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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代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是现代汉语语法中具有研究价值的
一

个词 ， 其中有

关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不 同用法规则的研究 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 问题之
一

。

本文主要考虑该结构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的实际需要 ， 以前人的理论研究成果为基

础 ， 从汉阿语言对比 、 动态助词
＂

过
＂

的用法规则的习得顺序 、 偏误类型 、 对外

汉语教学等多个方面来探讨阿拉伯语母语者对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习得和使用

情况 。 本文的研究可以帮助对外汉语教师了解母语为阿拉伯语的留学生习得动态

助词
＂

过
＂

的偏误类型及原因 ， 可 以根
据这些偏误类型提供一些能

减

少动态助词＂过＂

习

得
偏

误的教学方法，帮助 母 语为阿拉伯语的留学生 减少汉语动态助词＂过＂

的

使
用

偏误，从而 更 好地学习汉语。 论文一

共分
为

六个章节： 第一章

绪
论

部分说明了本研 究的选题理由，同时 对 论文的研究目的和 研 究意义进行

了简要的概括。从汉 语 动态助词＂过＂
的

本
体

用法研究、习得 研 究以及汉 阿语

言对比三个方面，对 目 前 关于汉语动态助词＂过
＂

的
研

究现状进行说明，同  时，

重 点 介绍了本 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第二

章为现代汉语动态助词＂过
＂

的
汉

阿语言的对比性研究。首 先 ，对 前 人的相

关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概括，主 要 介绍了阿拉伯语中过去时动词及其动词句

的相关研究理论，同 时 ，对 汉 语中关于动态助词＂过
＂

的
语

法层面的理论研究成

果进行分析和总结，在 此 基础上，结 合 具体实例对两种语言中的各 个语法规则进

行对比性分析，进 一 步
研

究并总结出相 应语法规则下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和共同

点，为 本 文下面的研究打下基础。 第三

章对阿拉伯语母语者汉语动态助词＂过
＂

的
习

得顺序进行研究。首 先 ， 以汉

语动态助词＂过
＂

的
不

同用法规则为基础，通 过 对所收集到的有效语料的分析和

整理，对 不 同汉语水平的阿拉伯语母语者使用的不同用法汉语动态助词＂过
＂


的句

子进行统计和分析。以 上 述研究结果为基础，对 阿 拉伯语母语者汉语动态助词＂

过
＂

的
习

得 顺序产生的原因进行进一步
分

析，希 望 为＂过
＂

的
对

外汉语教学提供

帮助。 第四

章 为阿拉伯语母语者现代汉语动态助词＂过
＂

的
习

得偏误分析。本 章 在

Ｉ



上一章习得顺序研究的基础上 ， 对阿拉伯语母语者习得并使用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不同用法所表现出 的偏误类型进行分析 。 研究发现母语为阿拉伯语学习者习得

中所呈现出 的偏误类型包括四个方面 ， 即
＂

过
＂

字遗漏 、

＂

过
＂

的过度使用 、

＂

过
＂

与
＂

了
＂

的混淆 （

＂

了
＂

用作
＂

过
＂

） 、

＂

过
＂

和
＂

了
＂

的错误连用 。 文章结合具体

的实例 ， 对上述偏误类型产生的原因进行研究 ， 希望帮助学习者更好的 习得并使

用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不同用法 。

第五章为现代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提出相应的建议 ， 主要

包含三个角度 ，

一

是关于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不同用法规则的教学顺序的建议 ；

二是关于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用法规则重难点的建议 ；
三是基于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偏误分析提出 的建议 。

第六章为本文的结语部分 ， 对本文研究成果进行简要概述 ， 指出本文研究中

所存在的不足 ， 在此基础上 ， 提出进
一

步研究的设想 。

关键词 ： 动态助词
＂

过
＂

； 习得顺序 ； 偏误分析 ；对外汉语教学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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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章 绪论

１ ． １ 选题来源

汉语和阿拉伯语存在很多差异 ， 尤其是在形态方面 。 这是因为它们在世界语

言谱系 中 ， 分属没藏语系和内含语系 ， 两者的使用距离非常远 、 差异非常大 。 从

语言类型上看 ， 汉语缺少形态变化 ； 阿拉伯语有很多形态变化 。 如此巨大的差异

决定了无论是中 国学生学习阿拉伯语还是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 ， 都会遇到许多 困

难 。 到 目前为止 ， 化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研究
一

直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 的重难

点 问题 ， 同时也是对外没语教学中 的热点 问题 。 本文的提出既来 自 自 身没语学习

的体验 ， 也来 自对于周 围母语为阿拉伯语的 同学有关化语动态助词
＂

过
＂

错误使

用这
一

现象的观察 。 通过硕±期间的学习和研究 ， 自 己在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

理解和使用上有了更多的也得 ， 所 把
＂

母语为阿拉伯语的留学生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习得研究
＂

作为我的硕±毕业论文题 目 ， 希望这篇文章能帮助留学生解

决在学习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中遇到的困难 ， 也为面 向母语为阿拉伯语的汉语动

