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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语中的短语结构在世界语言体系中是十分独特的存在，因此汉语学习者在学习短语结构时偏误率较高。

基于语料库的偏误分析是近年来国际中文教育界中较为普遍的研究题材，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十分成熟。

本文依托偏误分析理论和中介语理论，基于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中丰富的语料，在对现代汉语中常见

的十一种短语结构的偏误进行统计分析，得出最常发生偏误的短语结构，再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对短

语结构的偏误进行质性分析，并结合笔者的实际教学经验得出偏误的原因，以及在教学中如何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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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hrase structure in Chinese is a very unique existence in the world language system, so Chi-
nese learners have a high bias rate when learning phrase structure. Corpus-based bias analysis is 
a common research topic in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community in recent years, an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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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very mature in theory and method. Relying on the theory of bias analysis and the theory of in-
termediary language, based on the rich corpus of global Chinese intermediary corpus, this paper 
conducts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bias of eleven common phrase structures in modern Chinese to 
obtain the phrase structure with the most common bias, and then conducts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bias of the phrase structure on the basis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combines the author’s 
actual teaching experience to obtain the reasons for the bias and how to improve it i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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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第二语言习得中，学习者在学习和使用目的语时出现的错误，我们将其称之为“偏误”。1967 年，

S·P·Corder 发表了标志性的著作，学界兴起了偏误分析(Error Analysis)和第二语言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研究。此后，L·Selinker 提出了中介语理论更是为深入研究“偏误和习得”奠定了理论基础[1]。
中介语是由学习者构建的一种既不同于母语也不同于目的语的一种过渡性语言，偏误存在于中介语当中，

中介语是研究偏误和习得的基础。 

2. 研究现状 

偏误分析在国际中文教育的教学实践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最早将偏误分析和中介语理论引入国

内的是鲁健骥先生在 1984 年发表的《中介语理论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音偏误分析》，此后，学界针对

学习汉语的偏误和习得展开了很多讨论，都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比如，有的研究分析了汉语语言要

素中的某一类，具有通用性，如鲁健骥的《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分析》；有的研究将国别区域与汉语

语言要素结合，如肖奚强的《韩国学生汉语语法偏误分析》，对针对特定区域的汉语教学很有帮助；还

有的将汉语语言要素细化，研究某一类的特定声调、词类、构式等，如方珍《印尼初级汉语学习者双音

节词声调偏误分析》、韩金玲《泰国留学生汉语能愿动词“想”和“要”的偏误分析》、朱志琪《留学

生动趋短语“V + 过来”与“V + 过去”使用情况考察及偏误分析》等，这一类研究也是现在偏误分析

的研究趋势，研究数量多、研究种类全、研究重点细。 
在知网中搜索“短语结构偏误分析”，搜索结果涵盖了很多短语结构，如定中短语、比况短语、方

位短语、介词短语、“的”字短语等，但是缺乏所有短语结构类型偏误情况的整体概述。研究对象越来

越细致往往会造成研究缺乏宏观的、整体的视角。 
针对短语结构偏误的整体性研究并没有很多，多是针对某一结构或某一结构的某一构式进行细致的

偏误分析这一现状，本文试图依据黄廖版《现代汉语》中对短语结构的分类，将语料中出现的短语结构

偏误进行整体性概述。 
本文借助的语料库是“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简称“全球库”)，设计总规模 5000 万字，含熟语

料 2200 万字，集笔语语料库、口语语料库、多模态语料库于一体。截至 2021 年 11 月 6 日，库存原始语

料 2367 万多字，多个层面的标注语料合计约 1.26 亿字 1。体例庞大的语料库对我们进行科学研究非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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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来源 http://qqk.blcu.edu.cn/#/corpus/sys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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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于是本文基于此，进行短语结构的偏误分析。 

3. 短语结构偏误 

语料库规模庞大，但由于研究时间有限，因此笔者随机下载了 100 条语料进行短语层面的偏误分析，

其中包含的偏误种类有 11 种，见表 1。 
 
Table 1. Statistics table of bias classification 
表 1. 偏误分类情况统计表 

偏误类型 数量 比例 偏误类型 数量 比例 

定中结构 21 21% 主谓结构 3 3% 

状中结构 26 26% 联合结构 1 1% 

数量结构 13 13% 方位结构 5 5% 

述宾结构 8 8% “的”字结构 5 5% 

述补结构 12 12% 固定短语 1 1% 

介宾结构 5 5%    

 
由表 1 可以看出状中结构的偏误是最容易出现的，其次是定中结构，数量结构和述补结构的偏误也

较容易出现，主谓结构的偏误出现较少，联合结构和固定短语的偏误出现最少。此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出不同短语结构对学习者的难易程度，也可以反映出学习者在学习不同短语结构时的接受程度。下

