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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词在英语中不仅功能多，使用频率也很高，因此它在英语中一直占据着关键地位。在所有的介词中，

介词“on”是很重要的。在LOB (Lancaster-Oslo/Bergen)和Brown语料库中，“on”是第六个最常被

使用的介词。不仅如此，在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CLEC (Chinese Learner English Corpus)中，它也高居

前列，是中国学习者最常使用的第七个介词。如今关于“on”的研究越来越多，然而大部分都是从认知语

言学的角度研究它的，仅有几篇是研究中国英语学习者对它的使用。本研究致力于研究中国学习者对介词

“on”的使用情况，并利用错误分析理论分析他们所犯的错误。错误分析理论是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的重要
理论，其关注点是学习者所犯的错误。自其产生起，它就广泛地被应用在语言学研究中。300篇中国学习

者的作文构成了本次研究的语料库。研究工具包括AntConc和TreeTagger。研究发现，大多数的中国学习

者能够正确使用介词“on”。但是，在他们对“on”的不同分类的使用上面，有着明显的数据差异。研究

还发现，中国学习者更常使用“on + 冠词a/an/the + 名词noun”、“动词v + on”和“on + 名词noun”
这三种形式。在该语料库中，一共有27个与“on”有关的错误。根据Dulay、Burt和Krashen的理论，本

研究将其分为五类：省略错误、添加错误、排序错误、构成错误以及选择错误。每种错误类型的比例分布

不同，因此本研究对这些错误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导致这些错误的原因也在该研究中有所探讨。基于这

些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针对介词“on”的教学和学习的指导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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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ir various functions and frequent use, prepositions are crucial in English. Among all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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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ositions, preposition “on” takes up an important position. It is the sixth most frequently used 
preposition in LOB (Lancaster-Oslo/Bergen) corpus and Brown corpus and the seventh in CLEC 
(Chinese Learner English Corpus). Although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most of them are aimed at exploring it in a cognitive approach.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focusing on 
Chinese learners’ use of it.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Chinese learners’ use of preposition “on” 
and then analyze their errors through Error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is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
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t is a type of linguistic analysis that focuses on the errors made 
by learners and has been largely applied to linguistic research. 300 Chinese learners’ compositions 
constituted the corpus of this study. Instruments including AntConc and TreeTagger were used. It 
was found that most Chinese learners used preposition “on” correctly. Bu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Chinese learners’ use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preposition “on”. It was 
also found that Chinese learners tended to use three forms: “on + a/an/the + noun”, “v + on” and 
“on + noun”. There were 27 errors in this corpus. Based on Dulay, Burt and Krashen’s theory, they 
were classified into five types, namely, omission, addition, misordering, misformation and misselec-
tion. Each type accounted for a different proportion, so the causes of these errors were explored in 
this study.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m were also investigat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se find-
ings, some suggestions are given for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prepositi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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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在英语中，介词因其多种功能和频繁使用而至关重要。介词指的是与名词、代词和动名词一起使用

的词，在语法上它们会与其他词联系起来[1]。与词序和形态标记一样，介词的使用是英语中表示主要句

子成分之间句法关系的主要手段[2]。它们通常表示时间、地点、占有、方向和各种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

介词在英语语法中可以扮演多种角色，如介词短语的词头、名词短语修饰语、形容词短语补语等。介词

的使用非常广泛。据 Mindt 和 Weber 的研究，Brown 语料库中有 12.21%的词是介词，LOB 语料库中有

12.34%的词是介词[3]。 
介词 on 在所有介词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 LOB 和 Brown 语料库中，on 是第六个最常被使用的介