态助词
＂

过
＂

的教学提出
一

些有益建议 。

１ ． ２ 研究 目 的与意义

崔希亮 （ １ ９９４ ） 提出 ， 我国 国 内现代没语语法的研究存在云种立场 ，

一

是基

于理论 目 的的研究 ；

二是基于语言教学 目 的的研究 ；
Ｈ是基于计算机应用 目 的的

研究 。 本文的研究立场属于第二种 ， 即基于语言教学 目 的的研究 。 现代汉语动态

助词
＂

过
＂

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非常复杂 。 对于使用本族语的 中 国人来说 ， 我

们往往想不到这种复杂性 。 在对外没语教学中 ， 动态助词
＂

过
＂

却往往是留学生

出错率较髙的语法点之
一

。 另
一

方面 ， 现代汉语动态助词的本体研究
一

直Ｗ来存

在很多争议 ， 也存在很多不同的意见 ， 正如李大忠 （ １ ９９６ ）所说 ：

＂

在这个 问题上 ，

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内 ， 无论是概念的运用还是意义的界定 ， 都还没有很好地解

决问题 ， 因此就显得有些混訊 。 这对外国人学汉语是不利的 。

＂

我们在动态助词

１



＂

过
＂

本体研究的基础上 ， 对所收集的大量留学生动态助词
＂

过
＂

的中介语语料

进行考察分析 ， 希望对面 向阿拉伯语为母语留学生的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教学有

所帮助 。

本文相关 问题的研究可Ｗ为阿拉伯语为母语的没语学习者学习没语动态助

词
＂

过
＂

提供
一

些帮助 。 同时本文也可 ｌｉ
ｉｌ帮助对外汉语教师了解母语为阿拉伯语

的留学生习得动态助词
＂

过
＂

的习得顺序和偏误类型及相关原因 。

１ ．３ 研究现状

近年来 ， 汉语热逐渐升温 （ Ｐｅｎｇ ，２０ １ ０ ） ， 来华学习没语的外国 留学生越来

越多 ， 在Ｗ前的研究中 ， 有很多关于对汉语和阿拉伯语在语音 、 语法 、 词汇等
一

些方面的对比研究 ， 但是从Ｗ阿拉伯语为母语的没语学习者的角度出发 ， 有针对

性地研究阿拉伯语对汉语学习顺序和偏误的影响 ， 目 前并不多见 。 到 目前为止 ，

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研究
一

直是现伐没语语法研究中的重难点 问题 ， 同时也是

对外没语教学中 的热点 问题 。 但是我国 目前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相对较少 ， 尤其

是针对Ｗ阿拉伯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进行的研究更少 。 因此 ， 本文主要从
一

个

全新的角度进行研究 ， 希望可Ｗ更好地帮助脚拉伯语为母语的没语学习者学习汉

语 。

１ ．３ ． １ 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用法研究

作为与时态范畴和体态范畴关系密切的语法成分 ， 动态助词
＂

过
＂
一

直是汉

语语法学界讨论的热点 问题 ， 尤其是关于
＂

了
＂

、

＂

着
＂

、

＂

过
＂

的比较研究 ， 在相

关研究 内容中处于凸显的地位 ， 例如 ： 李铁银 （ １ ９９９ 、 ２００２ ） 从时态表达的角度

出发 ， 对
＂

了
＂

、

＂

着
＂

、

＂

巧
＂

的异同进行比较研究 ， 并把相应的研究结果与教学

实践相结合 。 除此么外 ， 众多学者对于动态助词
＂

过
＂

等单个体标记从不同 的角

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

朱德熙在其 《语法讲义 》 （ １ ９８２ ） 中将
＂

过
＂

定义为动词后缀 ， 动词后缀
＂

过
＂

２



表示曾经发生某事或 曾经经历某事 。 朱先生还提出要注意后缀
＂

过
＂

巧动词

＂

过
＂

的区别 。

孔令达 （ １９８６ ） 认为现代没语里的
＂

过
＂

有两个 ，

一

个表示动作的完毕 ： 另

一

个表示过去或者 曾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 两者之间在语法意义和功能上都存在

着显著差异 。

陈平在其 《论现代奴语时间系统的 ＝元结构 》 （ １ ９挑 ） 中将
＂

过
＂

等看作不

同于普通词汇成分的专用时态助词 ， 现代汉语中表示各种时态范畴的助词也都是

由实词逐渐虚化而来的 。

刘月华 （ １ ９８８ ） 把
＂

过 ２

＂

的意义概括为 曾经发生某
一

动作或Ｗ某种状态 、
－

方式存在 ， 并从语义 、 句法结构和语用等多个方面 ， 对
＂

过 ，

＂

和
＂

过 进行对

比分化 指出
＂

过 前的动词所代表的行为化及所涉及的事物需要是 己知的信

息 ， 而
＂

过 。

＂

大多出现在具有解释说明性的语言环境中 。

糞千炎在其文章 《谈现代汉语的时制表示和时态表达系统》 （ １９９ １ ） 中指出

汉语并不具备表达时制的语法成分系统 。 紋语句子时制的表示采用 的是词语的形

克 即采用词汇手段表达时制 。 他也区分了绝对时制和相对时制 ， 但在具体分类

描写时 ， 他是将二者敲为
一

体的 ， 他从绝对时制和相对时制两个方面来给各种时

制结构类型命名 。

石統智 （ １９９２） 指出代表没语
＂

体
＂

范畴的动态助词
＂

了 、 着 、 过
＂

，

一

起刻

画
一

个完整动作从无到有的
＂

实现过程
＂

，

＂

了 

＂

表示动作从无到有的
＂

实现过程
＂

，

＂

着
＂

表示动作从产生到结束之间 的状况 ，

＂

过
＂

表示动作的结束 。

房玉清在他的 《动态助词
＇

了
＇ ＇

着
＇ ＇

过
＇

的语义特征及其用法比较 》 （ １ ９９２ ）

－

文中对这Ｈ个动态助词进行了分析 ：

＂

总的看来 ，

＇

了
＇

和
＇

过
＂

表示的时间上

的动态 ，

＇

着
＇

表示的是时段上的动态 。 所料 ，

＇

了
＇ ＇

过
＇

跟
＇

着
＞

是相互排斥

的 ， 现代没语里 ， 而
＇

了
’

