结构助词的用法导致的。 
2) 遗漏 
遗漏偏误占整个形名兼类词的偏误的 33.3%，位居四种偏误类型第二。遗漏偏误的类型很复杂，主

要有结构助词的遗漏、程度副词的遗漏等。 

例(3) 虽然那时我的朋友不在[BQ, ]但是他们好像{CD 跟}我爸爸，妈妈一样热情{CQ 地}招待了{CJ-by 我}。(初

级) 

这里的“热情”当作状语修饰后面中心语“招待”，因而要加一个“地”表示结构关系。 

例(4) 因为那个越南女士教给我许多事，刻在每个人的心上，整个旅游期间{CC 之间}，我们没有遇到麻烦事，

都{CQ 很}安全、[BC, ]顺利、[BC, ]愉快地{CJ-sy 结束}旅行了。 

例(4)中，形名兼类词“安全”充当形容词。在汉语里，需要程度副词修饰形容词表示程度加深。 
3) 冗余 
冗余偏误占整个形名兼类词偏误的 14.6%，主要有结构助词的冗余，成分赘余两种。 

例(5) 因为人们都[B 者]希望自身{CD 的}健康。 

这里结构助词“的”冗余，“自身的健康”虽然并不影响对整个短语意思的理解，但不符合汉语用

词搭配的习惯，因此应该省略。 

例(6) 可是[BD、]从法律[B 津] {CJ-zxy 的角度}来说，吸烟是基本的人权中{CC 上}的一个自由{CD 的事情}。(初

级) 

这里“自由”作为名词词性，其后不应当再添加其他名词成分，二语学习者混淆了“自由”作为名

形兼类词的两种词性，因而“的事情”应当省略。 
二语学习者在结构助词上的偏误，说明对形名/名形兼类词的词性掌握程度不够充分，会发生误用的

情况，因此教师在教学时应当注意这点，进行反复强调练习。 
4) 错序 
错序偏误占整个形名兼类词的偏误的 11.1%，是偏误类型中数量最少的偏误，其中短语结构的错序

偏误占比最高。 

例(7) 当然每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CC 屋房}或者私人{CC 私下}场所有{CC 具有}自由{CJX}吸烟，但是在公共

场所每个人不能实行{CD 有}恶的作为而{CD 不能}影响到公共的健康或者影响青少年的生活习惯。(初级) 

例(7)属于偏正短语的错序。不同的是，“自由”在例句中应作为名词词性充当中心语；而“安全”

在例句中应当作为形容词词性充当定语，修饰中心语“绿色食品”。 
总体上看，中介语语料库中 23 类形名兼类词的偏误用例共 588 例，占语料总量的 4.5%，说明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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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这 23 类兼类词大体都能掌握使用。 

4. 偏误原因分析及教学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本文从偏误原因和教学建议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整体出发在对形名兼类词中介语

语料考察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教学建议。 
(一) 兼类词偏误原因分析 
通过前文对偏误类型的总结归纳，本文将从学习者因素、教材因素两个角度分析留学生使用形名兼

类词产生偏误的原因。 
在学习者因素角度，二语学习者掌握形名兼类词相关知识不牢固，主要体现在结构助词的误代和遗

漏，以及与其他汉语同义词或近义词的混淆这两大方面。一方面，前者偏误的根本原因在于留学生掌握

目的语知识不牢，对形名兼类词词性使用不够准确，无法正确把握形名兼类词中形容词词性和名词词性

在句中出现场合，进而导致结构助词的使用偏误。另一方面，后者偏误的原因在于留学生学习时忽略了

形名兼类词与其他近义词在语义、语体或语用上的差异和特殊性，从而导致误用。 
在教材因素角度，据本文了解多数对外汉语教材缺乏对兼类词的词性标注。例如《发展汉语(初级综

合 II)》中，对形名兼类词“安全”一词，在生词表中只标注出了形容词词性，而缺少名词词性的标注。

虽然这有利于初级阶段的留学生不会学习过多的内容，但同时也会误导留学生对兼类词的理解。如果初

级阶段对形名兼类词的使用仅局限于一类词性，在中高级阶段可能会产生“化石化”的现象，从而进一

步加强兼类词的习得难度，不利于留学生对此类兼类词的掌握和习得。 
(二) 兼类词教学建议 
在现代汉语中，兼类词的本体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但如何将其借鉴并应用到兼类词的二语习得

中，这仍然是一大挑战。教师和教材是二语课堂上最重要的两大要素，本文结合这两点提出相关建议。 
从教师角度来说，本文发现外国学生对这 23 个形名兼类词的习得情况大体良好，基本可以理解词义

并正确使用，但个别词汇的使用程度仍有欠缺。教师在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时，除了对兼类词本体知识的

介绍，也要注重对近义词的辨析方面上。比如可以采用对比教学法去辨析一组近义词的使用方式和词义，

让留学生更明确地了解二者区别。同时应该格外关注兼类词的词性辨析，在课堂教堂教学结束后，也要

布置相应练习题作业进行巩固强化。 
教材是国际中文教育中必不可少的教学工具，因而应当结合实际教学不断更新完善[11]。对外汉语教

材不仅应当补全兼类词的词性标注，还可以根据教材不同等级对兼类词进行编写，比如初级教材可以在

生词表上标注兼类词词性，中级教材可以添加对兼类词不同词性的解释说明。同时也要设置相关的课后

习题对兼类词进行巩固。 

5. 总结 

本文选取《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初等词汇中的安全、健康、科学、平常、热情、实

际、自由、必要、错误、光明、精神、危险、卫生、先进、幸福、意外、标准、环保、经济、困难、

人工、文明、形象共 23 个形名兼类词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语料检索，对其进

行分析统计。从二语者兼类词习得角度分析了形名兼类词的正确用例情况和偏误用例情况，结合语料

库中真实的案例，对偏误用例进行了分类分析，得出外国学生对形名兼类词的习得状况，从而提出相

关教学建议。 
除此之外，本文还有许多尚未完善之处，如对《等级标准》的形名兼类词考察仅局限于初等词汇表

上，考察范围不够广等等，都等待进一步考察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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