词，占两个语料库中介词使用率的 5.1%。也就是说，介词 on 在 LOB 语料库和 Brown 语料库中的使用率

很高，接近 0.62%。不仅在母语语料库中，介词 on 在中国学习者语料库中的使用频率也很高。根据王颖

的研究，介词 on 在 CLEC 中的使用率为 0.55%，是第七个最常被使用的介词[4]。王小红的研究使用了四

个语料库：ST3 (非英语专业学生参加 CET4)语料库、ST4 (非英语专业学生参加 CET6)语料库、ST5 (英语

专业学生参加 TEM4)语料库和 ST6 (英语专业学生参加 TEM8)语料库[5]，这些语料库均来自 CLEC。在

这些语料中，介词 on 的使用率百分比分别为 0.45%、0.53%、0.65%和 0.39%。尽管差异不大，但介词 on
无疑值得更多的关注和深入研究。 

尽管介词 on 在英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对它的研究却为数不多。大部分都是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

研究它的。至于过去集中研究介词 on 及其错误的研究，数量相当有限，不足十项。因此，对中国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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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介词 on 及其错误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中国学习者对介词 on 的使用，并通过错误分析法对他们的错误进行分析。 
这项研究意义是具有较大意义的。首先，它将为中国学习者使用介词 on 提供实证，并在此基础上给

出有价值的反馈。在第二语言学习和外语学习中，学习者的表现情况指的是其在语言中的实际使用情况，

它通常被视为语言能力的间接体现。语言能力指的是学习者所掌握的关于这门语言的知识。但是，L2 学

习者什么样的表现才适合用来衡量其语言能力呢？Ali 认为，从 EFL 学习者的课堂书面和口语任务中收

集的数据能够很好地体现出来[6]。本篇文章收集的数据来自学生进入东北大学时的分班测试，要求他们

写一篇关于中国交通问题的文章并提出解决方案。在这一语料库的基础上，本研究将呈现中国学习者对

介词 on 的实际使用情况，并给出充分有效的反馈。反馈在第二语言教学和学习中至关重要。Bellon、Bellon
和 Blan 指出，与其他教学行为相比，学业反馈一直与学习成绩的关系更为密切，而且这种关系与年级、

社会经济地位、种族或学校环境不具备连续的相关性[7]。通过对中国学习者使用介词 on 的分析，本次研

究有助于明确什么是好的表现，给学习者提供高质量的学习信息，并给教师提供帮助他们改进教学的信

息。 
其次，在分析中国学习者关于介词 on 使用错误的基础上，将对介词 on 的教与学提出一些建设性的

建议。错误对语言学习和教学至关重要。Gatbonton 认为，消除错误在学习新语言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8]。他认为，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者扩大自己的目标语言储备，第二阶

段是摒弃所有错误。因此，识别和纠正错误对学习者来说意义重大。本研究旨在找出中国学习者在写作

中关于介词 on 的错误，并对其进行详细描述。这将对介词 on 的英语学习和教学产生积极的影响。对学

习者而言，他们会对自己介词 on 的错误有更深刻的认识，并能自己发现和纠正错误。对教师而言，错误

有助于他们发现学习者的进步程度以及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教师可以通过在错误中的

学习重新组织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 

1.3. 文章结构 

本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引言，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以及篇章结构。第二章为文献综

述。本章概述了错误分析理论和以往关于介词的研究。第三章详细介绍了研究方法，包括研究问题、研

究工具、数据收集和数据注释。第四章将对数据进行分析并讨论研究结果，旨在回答两个问题：1) 中国

学习者如何使用介词 on？2) 中国学习者一般会出现哪些类型的错误？第五章是结论部分，揭示了研究的

主要发现。本章还讨论了教学意义和局限性。 

2. 文献综述 

2.1. 错误分析理论 

错误分析理论(Error Analysis)是一种语言分析方法，主要针对学习者所犯的错误[9]。它于 20 世纪 60
年代被提出，逐渐取代了对比分析法。在此之前，错误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错误被视为应该避免的东西，很少有人关注它们。但是，将语言学习视为创造性建构过程的观点认为，

错误是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并具有推动作用[10]。由于认识到 L2 学习者所犯的一些错误并不是消极

迁移的结果，学者们开始关注错误本身[11]。人们对错误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开展了大量研究。 
与对比分析法不同，错误分析法认为错误完全可以用目标语言来描述。它是一种理解第二语言习得