跟
＇

过
＇ ＇

着
＇ ＂

主要表
＂

动作持续
＂

，

＂

了 

＂

主要表
＂

动

作完成
＂

，

＂

过
＂

表示过去的事情的动态 ， 所 １＾１动词 、 形容词前面可能用上副词

＂

曾经
＂

或者表明过去时间的词 。 有时是相互补充的 。

＂

孙德坤 （ １ ９９ ３ ） 指出 ， 成功的语言教学应该有两个基础 ， 就是对 目标语的研

究和学习者学习过程的研究 。 对 目标语的本体研究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根基和导航

灯 ， 离开了本体的研究 ， 对外汉语教学就成了无源之水 ， 无本么木 。 全面而深入

３



的研究将对汉语教学起积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 ， 而滞后的本体研究将直接导致对

外狭语教学的失败 。 在对外没语教学的 同时 ， 要做好汉语本体的研究 。

徐通辦 （ １ ９ ９ ７ ） 把
＂

过
＂

看作是《语中 与时间信息特征有关的标记 ， 认为
＂

过
＂

在语义上表示某
一

时间层面的意义 ， 与连续性 的行为或性状相关 ， 同时 ， 其认为

＂

过
＂

适用 的事件范围较窄 ， 只适用于过去的 时间 ， 是说话人回顾过去 已经发生

过的事情时所运用 的
一

个字 。

戴耀 晶 （ １ ９ ９ ７ ） 指出在现代汉语里 ， 经历体的形态标记是
＂

过
＂

， 经历体是

完整体的
一

种 ， 同现实体
一

样 ， 它也是着眼于外部来观察时间进程中 的事件构成 ，

反映事件不可分解的整体性质 。

吕 叔湘在其 《现代汉语八巧词 （增订本 ） 》 （ １ ９ ９ ９ ）

－

书 中认为汉语动词没有

＂

时
＂

的分别 ， 但是有
＂

态
＂

的分别 ， 如进行态 （持续态 ） ： 说着话 ； 完成态 ：

说 了Ｈ个字 ； 经验态 ： 说过这句话 。

＂

过
＂

也是表示动态的助词 ， 用法如下 ： 用

法
一

， 用在动词后 ， 表示动作完毕 。 动词和
＂

过
＂

中 间不能插入
＂

得 、 不
＂

， 也

不能用否定 的说法 。 用法二 ， 用在动词后 ， 表示过去 曾经有这样的事情 ， 动词前

可加副词
＂

曾经
＂

。 用法Ｈ ， 形容词加
＂

过
＂

，

一

般需要说明 时 间 ， 有 同现在相

比较的意思 。 否定式在形容词前加
＂

没 （有 ）

＂

。

吴云 （ ２ ０ ０４ ） 从认知功能的 角度 出发 ， 认为
＂

过
，

＂

在认知功能上表完结 ，

＂

过 ；

＂

在认知功能上表经历 ， 两者在意义和用法等方面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

并基于教学实际 ， 进
一

步指出对两者进行区分的必要性 。

本文在进行相关 内容的研究中 ， 主要采用 呂 叔湘 （ １ ９９９ ） 中对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兰种用法的归纳和总结 ， 此为基础 ， 主要探讨 了不同用法规则下阿拉

伯语母语者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 习得和使用情况 ， 同时 ， 基于所提及的汉语动

态助词
＂

过
＂

的Ｈ种用法规则 ， 与阿拉伯语言 中表过去时含义的用法规则进行对

比性研究 ， 并基于Ｈ种用法规则 ， 对如何合理安排对外汉语教学中相关语法项 目

的教学 ， 提 出 了相应的建议 。

１ ．３ ．２ 关于狭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汉外语言对比研究

刘风华在他的 《阿汉语法差异的多维研究 》 （ ２０ ０ ３ ） 中指出 ：

＂

阿语造句主要

４



采巧形合法 ， 句子 中 的各词或分句之间用语言形式手段连接 ， 表达语法意义和還

辑关系 ， 所Ｗ连词的使用频率非常高 。 而汉语讲究的是意合 ， 词语或分局之间不

用语言形式手段连接 ， 句子中 的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通过词语或分句本身 的意义

表达 。 所Ｗ没语在造句时 ， 少用甚至不用形式连接手段 ， 它注重阴性连贯 ， 注重

逻辑事理顺序 。

＂

关于不同语言中 的时制 问题 ， 李铁根在他的 《

＂

了
＂

、

＂

着
＂

、

＂

过
＂

与汉

语时制的表达 》 （ ２００３ ）

－

文中指出 ：

＂

各种语言都有各 自 的特点 ， 语言的时制表

现形式也不尽相同 ， 因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时制表达系统 。 英语 、 俄语等印欧语的

