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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在海外发展日渐蓬勃，但在国际中文教学中，如何处理好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关

系，也是二语教学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普通话和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

容易导致有汉语方言背景的华裔汉语学习者受到母语方言的影响。通过对中国知网、维普和万方2009
年至2021年间关于海外华裔学生习得汉语语法偏误研究文献的整理，发现以海外华裔学生为研究对象的

汉语语法习得研究数量不多，仅17篇。其中，以有汉语方言背景的华裔学生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数量

仅见2篇。以上研究主要以华裔习得语法句式偏误分析研究为主，在分析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国际

中文教育的现实需要，对该领域提出了研究展望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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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s developing increasingly in overseas, but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darin and dialect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s 
also a problem that needs attention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Mandarin and dialect have dif-
ferences in pronunciation, vocabulary, grammar and so on. These differences easily make the for-
eign citizen of Chinese origin learners who have Chinese dialect background influenced by native 
dialect. Through the collation of the documents on the study of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gram-
matical errors by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from 2009 to 2021 on CNKI, Wipe and Wanfang,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only 17 studies take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of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grammatical errors. Among them, there are only 2 related studies that take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which is had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dialect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Most of the abov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grammar errors in sentence structures 
which was acquired by overseas Chines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nd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prospect and future re-
search directions in this field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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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外汉语教学是指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这其中也包括海外华人、华裔。在海外汉语学习者中，

就有不少的汉语学习者是华人、华裔。海外华人移居国外的历史有近千年，海外华人一般都有按家族或

一定数量分别聚居在不同地方的习惯，同时为了生存都会学习当地的语言，为了和华族群体的沟通或母

语方言的延续，也会将自己母语——汉语方言在族群内传承开来。 
本文以 2009 年作为起点，对从中国知网、维普和万方上下载的 17 篇与海外华裔学生习得汉语语法

偏误的研究情况进行了考察。通过考察发现在国际中文教学中，有汉语方言背景的海外华人、华裔在学

习汉语时，与非华裔不同，他们不但会受到通用语言的影响，还会受到汉语方言的影响。因为汉语方言

与汉语普通话之间具有亲缘性，所以有方言背景的华人、华裔在学习汉语时，会因为方言的特性而产生

各式各样的偏误，分别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考察，我们发现学界对海外华

裔学生习得汉语语法偏误的研究大部分以语法句式偏误和词的语法功能偏误分析研究为主，其次以词的

语法功能偏误分析研究为主，少量以语法偏误对华语教学的启示为主。为了能在国际中文教学过程中，

借助汉语方言和汉语普通话之间的亲缘性，更好更快地开展国际中文教学，是有必要针对拥有汉语方言

背景的华人、华裔习得汉语相关偏误的研究。同时在国际中文教学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汉语普通话和汉语

方言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国际中文教师、学者们经过不断实践和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有汉语方言背景的

海外华裔学生为研究对象的汉语语法习得研究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在对海外华裔汉语语法习得研究现状

加以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国际中文教育的现实需要，对该领域提出了研究建议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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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外华裔学生汉语语法偏误研究现状 

针对拥有汉语方言背景的华人、华裔的汉语语法偏误研究，近年来随着国力增强与国际交往的加深

及国际中文教学的发展，相关研究数量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目前，以海外华裔学生为研究对象的汉语语

法习得研究数量不多，仅见 17 篇。这 17 篇研究中既有对华裔学生整体的研究，也有对汉语方言背景下

华裔学生的研究，但不多，仅见 2 篇。学者们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也是多种多样。笔者通过对

17 篇与海外华裔学生习得汉语语法偏误的研究进行考察和整理，发现自 2009 年以来针对海外华裔学生

习得汉语语法偏误研究大方向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国别化华裔学生汉语语法偏误分析研究，从研究

对象的国别来看，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如黄莉莎运用偏误分析理论知识对印尼华裔学生汉语写作句法偏