的方法，包括编制第二语言学习者偏离目标第二语言规范的语料库，将学习者所犯的“错误”按类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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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错误进行分类，并假设错误的可能来源[12]。 
在错误分析中，错误和失误是有区别的。Brown 认为，“失误”指的是没有正确使用已知系统的表

现错误，而“错误”则是与母语成人语法的明显偏差，反映了学习者的语际能力[13]。失误可以由学习者

自动纠正。但错误的发生是因为学习者缺乏必要的知识。Corder 提出，失误不应该包括在偏误的限制条

件或分析中，同时，大多数分析者同意并遵循这一观点[14] [15]。 
错误分析包括三个阶段[16]。第一阶段是发现错误，类似于在刑事调查中确定嫌疑人，需要收集数据

并指出错误。有时，通过使用符号，如(a)、(b)等来定位错误。第二阶段是描述错误，用于描述学习者错

误的系统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特征。首先，它必须是完善的、高度精细的。其次，它应尽可能简单、不言

自明且易于学习。第三阶段是错误分类，即把错误分成不同的组别。错误分析中有许多分类系统，最简

单的方法是编制常见错误词典，将错误按字母顺序排列。与之相比，错误分类法更为详细，因此也更常

用。 
分类法不只是错误的简单罗列，它需要根据一定的构成标准进行排列。不同的标准会产生不同的错

误分类。语言类别分类法根据语言类别来进行错误分类。分类维度包括语法方面、话语方面和词汇方面。

Richards 区分了语际错误和语内错误[17]。语际错误产生于学习者的母语。语内错误(也称发展性错误)是
由一种目标语言对另一种目标语言的影响造成的，可进一步分为过度概括、简化、发展性错误、基于交

际的错误、诱导性错误、回避错误和过度生成错误。通过分析语内错误，可以反映出学习者的能力，也

可以说明语言习得的一些常见特征。Burt 区分了全局性错误和局部性错误[18]。全局性错误会影响句子的

整体组织，严重阻碍交流。这些错误包括：语序错误；句子连接词缺失、错误或错位；缺少提示普遍句

法规则中信号异常的线索；将普遍句法规则过度概括为异常情况。局部错误只影响句子中的单个元素，

并不妨碍学习者理解句子，这些错误包括名词语调变化、冠词等方面的错误。Dulay、Burt 和 Krashen 提

出了目标修饰分类法，也称为表面结构分类法[19]。他们自己将这种分类法描述为基于“表面结构被改变

的方式”。他们认为，学习者主要在这四方面易出错：省略错误、添加错误、构成错误和排序错误。当

必要部分被省略时，就会出现省略错误。添加错误是指出现了包含不必要添加的单词或短语。构成错误

通常与组词规则有关。排序错误是指结构中要素顺序的错误。除此之外，选择错误也是表面结构常见的

一种错误。它指的是对结构中某个要素的错误选择。之前的一些研究并没有区分构成错误和选择错误。

然而，在本研究中，为了对错误进行全面的描述，选择错误与构成错误是有区别的。 

2.2. 国内外研究 

在语料库语言学领域，数字计算机和软件程序的出现从根本上开启了对语言结构和使用的研究[20]。
随着它们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对大量语言项目进行分类，并研究它们的典型用法。 

20 世纪 80 年代，一项以语料库为基础的著名研究聚焦于介词的使用频率[21]。从那时起，对介词的

研究开始在由书面语或口语文本组成的通用语料库中进行。LOB 语料库和 Brown 语料库是当时语言学研

究的两个主要的电子语料库。Mindt 和 Weber 通过研究这些语料库中的介词，他们列出了 14 个最常用的

介词，占介词使用量的 90%以上。 
Mindt 和 Weber 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为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特殊介词受到了关注。

20 世纪 90 年代，许多研究都以 Mindt 和 Weber 的清单为基础。Kennedy 研究了 14 个最常用介词表中的

介词，如 at、from、between 和 through 等[22]。Renou 和 Sinclair 在伯明翰语料库中研究了介词 of 和 to [23]。
虽然关于介词的研究有很多，但当时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搭配上，很少关注学习者对介词的使用和错