语言主要是Ｗ动词本身 的形态变化作为表达时制类型的主要手段 ， 当然 ， 也经常

辅 １＾其他词汇手段 。 如英语就常常同时使用时间副词和表示时间 的名词或名词短

语 、 介词短语 、 状语句等等词汇手段辅助表达各种时制类型 。 而且 ， 词汇手段和

语法手段之间的配合呼应关系有时是非常严格的 。

＂

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 ， 中介语现象作为
一

种独特的语言形式 ， 往往能反映

出学习者在对相关学习 内容的学习 中所表现出 的特点 ， 由此 ， 中介语语料的 出现 ，

为我们进行相关习得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和理论支撑 。 通过中介语语料

库 ， 我们主要可Ｗ分析出学习者在习得相关内容时所表现出 的偏误类型和不同的

偏误现象 。 陈刚 （ １ ９８０ ） 、 赵世开 、 沈家煌 （ １ ９８４ ） 、 王丽欣 （ ２００２ ） 基于中介语

语料库研究了某些语法成分或句法结构在
＂

过
＂

的习得过程中 出现的系统性 、 规

律性的偏误 ， Ｗ及
＂

过
＂

在习得过程中 的过度使用 的原因等问题 ， 促进了我们从

语言对比的角度进
一

步研究
＂

过
＂

的相关特征 ， 扩大了我们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

围 。

１ ．３ ． ３ 关于没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习得研究

目前为止 ， 关于动态助词
＂

过
＂

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成果并不是

很多 ， 仅有的几篇文章也仅仅是关于欧美学生对动态助词的研究 ， 而专 口对动态

助词
＂

过
＂

， 或者Ｗ阿拉伯语为母语背景学习者为研究对象的习得研究更是少之

又少 。 接下来 ， 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

杨素英 、 黄月 圆和孙德金的 《没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体标记习得 》 （ １ ９９９ ） 指

出经历体
＂

过
＂

主要表现过去的某种经历 ， 强调过去 曾经有过某种经历 ， 而不管

５



此种经历何时发生 ， 发生了几次 ， 因此经历句并不特指某
一

事件 。 在此基础上 ，

探讨 了体标记习得呈现的规律 ， 情状类型与体标记习得的关系 。

孙德金在他的 《外 国学生汉语体标记
＇

了
＇ ＇

着
’ ＇

过
’

习得情况的考察 》 （ ２ ０ ０ ０ ）

一

文 中 ， 通过对语料库资料的分化 考察 了
＂

了
＂ ＂

着
＂ ＂

过
＂

的习得 同动词的情

状和句法结构的关系 ， 从中发现体标记的 习得过程中句法结构对学习效果影响重

火 ， 得 出 了体标记习得的新的认识 ； 情状体与汉语体标记的 习得有很大的相关性 ，

句子情状类型 同体标记习 得的关系 ， 指出
＂

句子情状类型影响体标记
＇

了
’

和
＇

着
＇

的 习得 ，

＇

过
’

不受句子情状类型影响
＂

。

本体研究和 习得研究两者之间的研究成果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 ， 即本体研

究中存在的 问 题往往会在第二语言习 得 中有所体现 ， 对二语习得带来
一

定的负面

影响 。 目 前本体研究中 关于汉语 的体态范畴 Ｗ及作为体标记的
＂

过
＂

的研究还不

够深入和透彻 ， 如它们 的称谓 １＾及相关界限概念的确定上还存在着很大差异 ， 送

些分歧和差异往往对对外汉语教学 Ｗ及学习 者的二语习得方面产生直接的影响 ，

例如 ： 如何定义汉语中 的体态范畴和时恣范畴 ， 如何明确动态助词
＂

过
＂

与体态

范畴之间 的对应关系等 问题往往在相应的对外汉语教材 中无法找到确切的答案 ，

那么教师在对外没语课堂教学中 ， 没有
一

个确切的根据 ， 并进行 明确 的讲解 ， 而

学习者往往只是从课本上现有 的例句入手 ，

一

味地模仿或者套用 ， 无法真正理解

和掌握用法规则的实质 内涵 。 由此 ， 充分的本体研究会为对外汉语教学打下 良好

的基础 。

通过上述对汉语动态巧词
＂

过
＂

的本体研究和二语习得研究现状的分析和讨

论 ， 我们作如下总结 ： 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用法规则较为复杂 ， 是汉语本体语

法研究 及汉语二语 习得研究中 的重难点 内容 ； 但众多学者通过对化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本体角度和二语习得角度的研究的不断深入 ， 取得 了
一

定的研究经验和

学术研究成果 ， 为今后有关该领域 内课题的进
一

步研究打下 良好的基础 ； 在众多

的研究成果 中 ，

一

些学者对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认识 ， Ｗ及对汉语中时态范畴

和体态范畴的认识仍然存在较大 的差异 ， 在共 同领域的研究 中还存在
一

定 的分

歧 ； 与本体研究相 比 ， 关于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二语习得的研究并不十分充分 ，

研究范围上也不十分广泛 ， 但从 肖 前的研究现状来看 ，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的和关