面将细致地分析各种偏误类型的形式和特点。 

3.1. 状中结构的偏误 

状中结构的基本形式是状语 + (地) + 状语中心语。常出现的偏误：一是状语和状语中心语的语序颠

倒，比如：我学习汉语在学校。应该改为“在学校学汉语”。二是“地”的误用也是常出现的偏误，比

如：我有礼貌的拒绝了她。“的”改为“地”。 
有一类特殊的状中结构“介词短语做状语”，使用频率非常高，同时偏误率也很高。偏误主要是： 
1) 介词短语做状语时介词缺失。 
① 我偶然她见面。缺失介词“和”，应改为“和她见面”。 
② 妈妈平静的声音我的耳边回响，妈妈含笑的眼睛我的眼前出现。缺失介词“在”，应改为“在我

的耳边回响”、“在我的眼前出现”。 
2) 介词短语做状语时介词缺失并和中心语语序颠倒。 
① 她上班大企业。缺失介词“在”，应改为“在大企业上班”。 
② 我住一起漂亮妻子和漂亮女儿。缺失介词“和”，应改为“和漂亮妻子和漂亮女儿住一起”。 
③ 我们的生活有亲密关系消费生活。缺失介词“和”，应改为“和消费生活有亲密关系”。 

3.2. 定中结构的偏误 

定中结构的基本形式是定语 + (的) + 定语中心语。定语常出现的偏误是多层定语语序的偏误。比如：

① 丢的旧一辆自行车。应改为“丢的一辆旧自行车”② 最有名在益山的有两个。应改为“在益山最有

名的有两个”。 
定中结构中有关“的”的偏误有很多，如“的”的多余和“的”的缺失，尤其在多层定语中，“的”

的多余和缺失还会杂糅出现。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10582


孙蕴清 
 

 

DOI: 10.12677/ml.2023.1110582 4339 现代语言学 
 

1) “的”的多余。① 我当了最后的一名。② 我的梦乡是“好的爸爸”。 
2) “的”的缺失。① 别人给我好评价。② 在全国最漂亮校园。 
3) “的”的多余和缺失杂糅出现 
① 这是小学一年的时候的事情。应改为“小学一年时候的事情”。 
② 我不知道他的爸爸工作是什么。应改为“他爸爸的工作”。 
③ 中国严重交通的问题。应改为“中国严重的交通问题”。 

3.3. 数量结构的偏误 

数量结构的形式是数词 + 量词，通常用来修饰名词。常出现的偏误是： 
1) 数词使用不当，如：① 我已离开了二年多。② 二三杯咖啡。都应将“二”改成“两”。 
2) 量词的缺失或多余，比如：① 她和我只有差一个岁。② 我来中国多 7 月。前者应去掉“个”，

后者应加上“个”。还有一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偏误是： 
3) 数量结构和修饰名词不匹配，如： 
① 我和弟弟在北京旅游的时候，看了几篇演出节目。应将“篇”改为“场”。 
② 我在这儿学习的时候，我交了许多外国朋友。那个人中一个日本人非常漂亮，所以我对她非常关

心。(此偏误要在语境中才能显现)“那个人”应改为“那群人”。 

3.4. 述补结构的偏误 

述补结构的基本形式是 v + (得) + 补语，其常出现的偏误有两种，一是述补位置颠倒，如： 
① 我们每天一个小时读书。应改为“读书一个小时”。② 一点儿好。改为“好一点儿”。 
二是“得”的误用，比如： 
① 当然进步的很快了。② 我们练习很努力，打的很好。都应将“的”改为“得”。 

3.5. 述宾结构的偏误 

述宾结构的基本形式是 V. + O，述宾结构最常出现的偏误是述宾位置颠倒，如： 
① 中国的菜是非常好吃。胃口是正合适。所以十公斤增加了。改为“增加了十公斤”。 
② 跟朋友一起去按摩店脚按摩。改为“按摩脚”。 
③ 所以我们都夏天的旅游很喜欢。改为“很喜欢夏天的旅游”。 

3.6. 介宾结构的偏误 

介宾结构的基本形式是介词 + 宾语，常出现介词和宾语语序颠倒，如：你和一起真的有意思。改为

“和你一起”。 
还有介词的缺失和多余，如：① 在韩国的新闻经常出现家庭暴力。去掉“在”。 
② 我以前韩国的时候买的。增加“在”。 

3.7. 方位结构的偏误 

方位结构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地点) + 方位词，最常出现的偏误是语序颠倒，如：你以前 8 年时候丢

的自行车。改为“8 年以前”。  

3.8. “的”字结构的偏误 

“的”字结构的标志是“的”，最常出现的偏误也是“的”的缺失，如：他打扫以后房间干干净净。

他的头发漆黑漆黑还有皮肤雪白雪白的。都应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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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主谓结构的偏误 

主谓结构的基本形式是主语(S) + 谓语(V)，常出现的偏误是语序颠倒，如：她觉得难英语。改为“英

语难”。 

3.10. 联合结构的偏误 

联合结构是并列使用两个相同的语法成分，有时还有连接词连接。常出现的偏误是连接词使用错误，

如：这星期一突然房东来说的是不能退二个月的租金而押金。改为“租金和押金”。 

3.11. 固定短语偏误 

固定短语就是一些语言中的固定用法，常出现的偏误就是固定用法的使用错误，如：比赛开始了，

就兔子狂奔。这是“一……就……”固定结构的偏误，应改为“比赛一开始，兔子就狂奔”。 

4. 偏误产生的原因 

语言内在和外在的很多因素会影响学习者对知识的掌握，有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也有可能产生消