误进行分类统计分析的《印尼棉兰华裔学生汉语写作句法偏误及对策研究——以亚洲国际友好学院为例》

[1]，有李芃秋就学生汉语单句“被”字句书面输出动态进行研究的《菲律宾华裔汉语学习者“被”字句

书面输出动态调查分析》[2]，有刘文静以留学生作文语料库为基准对东南亚华裔学生习作中出现的补充

类话语标记“同时”、“另外”、“此外”、“还有”、“再说”等 8 个词语进行习得研究的《东南亚

华裔留学生汉语补充类话语标记习得研究》[3]，有蒋翠莹对华裔学生“不”和“没”否定结构的习得过

程和偏误进行分析研究的《印尼华裔“不”和“没”否定结构的习得过程及偏误分析》[4]，也有 KO SHYUAN 
LING 专门考察华裔独中生有标转折类复句习得研究的《马来西亚华裔独中生有标转折类复句习得研究》

[5]等。虽然关于海外华裔学生汉语偏误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但也有针对欧美地区海外华

裔学生的偏误研究，不过主要集中在对汉语句式句类的研究，如蔺兰对华裔学生三类汉语疑问句，包括

是非问句、选择问句和反问句的习得情况进行考察的《加拿大华裔学生汉语疑问句偏误分析》[6]以及朱

湘燕和徐逸君对美国旧金山华裔汉语给予义句式习得偏误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的《美国华裔汉语给予义

句式习得偏误分析》[7]，也有对句法成分偏误分析的研究，如董家琦对学生状态补语“得”前、“得”

字以及“得”后进行偏误分析的《意大利华裔青少年学习汉语状态补语偏误分析》[8]；第二类是国别化

华裔学生语言技能习得和不同学习阶段的语法偏误研究。除了以上两大类，还有王文艺针对菲律宾华裔

学生在习作中出现的语法偏误进行分析，进而对华文教学提出建议的《从语法偏误看华语教学中应注意

的问题——以菲律宾华校学生作文为例》[9]，但此类文献仅有 1 篇，笔者就不对其进行过多阐述。此外，

有汉语方言背景的海外华裔学生习得汉语语法偏误研究属于第一类的下项研究方向，但它作为本文研究

的重点，将独立于第一类方向在本文的第三部分进行阐述说明。 

2.1. 国别化华裔学生汉语语法偏误分析研究 

就目前来看，学术界对于华裔学生习得汉语语法所产生的偏误成果多集中在硕士毕业论文和学报中，

在中国知网、维普和万方上很难找到从宏观上研究华裔学生汉语语法偏误的研究，大多是汉语作为第二

语言学习语法偏误研究的综述，并没有针对性地类别化、国别化研究，如李菡幽指出了汉语作为第二语

言学习语法偏误这一研究领域当前呈现的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看

法[10]。学术界对于华裔学生习得汉语语法所产生的偏误成果一般都从微观方面入手，从国别化、语法类

别化阐述汉语语法偏误并分析产生原因。在现代汉语中，语法板块它又能细化分成不同的类别，就语法

成分来说，它又能分成主语、状语、定语、补语等等，所以说在教学中语法一直都是个教学难点，如迟

旭指出汉语中的状语由于类型多种多样，搭配成分相对来说较为复杂，多项状语同现时语序又有变化，

是国际中文教学的一大难点[11]。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发现针对华裔学生的汉语语法偏误分析时，大多都

是从汉语、英语方面做对比分析，缺少本土语言与汉语、英语的对比分析，但裘俊洁通过对汉语与英语、

菲律宾语的对比分析和主谓谓语句的考察研究，发现了菲律宾华裔青少年习得该句型的顺序[12]，对在国

际中文教学中该句型的教学来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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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别化华裔学生语言技能习得和不同学习阶段的语法偏误研究 

在学术界中，有很多学者喜欢从汉语学习者不同的学习阶段出发研究汉语语法偏误，甚至有的从语

言技能(即听、说、读、写)方面出发研究汉语语法偏误，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国际中文教学有一定的

借鉴意义。 

2.2.1. 国别化华裔学生语言技能习得语法偏误研究 
语法偏误往往是二语学习者在习得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偏误。对语法偏误进行分析研究，不仅能

帮助国际中文教师了解学习者的二语习得过程的规律，同时也能提高国际中文教学的质量和水平。在

国际中文教学中，教师有针对性地根据学生情况通过语言技能的教学和调查来调整教学计划、因地制

宜、多方面综合分析，是非常有利于教学的推进和开展的。如骆奕良在对写作技能教学实例定量定性

分析时，针对学生在学习写作时所产生的语法偏误从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三个方面来探讨偏误

产生的原因，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避免出现偏误的教学建议[13]，此举对后续接任该岗位的汉语老师或