误。 
自 2000 年以来，大量学者开始研究 EFL 学习者在介词方面的使用情况和常见错误。一种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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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介词的错误。Castro 在自己开发的语料库中，对菲律宾学习者的介词错误进行了研究[24]。他根据

Richards 的分类法将他们的错误分为四类。他认为，学习者母语的干扰、语内迁移和第二语言正确表达

形式的模糊性是造成他们错误的主要原因。Tahaineh 对约旦的 EFL 学习者所犯的错误进行了研究[25]。
他发现，受试者的等级导致错误总数有显著的统计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定量的，而不是定性的。柴艳

虹对中国学习者的英语介词错误进行了描述性分析[26]。她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学习者在使用固定短语

时经常发生错误。除此之外，她还列出了错误频率最高的介词，这些介词是分别是：in、at、on、for、through、
among、from、with、by 和 during。 

另一种研究侧重于某个介词。以下是对介词 on 的研究。邢志瑶对《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词汇》中列出

的介词 on 的八种含义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研究[27]。她指出，中国学习者没有掌握这八种含义，并将他们

的错误分为五类：与其他词搭配错误、介词短语使用错误、介词选择错误、遗漏所需介词和过多使用介

词。Loke、Ali 和 Anthony 进行了一项关于马来西亚学习者使用时间介词 on 和 at 的研究，旨在找出它们

的分布特征和常见错误[28]。他们的研究表明，马来西亚学习者的作文中主要存在三种类型的错误：省略、

嵌入和选择错误。他们还对这些错误提出了一些可能的原因进行解释。Arjan、Abdullah 和 Roslim 发现了

马来西亚学习者在地方介词 on 和 in 上犯错误的频率和类型[29]。他们从掌握程度、发展特点和错误类别

等方面对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马来西亚学习者对如何区分介词 on 和 in 以及如何判断是否

应在这两个介词后加冠词这两个方面存在混淆。杨卉卉对错误的分布特点和类型进行了研究[30]。通过研

究不同掌握水平的学习者所犯的错误，他发现，随着中国学习者英语水平的提高，他们对介词 on 的使用

错误在逐渐减少。 
总之，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和软件程序的发展，人们对介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

最初的 20 年里，人们主要关注介词的搭配。后来，人们逐渐开始研究介词的错误，要么研究一组介词，

要么研究某个介词。尽管这些研究很有帮助，也提出了许多关于介词 on 的教与学的建议，但关注介词

on 的研究仍然很少，对中国学习者使用介词 on 的深入分析仍在探索之中。 

3. 研究方法 

本章包括四个部分。第一，提出研究问题。第二，介绍研究工具 AntConc 和 TreeTagger。AntConc
是一个语料库分析工具包，用于对文本进行比对和分析，而 TreeTagger 则用于对文本进行标注。第三部

分是数据收集，然后是数据标注。 

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基于中国学习者在分班考试中的作文，试图探究两个问题： 
1) 中国学习者如何使用介词 on？ 
2) 中国学习者一般会出现哪些类型的错误？ 

3.2. 研究工具 

3.2.1. AntConc 
AntConc 是一款用于语料库语言学研究和数据驱动学习的多平台工具。它由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院教

授 Laurence Anthony 博士开发。AntConc 涵盖七种功能，包括索引、索引定位、文件视图、词簇/N 元组、

搭配、词表和关键词表。AntConc 功能强大，被广泛应用于语言学研究。 
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了索引功能来进行数据分析，主要分为三步。首先，选中此次研究要使用的

文件。其次，点击“文件”窗口中的“打开文件”。最后，在控制面板左侧的搜索框中输入相应的术语，

然后点击“开始”。以下图 1 是介词 on 的搜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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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search result of preposition “on” 
图 1. 介词“on”的搜索结果 

3.2.2. TreeTagger 
TreeTagger 是一个为文本标注部分语音和词法信息的工具。它由 Helmut Schmid 在斯图加特大学计

算语言学研究所的 TC 项目中开发。现在，它可以标记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荷兰语、西班牙语、