研究成果 ， 可Ｗ成为本体研究 内容的补充 ， 并对本体相关 内容的研究起到 良好的

６



促进作用 ； 本体研究中和二语习得研究中存在的 问题和不足 ， ｗ及已经取得的本

体研究及二语习得研究中 的成果并没有很好的应用到相应的对外
＇

没语教学中去 ，

这对外 国母语背景学习者进
一

步习得和使用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具有
一

定的负面

影响 。

由此 ， 本文Ｗ对外汉语教学的实际需要为主体 ， 从新的角度 ， 即 Ｗ阿拉伯语

母语背景学习者为研究对象 ， 基于语料库 内封闭式语料内容的考察和分析 ， 主要

研究他们对化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习得和使用情况 ， 希望为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提供相应的教学建议 。

１ ． ４ 研究方法及思路

１ ． ４ ． １ 研究方法

第
一

， 语料调查 。

留学生习得汉语的过程中 ， 经常 出现
一

些带有普遍性的语法难点 ， 如
＂

过
＂

的用法 、

＂

把
＂

字句 、 各类补语Ｗ及时态助词
＂

着
＂

等 。 根据 化Ｋ 动态作文语料

库中 的资料显示 ， 由于
＂

过
＂

的使用不当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阿拉伯学生的汉语表

达 。 如语料库中有这样的句子 ：

＂

你为什么要送么做呢 ？
＂

我不知道多少次被问这个问题 。

这句话中想要表达的是曾被多次提 问 同
一

个 问题 ， 动作已经发生了很多次 ，

因此在句中应在动词后加上助词
＂

过
＂

句意才完整 。

＂

每当我做什么事或买什么 东西 ， 我都会征求过她的意见 。

＂

该句从时态来说强调每次都会送样 ， 因此
＂

过
＂

所代表的完成意义在该句 中

并不适用 。

具体来讲 ， 本文所有的语料均来 自于语料库 １ ： 北京语言大学
＂

化Ｋ 动态作

文语料库
＂

， 语料库 ２ ： 中 山大学
＂

汉字偏误标注的汉语连续性中介语语料库
＂

和语料库 ３ ： 华中师范大学
＂

留学生作文中介语语料库
＂

。 针对语料库 １ 和 ２ ， 我

们 Ｗ现代汉语
＂

过
＂

字为捜索对象 ， 通过
＂

字符串检索
＂

或
＂

关键字 、 词检索
＂

７



得到沙特阿拉伯 、 也 口 、 阿联苗 、 阿曼 、 科威特 、 己林 、 卡塔尔 、 伊拉克 、 叙利

亚 、 约旦 、 黎己嫩 、 己勒斯坦 、 埃及 、 苏丹 、 利 比亚 、 突尼斯 、 索马里 、 吉布提 、

毛里塔尼亚 、 科摩罗 、 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 ２２ 个国家的学生使用 的含有
＂

过
＂

的句子 。 针对语料库 ３
， 我们对语料库中 Ｗ阿拉伯语为母语的学生所写的作文 （共

３ ３ ５ 篇 ， 约 巧 ． ５ 万字 ） 进行阅读和分化 同样找出语料中含有
＂

过
＂

字的句子 。

为研究相关问题 ， 在对有效语料的进
一

步分析中 ， 我们根据
＂

过
＂

的不同用

法对有效语料进行
一

次标注 ， 同时 ， 我们根据第二语言中常见的偏误类型对所有

原始语料进行阅读和分析 ， 对所得到的有效语料进行二次标注 。 在分析和判断的

过程中 ， 要注意动态助词
＂

过
＂

和非动态助词
＂

过
＂

的区分 ， 即针对本文所研究

的对象 ， 要去除语料中含有的非动态助词
＂

过
＂

的句子 。

第二 ， 对比和分析相结合 。

通过分析学习者在语法方面的难点 ， 总结学习难点产生的过程中母语对其影

响 ， １＾１及如何解决这些学习难点 ， 为阿拉伯学生学习化语提供帮助 。 例如 ： 阿拉

伯语中有时
一

个动词可Ｗ独立成为
一

个完整的句子 ， 动词通常表达不同的
＂

时
＂

＂

体
＂

， 有不同的词形变化 ， 而没语中动词的这种变化通常是借助时态助词和副

词完成的 。

为研究不同水平的阿拉伯语母语者对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相关习得情况 ，

我们利用
＂

国际没语教材难度反馈工具
＂

对包含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有效语料

的原始语料 ， 重新进行等级划分 ， ０１得到初级 、 中级和高级Ｈ个级别的阿拉伯语

母语者对没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习得和使用情况 。

１ ． ４ ． ２ 研究思路

本文通过考察阿拉伯语母语者对现代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习得和使用情况 ，

对没语和阿拉伯语中与动态助词
＂

过
＂

相关的句法特征进行对比分析 ， 并通过对

所收集的有效语料的整理和分析 ， 对阿拉伯语母语者没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不同

用法规则的习得顺序进行研究 ， 在此基础上 ， 研究并总结阿拉伯语母语者在习得

和使用含有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句子时所呈现出的偏误类型 ， 对各个偏误类型

８



所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 最后 ， 基于理论分析和研究结果 ， 从兰个角度出发 ， 为