极的影响，进而形成偏误。从学生的学习策略方面看，语法偏误主要有两大来源，这就是母语干扰和已

经掌握的不完全的汉语知识对学习新的语法现象的干扰[2]。第一个是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比如对韩国

学生来说，韩国语不像汉语主要依靠虚词和语序表达语法关系，它主要依靠附加成分(词尾)表示语法关系。

其句子成分的排列不十分严格，必要时可以调换，语序变了，只要词尾不变，句子成分就不变[3]。所以

很多韩国留学生会写出“跟朋友一起去按摩店脚按摩。”这样的句子。因为韩国语中的语序是主语 + 宾
语 + 谓语(SOV)，对汉语来说就是宾语前置。再比如印度尼西亚的学生会写出“和她见面在学校”这样

的结构，因为印尼语中，状语往往放在句子后面，这与汉语也是相反的。 
二是受目的语影响造成的偏误。比如定中结构中“的”的偏误，英语等很多语言中没有助词“的”，

所以学习者在学习“的”时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偏误，尤其在多层定语中不知道哪里该用“的”，哪里

该省略“的”。 
在分析语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很多偏误不是单纯由于某一种原因形成的，造成偏误的原因还有待研

究。比如下列两个句子： 
① 男主人公对她说服一起上大学开始新生活，但她不能上学。 
② 我们一边吃一边对那天的事情聊天儿。 
这是由于目的语“介词短语做状语”过渡泛化造成的，还是由于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混淆造成

的还需要继续研究。 

5. 教学策略 

面对不同的偏误类型及产生的原因，我们要运用不同的教学策略尽量减少偏误的产生及产生后如何

及时纠正，这就是偏误分析的意义所在。 
首先要在教学的各个阶段注重汉语同学习者母语的对比。汉语的短语结构的组合关系同句子结构的

组合关系基本一致，这是需要同学习者明确并在教学中不断强调的。尤其是初级阶段，汉语学习者没有

形成汉语思维，依然是用母语作为媒介，所以教师可以利用这一点，加强学习者母语和汉语的对比。 
假设我们在对英语背景的学生进行述补结构“好得很”中程度补语“很”的教学，首先教师在备课

时便要提前预设留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偏误的地方，预备好应对偏误的教学方法。英语和汉语

的“很”不一样，在英语中，“very good”中的“very”放在前面，但是“很”在汉语中做程度补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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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后面，还要加上标志词“得”。因此，学生很容易出现错序和遗漏的偏误。所以，教师在教学时，

可以时常提醒学生注意汉语的述补结构的特点和标志，尤其是不要遗漏助词“得”。将英语的“very”
和汉语的“很”从位置(英语前、汉语后)、用法(英语表强调、汉语表程度)等方面作对比。然后运用情景

法、交际法等进行操练，设定真实的生活场景、发布交际任务，让学生在实际交际中练习“很”的正确

用法。在日常操练和课后练习中反复强化学生对程度补语的短语结构和标志的记忆，以此来尽可能地降

低偏误率[4]。 

另外，在教材的编写上也可以更加注重实用性和趣味性。比如，在学到相应的短语结构时增加汉语

与学习者母语的对比；通过课后小故事使学习者更清楚汉语语法结构的特点，加深理解。 
其次要遵循二语习得规律，一般都遵循着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习得规律，比如在习得短语结构时，

英语背景的学习者对主谓结构的短语习得速度较快，对状中结构的短语习得速度较慢。所以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先讲解容易的结构再推导至较为复杂的结构。再比如学习状中结构时，先学习较为简单的副词

做状语，再学习较为复杂的介宾短语做状语等。 
假设我们在对印度尼西亚的学生进行“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和爷爷奶奶见面”这句话的教学。首先

教师要明确教学重点是“在……和……见面”这一包含多层状语的状中结构，学生容易出现的错误是将

状语后置。因此，在教学时，可以先讲授“和……见面”，做操练。等学生熟悉之后再加上时间状语，

并强调时间状语放前面。之后再创设实际情景，辅助学生完成交际任务，以此达到教学目的。 
不管哪种教学策略，都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根据不同的课型、课时，随时调整完善，最终达到

教学目的。 

6. 结语 

偏误分析是国际中文教育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对指导教学、分析教学成果有重要作用。虽然现在的

偏误分析研究很多，但并不是所有偏误的出现都能得到科学合理的解释。因此笔者认为对各种偏误进行

分析依然很有价值，作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一名研究生也应积极参与其中。最后，运用偏误分析理论

和中介语理论，借助语料库，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系统地发现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帮助我们更好地解

决问题，完善理论、促进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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