保加利亚语、俄语、希腊语、葡萄牙语和其他语言的文本。以下表 1 是修改后的语篇标签(POST)示例。 
 
Table 1. The example of modified POST 
表 1. 调整后的语篇标签示例 

符号 描述 举例 

CC Conjunction: coordinating 连接协调词 and, or 

DT Determiner 限定词 this, some 

IN Preposition 介词 for, of 

JJ Adjective 形容词 happy, bad 

MD Verb: modal 情态动词 can, could 

NN Noun 名词 aircraft, data 

PDT Determiner: prequalifier 前置限定词 Quite, all 

VB Verb: infinitive 动词不定式 Take, live. 

 

使用 TreeTagger 为文本添加注释只需两个简单的步骤。首先，点击左上角的“文件”图标添加文件。

然后，点击“运行标记”按钮，得到标记结果。下图 2 是其中一个标记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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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One of the tagged texts 
图 2. 其中一篇标注的文本 

3.3. 数据收集 

我们从东北大学的中国学生在参加入学分班考试时的作文中随机抽取了 300 篇作文。写作部分的题

目是“中国的交通问题”。每篇作文的长度约为 106 字，总字数为 32,010 字。 

3.4. 数据标注 

下一步是数据标注。通过使用 TreeTagger (见图 2)，对作品中每个词的语篇进行了标记。 

4. 研究结果与讨论 

4.1. 研究结果 

4.1.1. 语料库中介词 on 的出现频率 
通过 AntConc 的索引功能，含有 on 的句子全部显示在屏幕上。在语料库的所有介词(3337 个单词)

中，介词 on 在语料库中的出现频率为 240 次(见图 3)。 
该语料库由 300 篇作文组成，共 32,010 个单词。因此，介词 on 的频率约为 0.74%。与 LOB 和

Brown 语料库中 0.62%的数字相比，这个数字略高，这意味着该语料库中的中国学习者比母语使用者

更频繁地使用介词 on。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本语料库中的作文题目是关于中国的交通问

题。因此，在写作时，他们倾向于使用“on the road”和“on the street”等短语来描述中国的交通状

况。另一个可能的因素是，该主题作文属于议论文，“on the one hand”和“on the other hand”等短

语被频繁使用。 

4.1.2. 不同含义下的介词 on 的使用频率 
作为英语中使用频率第六高的介词，介词 on 有很多种用法。《牛津高阶词典》显示，介词 on 有 18

种用法[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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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frequency of preposition “on” in the corpus 
图 3. 语料库中介词“on”的出现频率 
 

1) 在进入覆盖、接触表面或构成表面一部分的位置； 
2) 由某人/某物支撑； 
3) 表示乘坐交通工具； 
4) 表示日子或日期； 
5) 在某事之后； 
6) 关于某人或某事； 
7) 由某人携带；某人拥有； 
8) 表示某人属于某个团体或组织； 
9) 表示在吃或在喝；使用某种药物或药品； 
10) 表示方向； 
11) 表示在某个地方或附近； 
12) 表示事物的依据或原因； 
13) 通过……支付； 
14) 通过某种方式；使用某物； 
15) 与一些名词或形容词连用，表示某人受到某事的影响； 
16) 与某人某物相比； 
17) 描述一项活动或一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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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表示提供电话号码。 
从这些词条中可以看出，介词 on 的使用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空间介词，第二类是时间介词，

第三类是状态或过程介词。当 on 用作空间介词时，有四种含义，如表 2 所示。 
 
Table 2. The senses of “on” when used as a preposition of space 
表 2. “On”作为空间介词时的含义 

含义 例句 

1. 在或进入覆盖、接触表面或构成表面一部分的位置 

There is a mark on your skirt. 
你的裙子上有一个印记。 

Put aluminum foil on the lamb chops before freezing them. 
在冷冻羊排前，在羊排上放上铝箔纸。 

2. 用于表明某人/某物得到某物的支撑 

She was standing on one foot. 
她在单脚站立。 

Hang your coat on the hook. 
把你的外套挂在钩子上。 

3. 用于指示方向 
He turned his back on us. 
他转身背对着我们。 

4. 用于表示某地位于或靠近某地。 
We lived on an estate. 