对阿拉伯语母语者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教学提出建议 。

论文分为 Ｗ下几个部分 ：

第
一

部分为研究综述 ， 对研究 目 的 、 研究意义 、 研究现状进行阐述 ； 第二部

分对汉阿语言对比的相关内容进行叙述 ； 第兰部分为
＂

过
＂

的习得顺序的研究 ；

第四部分为习得偏误分析 ； 第五部分为教学建议和总结 。

９



第二章 关于现代级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汉

脚语言对比

２ ． １ 阿语中的过去动词

动词是表示在
一

定时间范围 内发生的动作或存在的状态的词 。 阿拉伯语的动

词从时间概念来说可Ｗ分为过去动词 、 现在动词和命令动词 。 其中过去动词是表

示在过去时间里发生的动作或行为 。

２ ． １ ． １ 过去动词的变位

阿拉伯语有千四个词形变化 ： 阳性第Ｈ人称单数 、 双数 、 复数 （他 、 他俩 、

他们 ） ， 阴性第Ｈ人称单数 、 双数 、 复数 （她 、 她俩 、 她们 ） ， 阳性第二人称单数 、

双数 、 复数 （你 、 你俩 、 你们 ） ， 阴性第二人称单数 、 双数 、 复数 （妳 、 炼俩 、

巧们 ） ， 部分阴 、 阳性的第
一

人称单数和复数 （我 、 我们 ） 。 动词根据主语人称 、

性和数的不同要起
一

定的变化 ， 叫做动词的词形变化 ， 即动词的变位 。

下面 １＾ ４３化６３４＾（ 写 ） 为例 ， 说过去动词的变位 ：

Ｉ

第
一

人称
Ｉ第二人称第ＨＡ称



阴性阳性
－

阴性阳性

卑 护）革 户）革 户）啤

单数Ｋａｔａｂ（化 ）Ｋａ ｔａｂ （ ｔ ｉ ）Ｋａｔａｂ（ ｔａ ）Ｋａ ｔａｂａｔＫａ ｔａｂａ



我写过


你写过你写过 她写过他写过

料马 例早 。）革 巧

双数 Ｋａｔａｂ （ｔｕ ｉｎａ）Ｋａｔａｂ （ｔｕｍａ）Ｋａ化ｂａｔ （ａ）Ｋａ化ｂ （ａ ）



你俩写过你俩写过她俩写过他俩写过

马
（

Ｕ
）革 必）马 約马 闷马

（Ｊ）

复数Ｋａｔ ａｂ（ｎａ ）Ｋａｔａｂ
（ｔｕｎａ）Ｋａｔａｂ

（ ｔｕｒｎ）Ｋａｔａｂ（ｎａ）Ｋａｔａｂｕ
（ｕ）



Ｉ

我们写过
Ｉ

你们写过 Ｉ

你们写过 Ｉ

她们写过
Ｉ

他们写过

从这张表中可 看 出 ， 过去动词 的最基本形式是阳性单数第Ｈ人称 （他 ） ， 如

１ ０

Ｉ



Ｋａｔａｂａ（他写 ） 。 阴性单数第Ｈ人称 （她 ） 则在动词的最基本形式之后加
一

个心 凹

字母 。 这个 ＾ 的就是过去动词的阴性标志 。 小括号 内 的字母是与动词连接的代

名词 ， 这种代名词当主语 ， 称为主格连接代名词 （或译为
＂

主格接尾人称代词
＂

） 。

很明显 ， 阳性和阴性单数第Ｈ人称后面没有主格连接代名词 ， 它们本身 内 隐藏着

一

个假定为
＂

他
＂

或
＂

她
＂

的代名词 ， 称为隐藏代名词 （或译为
＂

内含人務代词
＂

） 。

阳性双数第Ｈ人称 （他俩 ） 和阴性双数第Ｈ人称 （她俩 ） 后面的主格连接代

名词都是艾利夫
＇

０［
ａ ：

］
） ， 这种艾利夫称为双数的艾利夫 。 阳性复数第Ｈ人称

（他们 ） 的主格连接代名词是瓦五
２

〇［
Ｗ

］
） ， 称为集体的瓦五 ， 又称为复数瓦五 。

这种面五后面要巧
一

个不发音的附加字母艾利夫 ， 除非瓦五后面连有其他的代名

词 。 阴性复数第Ｈ人称 （她们 ） 的主格连接代名词是奴恩
３

（ ｏ ｎ ） ， 译为
＂

阴性复

数的奴恩
＂

。 全部第二人称 （ 阳性的你 、 你俩 、 你们 ， 阴性的你 、 你俩 、 你们 ）

和单数第
一

人称 （我 ） 的主格连接代名词都有带动符的塔乌
４

（
〇 阳 ） 字母 ， 称

为带动符的代名词塔乌 。 第
一

人称只有单数 、 复数之分 。 复数第
一

人称 （我们 ）

的主格连接代名词是 （ 如ａ ） ， 称为主语的 。 ｎａ 。

２ ． １ ． ２ 阿拉伯语过去动词的标符

阿拉伯语文字没有元音字母 ， 但用八个符号来表示八个元音 ， 即Ｈ个动符也

称短音 ： 开 口符 （字母上面标
一

个小横 ） 、 齐齿符 （字母的下面标
一

个小横 ）

及合 口符 （字母的上面标
一

个小瓦五字母 ） ， 由字母和短音构成的Ｈ个长音符号 ；

开 口符＋艾利巧 、 齐齿符＋雅伊及合 口符＋瓦五 ， 和两个软音符号 。

阿拉伯过去动词的词尾有标志 ， 可 分为 ：

Ａ ．开 口符

（ １） 、 ａ、 ４ ｔ

．

ｌ巧

Ａｄｄａｒ ｓＭｕｈａｍｍａＫａｔａｂａ

语法结构 ： ｋａｔａｂａ 动词 ；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 名词 ， 施事者 ；