本土老师都有较大地参考价值。针对国别化语言技能语法偏误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集中于写作技能

语法偏误的研究。 

2.2.2. 国别化华裔学生不同学习阶段习得语法偏误研究 
与语言技能语法偏误分析相比，大多数学者偏向于对汉语学习者不同学习阶段的语法偏误研究，分

别从初级、中级、高级阶段出发去研究不同国别的汉语学习者分别在这三个阶段中所产生的汉语语法偏

误。对于汉语水平处于初级阶段的汉语学习者而言，语法往往是他们薄弱的一个环节，他们在平时的学

习中会出现各种语法偏误。周娜通过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利用问卷调查法找出了巴基斯坦初级汉语

学习者汉语语法偏误的分布层面和出现频率，进而做出更细致的调研，最后通过统计分析找出了原因，

并结合当前教学实际探索出适合该校巴基斯坦初级阶段学生的教学方法[14]，对国际中文语法教学来说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据悉，对于以韩语为母语的学生来说，汉语学习的重难点不是词汇，而是汉语的语法。

因为韩语中有百分之 70 的词汇是汉语词，所以探索出一条适合韩国初级汉语学习者学习汉语语法的教学

方法至关重要，而牛利杰从教学实践出发，找到了这条有效的语法教学方法。对不同的学习阶段进行语

法分析，有利于教师了解学生的情况，进而作出了合理的教学安排，促进教学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15]。
但以上两位作者的教学对象并不是海外华裔，而是常态化地进行国别化不同学习阶段的语法偏误分析，

所给出的教学建议对国际中文教学来说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在学术界里，也存在不少学者将两者结合起来更有针对性地对汉语语法偏误进行研究，将偏误产生

的原因细致化，更有利于国际中文教学。如宋为民对高级阶段英美汉语学习者的写作技能进行语法分析

研究[16]，钱倩对中高级汉语学习者的语体语法进行分析研究[17]。 

3. 汉语方言背景下海外华裔学生习得汉语语法偏误研究现状 

全球华侨华人约 6000 万人，东南亚是最主要的聚居区，总数约 4100 万人，约占全球华侨华人的 68.3%。

大部分华裔居住在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18]。根据前言部

分所提及的内容，国际中文教学的教学对象也包括海外华人、华裔，而这些华人、华裔大部分都会说汉

语方言。东南亚华人大部分祖籍地是福建和广东，福建籍华人大多使用福建闽南话，广东籍华人则大多

使用潮汕闽南话。也因此，东南亚是海外闽南籍、潮汕籍华人最活跃的地区，该地区的闽南方言在海外

华人社区闽南方言中最有活力[19]，由此可以看出该地区的海外华裔国际中文教学已经不能单纯的只考虑

当地官方通用语言对习得汉语影响，还要考虑祖语对海外华裔学生习得汉语的影响。在汉语作为多语习

得中，是否更应该全方位的考虑、利用和注意汉语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关系来促进华语教育的发展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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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学界的注意和研究。笔者通过对 2 篇与汉语方言背景下海外华裔学生习得汉语语法偏误相关研究的

考察发现针对有汉语方言背景的海外华裔学生习得汉语语法偏误研究的方向目前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海

外华裔学生汉语表达偏误分析研究，如陈碧瑶的《新西兰华裔粤语学生汉语表达偏误分析》[20]；第二类

是海外华裔学生汉语词类习得研究，如欧铃燕的《泰国海南籍华裔学生时间词“刚”、“刚刚”和“刚

才”习得研究》[21]。 

3.1. 海外华裔学生汉语表达偏误分析研究 

笔者认为海外华裔在习得汉语时，不仅会受到所在国官方通用语言、汉语普通话的影响，还会受到

自身母语——汉语方言的影响。该影响在语音方面较为突出，但是对词汇和语法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影响。

通过对现有的文献考察，发现只有陈碧瑶通过对新西兰有粤语方言背景的华裔学生在汉语表达中常见的

词汇和语法偏误的统计分析证明了海外华裔在习得汉语时母语方言会对词汇和语法方面产生影响，在论

文中也指出这类学生在学校教育中学习汉语，容易出现特有的偏误并且需要针对性地解决策略[20]。当海

外华裔具有汉语方言背景时，通常会出现与其他汉语学习者不同的偏误，这时候前面所谈到的教学对策

和建议就不一定适用，所以教师在对海外华人、华裔教学时是有必要去主动了解学生的语言背景，因材

施教，帮助教师提升汉语教学水平，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3.2. 海外华裔学生汉语词类习得研究 