我们住在一个庄园里。 
 

当它做时间介词时，有两种含义，如表 3 所示。 
 
Table 3. The senses of “on” when used as a preposition of time 
表 3. “On”作为时间介词时的含义 

含义 例句 

1. 用以表示特定日期或某件事发生的时间 

He left here on the fifth of May. 
他于 5 月 5 日离开这里。 

On Monday. 
在周一。 

2. 用于表示事情发生时或发生后的时间 
On arriving home I discovered they had gone. 

到家后，我发现他们已经走了。 
 

除了这两类，on 还用来表示做某事的状态或过程，如“everything in this store is on sale (这家商店的

所有东西都在打折)”中的 on 和“she climbed on to the bed (她爬上了床)”中的 on，都有此含义。 
在所有出现的 240 次介词 on 的使用中，正确使用的有 213 次，正确率高达 88.75%。这表明，中国

学习者对介词 on 有了大致的了解，并能在大多数情况下正确使用介词 on。但是，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语料库中不同类别介词 on 的使用存在明显的不平衡。 
 
Table 4. The percentages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prepositions “on” in the corpus 
表 4. 不同类别的介词“on”在语料库中的百分比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空间 185 86.85% 

时间 0 0 

状态 28 13.15% 

全部 21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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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 4 所示，介词 on 使用频率最高的类别是空间类别，占该语料库中使用频率的近 86.85%。其

次是第三类，表示做某事的状态或过程。本语料库没有使用时间类别。由于文章的主题是关于中国的交

通问题，介词 on 的使用与文章的主题有很大关系。 

4.1.3. 介词 on 的常用形式 
继介词 on的所占频率百分比分析之后，我们对语料库中中国学习者使用介词 on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分析包括两部分：常见形式和八个最常用的带 on 的字句。 
研究了三种常见的 on 的使用形式。它们是： 

 on + 冠词 a/an/the + 名词 noun； 
 动词 v + on； 
 on + 名词 noun。 

第一种形式使用频率最高。第二种形式涉及大量固定搭配，因此很难掌握。第三种形式与第一种不

同，on 后不加冠词。 
下表 5 总结了语料库中介词 on 的常见形式。 

 
Table 5. The common forms of preposition “on” 
表 5. 介词“on”的常见形式 

常见形式 例句 

on + 冠词 a/an/the +名词 noun 
There are many cars on the street. 

街上有很多汽车。 

v + on Government should spend more money and time on traffic management. 
政府应在交通管理方面投入更多资金和时间。 

on + 名词 noun 
We are supposed to go on foot instead of driving cars. 

我们应该步行前往而非开车。 
 

除常见形式外，研究还发现了介词 on 最常见的 8 种搭配，如下表 6 所示。 
 
Table 6. The eight most frequent collocations in the corpus 
表 6. 语料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 8 个搭配 

排序 频率 搭配 

1 59 on the road 在路上(具体的路) 

2 29 on the other hand 另一方面 

3 19 on (the) one hand 一方面 

4 16 and so on 以此类推 

5 14 on the street 在街上 

6 10 on foot 步行 

7 8 spend on 花费用于 

8 7 on the way 在路上(在过程中，在途中) 

4.2. 介词 on 的错误使用 

根据 IL (Inter Language)与TL (Target Language)形式差异的方式，错误可分为五种类型，即1) 省略错误；

2) 添加错误；3) 构成错误；4) 排序错误；5) 选择错误。下面是对这五种错误的解释和举例说明(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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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The explanations and examples of the five types of errors 
表 7. 五种错误的解释和举例 

类别 解释 例句 

省略错误 句子中缺少必要成分 He swimming happily in the pool. 

添加错误 句子中出现不必要或不正确的词语 I was started to cry because I cut my finger. 