ａｄｄａｒｓ ： 名词作

宾语 。

Ｉ
■

艾利夫 ： 阿拉伯语字巧有发音化有名称 ，

＂

艾利夫
＂

是第
一

个字巧的 名称１（ ０ 是阿拉伯语的写法 。

２ 瓦五 ： 是第 ２ ７ 个阿拉伯语字母 的名称 。

３ 奴思 ｉ 是第 ２５ 个阳拉伯语字巧 的名称 。

４

塔乌 ： 是第 ３ 个阿拉伯语字母的名称 。

１ １



释义 ： ｋａ ｔ ａｂ ａ ： 写过 ；
Ｍｕ ｈａｍｍａｄ ： 人名 ；

ａ ｄ ｄａｒ ｓ ： 功课

意思 ： 穆罕穆德写过功课了 。

有的时傾过去动词词尾的开 口符很清晰 ， 开 口符起阿拉伯语的符号么
一

， 也

是过去式的标志符号 ； 有的时候 由于动词后面没有施事者而连接的代名 词不 同 ，

这个时候过去式动词的开 口符不清晰 。 例如 ：

（ ２ ） ＬＪｌｋｌ ｌ

ａｔ ｔ ａ ｌ ｉ ｂｎａｇａｈａ

语法结构 ： ｎａｇａｈａ ； 动词 ；
ａ ｔ ｔ ａ ｌ 化 ： 名词

释义 ： ｎａｇａｈ ａ ； 通过 了 ；ａ ｔ ｔ ａ ｌ ｉ ｂ ： 学生

意思 ； 那个学生通过 了 。

（ ３ ） ？ ＇＾ １

Ｊ立

Ｎａ呂ｈａ ｔ ａａ ｌ ｌ ｔ ａａ ｌ ｆ ｔ ａ ｔ ａｎｒａ
’