针对海外华裔学生汉语词类习得的研究在 17 篇所搜集来的文献中有 5 篇相关研究，如黄耶针对印尼

华裔“把”类量词“次”“个”“回”“下”进行研究的《印尼华裔高中生“把”类量词的偏误研究》

[22]，李梦娜以《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里的连词为依据，通过田野调查搜集了缅甸华裔学

生习作里的相关偏误，并分析出了连词偏误类型和偏误原因的《基于语料库的缅甸华裔汉语学习者常用

汉语连词习得研究》[23]和郭翠翠围绕东南亚华裔学生对 6 个常用单音动词的使用情况进行研究的《东南

亚华裔学生常用单音动词使用情况考察》[24]。而这 5 篇海外华裔学生汉语词类习得偏误研究中，只有欧

铃燕的《泰国海南籍华裔学生时间词“刚”、“刚刚”和“刚才”习得研究》[21]是以有汉语方言背景的

海外华裔学生为研究对象。前面说到陈碧瑶是针对汉语表达偏误分析研究，而欧玲燕与陈碧瑶的研究方

向不同，她通过对泰国海南籍华裔学生汉语时间词“刚”、“刚刚”和“刚才”的习得研究找到了海南

籍华裔学生对时间词的习得顺序和规律，她不仅进行了偏误分析，还研究了海南话和普通话时间词“刚”、

“刚刚”和“刚才”句法的异同，通过对比分析证明了海南话对习得普通话时间词有较大的影响[21]。 
虽然欧玲燕和陈碧瑶两人研究方向不同，但两位作者皆证明了汉语方言对海外华裔学生习得汉语普

通话的词汇、语法有较大的影响。在这 17 篇从中国知网、维普和万方上下载的关于海外华裔学生习得汉

语语法偏误研究文献中还有程曦在偏误分析时考虑到了泰北华裔学生的二语背景及社区方言的特点和影

响[25]，但这不是《泰北华裔学生汉语程度副词习得偏误分析》主要论述的内容，所以笔者就不编入有汉

语方言背景的海外华裔学生汉语语法研究板块中进行论述。 

4. 汉语方言背景下海外华裔学生习得汉语语法偏误研究的思考 

从前文所进行的梳理情况来看，至目前关于海外华裔学生的汉语语法习得偏误研究可谓是令人又喜

又忧。喜是海外华裔学生的汉语语法偏误研究作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语法偏误研究和“海外华文教

育”其中一部分，虽然论著较少，但近些年的逐步增多表明海外华裔学生汉语语法习得研究越来越受到

学者关注；忧是就论著的数量来看，针对有汉语方言背景的华裔学生习得汉语语法偏误的研究仍处于初

探阶段，学界对该视域下的研究尚浅。从中国知网、维普和万方上下载的相关文献来看仅见两篇有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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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对此作出了研究和分析，分别是陈碧瑶的《新西兰华裔粤语学生汉语表达偏误分析》[20]和欧铃燕的

《泰国海南籍华裔学生时间词“刚”、“刚刚”和“刚才”习得研究》[21]。 
虽然在国际中文教育中，有学者关注到了汉语方言背景下华裔学生习得汉语的偏误研究，但是少有

是针对语法方面的偏误研究，更多的是对无方言背景的学生的汉语语法偏误研究，而且相关的研究大多

数是硕士论文，存在着研究成果级别不高、研究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的问题。 
作为一名国际中文教育专业人员、国际中文教师，在国际中文教学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利用好方言

和汉语之间的亲缘关系，并将其做比较，有针对性地根据华裔所在国的通用语言特点、方言特性和环境

因素做出应对策略，是有助于国别化汉语教学深入开展的。希望学术界有更多的学者利用这一亲缘关系，

发展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关注和研究有汉语方言背景的华裔学生习得汉语语法偏误的研究和发展，同时

也要注意在国际中文教学过程中处理好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关系。 
总之，海外华裔学生的汉语背景相当复杂，华文教学领域及华文教学研究都尚未成熟和完善。海外

华裔学生的汉语习得研究(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和汉字等)作为基础性研究很值得全面、系统地总结，现

存的、未完善的研究空间亟待学界里各位学者充实和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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