构成错误 使用结构或词素的错误形式 The girl eated the apple. 

排序错误 语序不当 Tell me what did you buy. 

排序错误 要素选择错误 The government pays muchattention on pollution problems. 
 

在该语料库中，共有 27 个介词 on 使用错误。这些错误及其所属类型如下表 8 所示。 
 
Table 8. The error types of preposition “on” in the corpus 
表 8. 本语料库中介词“on”的错误类型 

序号 错误 错误类型 

1 many problems on traffic 选择错误 

2 people can be on car 选择错误 

3 on the opposite (used to show different opinions) 选择错误 

4 design more serious rules on car owner 选择错误 

5 on my opinion 选择错误 

6 pay much attention on the traffic problems 选择错误 

7 contribute more on developing scientist 选择错误 

8 break traffic rules on free way 选择错误 

9 pay more attention on the public traffic 选择错误 

10 spends more money on building roads 选择错误 

11 many problems on traffic 选择错误 

12 the benefit of on bikes 选择错误 

13 put more attention on them 选择错误 

14 draw public attention on such a serious problem 选择错误 

15 some problems on Chinese traffic 选择错误 

16 taking more attention on traffic 选择错误 

17 pay attention on traffic education 选择错误 

18 go to the city by foot 选择错误 

19 spend more time on getting 选择错误 

20 go on bus 选择错误 

21 on absurd phenomenon 选择错误 

22 go out by bike or on walk 添加错误 

23 runs on by new energy 添加错误 

24 It’s society go on signs 添加错误 

25 go out on walk 添加错误 

26 travel the bus 省略错误 

27 when the red light on 省略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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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表 9 是本语料库中介词 on 不同错误类型的分布情况。 
 
Table 9. The percentag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errors in the corpus 
表 9. 本语料库中不同错误类型的百分比 

错误分布              错误类型 省略错误 添加错误 构成错误 排序错误 选择错误 

错误数量 2 4 0 0 21 

所占比例 7.4% 14.81% 0 0 77.77% 
 

在所有五种错误类型中，该语料库中所犯的错误属于以下三种：省略错误、添加错误和选择错误。

显而易见，大多数错误为选择错误，占所有错误的 77.77%，主要集中在一些固定短语上，如“pay 
attention to”、“spend sth in doing sth”、“problems in sth”等。在使用这些短语时，学习者倾向于

使用 on，而不是其正确形式。这些错误反映出一些学习者在区分介词 on 和其他介词时仍然存在困难。

经过对这些错误的观察，我们发现母语干扰是造成这些错误的主要原因。当中国学习者学习第二语言

时，中文的模式或规则有时会造成第二语言使用上的一些错误。例如，在中文里，我们常说“将注意

力集中到……上”。由于介词 on 有“上”的意思，中文学习者在写作时可能会混淆，常选择 on 而不

选正确的介词 to。 
其次是添加错误，约占 14.81%。例如“go out on walk”。在谈到交通工具时，英语中常用“by/on/in 

+ type of transportation”，如“in the car”、“by bus”等。但是，walk 是个例外。因为它可以用作动词，

所以说“walk out”比说“go out on walk”更自然。学习者将这一语言规则延伸到了不恰当的语境中，这

类错误是由过度概化引起的。过度概化指学习者将语言项目中的语法规则使用扩展到超出公认用途的过

程。这种现象在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学习中都很常见。 
该语料库中也出现了省略错误，比例为 7.4%。在“travel the bus”中，学习者漏掉了介词 on；在“when 

the light on”中，学习者漏掉了“is”。这反映出部分中国学习者在句子结构方面仍然存在错误。原因可

能是缺乏正式的指导以及来自母语者和任课教师的纠正反馈不足。因此，学习者需要更多的帮助来纠正

这些错误。 

5. 结论 

5.1. 主要发现 

在对数据进行收集和标注后，本研究使用 AntConc 对三百篇中文学习者的作文语料进行了分析。结

果显示，语料中介词 on 的使用率为 0.74%。同时，进一步研究了不同类别介词 on 的频率百分比。结果

显示，当 on 用作地点介词时，使用率最高。其次是用作状态和过程类介词。值得关注的是，on 作为时

间介词时却没有出现。这也许是作文主题“中国的交通问题”和文章性质为议论文造成的。除此之外，

我们还发现，有三种常用的形式，包括“on + 冠词 a/an/the + 名词 noun”、“动词 v + on”和“on + 名
词 noun”。 

本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分析介词 on 的错误使用情况。在该语料库中，共有 27 个错误。根据这

些错误与目标语言正确形式的偏离方式，它们被分为五种类型：省略错误、添加错误、构成错误、排序

错误和选择错误。在本语料库中，这 27 个错误属于省略错误、添加错误和选择错误三种类型，其中，错

选的情况出现较多，它们主要集中在“pay attention to”、“spend sth in doing sth”、“problems in sth”、

“contribute to sth”等短语上。母语干扰是造成这些错误的主要原因。添加错误产生的原因是，学习者受

到语言规则的不完整应用和混淆母语相关表达的影响。省略错误反映出一些学习者需要更多的反馈和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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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来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平。 

5.2. 教学意义 

本研究旨在探讨汉语学习者使用介词 on 的情况，并对他们的错误进行分析。研究经历了很多步骤，

包括数据收集、标注和处理。研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我们一并讨论了教学意义。 
一般来说，中国学习者能正确、合理地使用介词 on。他们已经掌握了一些基本知识，并能使用许多

固定的表达。但是，有些短语使用过度。在中国学习者的写作中，一个明显的发现是“on the one hand”
和“on the other hand”被过度使用。因此，教师应当丰富教学内容，让学习者接触更多不同的表达方式。

例如，“on the other hand”可以用“for another thing”、“on the other side”、“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on the flip side”、“on the contrary”等短语代替。学习者也应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尝试在写作中使用

不同的表达方式。 
其次，中国学习者对介词 on 的各类使用严重失衡。与空间类介词相比，中国学习者对其他两类介词

的使用较少。因此，教师应向学习者传授更多关于介词 on 的知识，让他们接触更多时间、状态或过程介

词的用法。例如，在教授介词 on 时，教师应详细阐述它有三个不同的类别，每类都有相应的含义和作用。

中国学习者需要学习介词 on，以便对它有更全面的认识。尤其在写作或口语中，应尽可能地学以致用。 
第三，通过分析发现，在介词 on 的错误使用情况中，选择错误占了很大比例，母语的干扰是主要原

因，这一点应引起重视。在讲授与介词 on 有关的常用搭配或固定短语时，教师应讲清楚具体用法并多举

例。必要时，教师应给予辅导，如正式的语法指导、有纠正反馈的口头练习、书面练习、小作文作业等。

学生应继续学习介词 on，其实掌握它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学生应该多练习，多使用包含介词 on 的

各种短语。 

5.3. 局限性 

本研究虽然收获了一些有用的且意想不到的发现，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由于时间和精力的

限制，收集到的数据有限，尤其是关于中国学习者介词 on 的使用错误。其次，数据来源于分班考试中的

作文。在考试时，学习者为了避免出错，往往会使用自己确定的短语。因此，中国学习者的一些常见错

误可能不会出现在该语料库中。第三，研究采用了 Dulay、Burt 和 Krashen 的分类原则，即根据表面结构

改变的方式对错误进行分组。因此，错误被分为省略错误、添加错误、构成错误、排序错误和选择错误。

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分类方法，其他研究可能会对错误进行不同的分类。 
基于这些局限性，我们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首先，应收集和分析更多的数据，以便对中

国学习者使用介词 on 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其次，为了增加研究的可信度，应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式，

这也有助于更好地解释造成错误的因素。最重要的是，错误的分类不一定相同。如何对这些错误进行分

类应取决于研究目的。例如，如果研究者想对中国学习者的错误原因进行全面的研究，就应该考虑遵循

Richards 的理论，将错误分为语内错误和语际错误，因为他的理论更侧重于学习者错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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