ｙ ｔ ｕ

语法结构 ： ｒａ
＇

ｙ ； 动词 ｔ ｕ ： 连接代名 词 （我 ）
；
ａ ｌ ｆ ｔ ａｔ ａｎ ： 名词 ａ ｌ ｌ ｔ ａ ；

助词 ；
ｎａｇｈａ ； 动词 ｔ ａ ： 连接代词

辞义 ； ｒａ
＇

ｙ ： 看过 ；
ｔｕ ； 我 ；

ａ ｌ ｆ ｔ ａ ｔ ａｎ ： 两个姑娘 ；
ａ ｌ ｌ ｔ ａ ： 的 ；

ｎａｇｈａ ｔ ａ ：

及格

意思 ； 我看过嚴格 了 的两个姑娘 。

（ ４ ）三 ５

＾ １

Ａ ｌｍｕａ ｌ ｅｍＤａｒａ ｓａｋａ

语法结构 ： ｄａｒａ ｓａ ； 动词 ；
ｋａ ： 连接代名 词 （ 第二人称 ）

；
ａ ｌ ｍｕａ ｌ ｅｍ ：

名字 ， 施事者

＃义 ： ｄａｒａ ｓ ａ ： 教过 ；
ｋａ ； 你 ；

ａ ｌ ｍｕａ ｌ ｅｍ ： 老师 。

意思 ： 老师教过你 。

（ ５ ）＾Ｊ－ｊ
Ｊ ｉ

Ａ ｌ ｒａｊ ｕ ｌｍａ ｓ ｈａ

语法结构 ： ｍａｈ ｓ ａ ： 残缺动词 ； ａ ｌ ｒａｊ ｕ ｌ ： 名词

释义 ； ｍａｈ ｓ ａ ： 走 了 ， ａ ｌ ｒａ ｊ ｕ ｌ ： 男 的

意思 ： 那个男 的走了 。

（ ６ ） Ｉ

１ ２



Ａｌ ｈａｄ ｉｋａｆ ｉａ ｌａｔｆａ ｌｌａ ｉ ｂｕ

语法结构 ； ｌ ａ化 ： 动词 ；
ｕ ； 连接代名词 ； ａｌ ａｔ化 １ ： 名词 ；

ｆ ｉ ： 介词 ；

ａ ｌ ｈａｄ化ａ ； 名词

释义 ： ｌａｉ ｂ ； 玩过 Ｕ ： 他们 ；
ａ ｌａｔ ｆａ ｌ ： 孩子们 ；

ｆ ｉ ： 在 ；
ａ化ａｄ化ａ ；

公园 。

意思 ： 孩子们在公园玩过

可Ｗ看出来例子 （ ２ ） 、 （ ３ ） 、 （ ４ ） 的开 口符很清晰 ， 因为上面标开 口符

的过去动词的最后字母后面没有其他的字母或有艾利夫 ［ａ ：
］ ， 因此开 口符

很清晰例如 ； 例子 （ ３ ）Ｎａｇｈａ化 和例子 （ ２ ）ｎａｇａｈａ ； 而例子 （ ５ ） 由于是

残缺动词 的最后字母是雅伊字母 Ｄ ］
、 例子 （ ６ ） 过去动词的最后字幕连接复

数瓦五字母 ， 因此开 口符不清晰 。

Ｂ ．合 口符 （字母的上面标
一

个小的瓦五字母ｊ［
ｗ

］
）

（ ７ ） Ｉ

ｊｊ
Ｓ４＾ ＇

ａｄｄａｒ ｓａｔ ｔｕ ｌ ａｂｋａｔａｂｕ

语法结构 ： ｋａｔａｂｕ ； 动词 ；
ａｔ化 ｌａｂ ： 名词 ， 施事者 ；

ａｄｄａｒ ｓ ： 名词作

宾语 。

释义 ； ｋａ ｔ ａｂ ： 写过 ， Ｕ ： 集体瓦五 （复数标志 ） ，
ｋａ ｔａｂｕ ： 他们写过 ；

ａｔ ｔｕ ｌ ａｂ ： 学生 （复数 ）
：
ａｄｄａｒ ｓ ： 功课

意思 ： 学生们写过功课了 。

（ ８ ） 与 山乂

ａ ｓ ｓｕｂ ｅｒｍａｒｋｅ ｔｈａｚａｒａ
’

ｙｔｕ

语法结构 ： ｒａ
＇

ｙ ： 动词 ， ｔ ｕ ： 连接代名词 （第
一

人称 ） ，
ｈａｚａ ： 指示

代词 ；
ａｓ ｓｕｂｅｒｍａｒｋｅ ｔ ： 名词

释义 ； ｒａ
＇

ｙ ： 看过 ， ｔｕ ： 我 ；
ｈａｚａ ： 送 ；

ａｓ ｓｕｂ ｅｒｍａｒｋｅ ｔ ： 超市

意思 ： 我看过这家超市

Ｃ ． 静符
Ｓ

（ ９ ）一

ａｄｄａｒ ｓｋａｔｂ ｔｕ

５

睁符号 ： 字巧上面标
一

个小 圓困 ， 表示该字母只发所表示的辅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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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结构 ； ｋａｔ ｂ ： 动词 ， ｔ ｕ ： 连接代名词 ；
ａｄｄａｒ ｓ ： 名词作宾语 。

释义 ； ｋａ忧 ： 写过 ， ｔｕ ： 我 ，
ｋａ忧化 ：我写过 ；

ａｄｄａｒ ｓ ： 功课

意思 ： 我写过功课了 。

（ １ ０ ） ， 心

Ａｄｄａｒ ｓＫａｔｂｎｎａ

语法结构 ： ｋａｔｂ ： 动词 ｎｎａ ： 连接代名词 （阴性复数的奴恩 ） ， ａｄ化ｒ ｓ ：

名词作宾语 。

释义 ：
ｋａ化 ： 与过 ；

ｎｎａ ： 她们 ；
ａｄｄａｒ ｓ ： 功课

意思 ： 她们写过功课了 。

阿拉伯语动词根据主语人称 、 性 、 数的不同要起
一

定的变化 ， 但如果动词的

位置在于主语的前面 ， 可 不受到主语数的影响 。 例如 ：

（ １ １ ） １１＾Ｃ ｌＵｌＵａｌ ｌ

ＡｔｔａｌｂａｔＮａｊａｈａｔ

语法结构 ： ｎａｊ ａｈａ ： 动词 ；
ｔ ： 连接代名词 （单数阴性 ） ；

ａｔ ｔａ ｌ ａｂａｔ ：

名词 （复数 ）

释义 ： ｎａｊ址ａ ； 通过 、 成功 ， ｔ ： 她 ；
ａＵａ ｌ ｉ ｂａｔ ： 女学生们

意思 ： 女学生们通过了 。

例子 （ １ １ ） 动词没有根据主语的数量而起变化 。
－

阿拉伯语的动词还可 ｙ ？用 ｋａｎａ 、 ｓａｂａｋａ 和 ｌａｋａｄ 来表示过去的动作或状态 。

Ｋａｎａ ： 是Ｗ前是或当过的意思 ， 词性是残缺动词 ；
ｓａｂａｋａ ： 是曾经的意思 ， 词性

是副词 ；
ｌａｋａｄ ： 是已经的意思 ， 词性是副甸 。 例如 ：

（ １ ２ ）Ｕ１Ｕ．

Ｔａｌ ｂａｎｋａｎａ

语法结构 ： ｋａｎａ ： 残缺动词 ；
ｔａ化ａｎ ； 名词 （宾格 ）

释义 ； ｋ細ａ ：Ｗ前是 、 当过 ！ｔ ｌａｂａｎ ： 学生

意思 ： 他Ｗ前是
一

名学生 。

（ 。 ） 班 山４＾地

Ａ ｓｈａｒ ｉ ｋａｔ ｅ ｌ ｋａｆ ｉｙａａｍｅ ｌｋａｎａ

语法结构 ： ｋａｎａ ： 残缺动词 ； ｙａａｍｅ ｌ ： 现在动词 ；
ｆ ｉ ： 介词 ；

ｔ ｅ ｌ ＾ ｋ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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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
ａ ｓｈａｒ ｉ ｋａ ； 名词

释义 ： ｋａｎａ ：前是 ； ｙａａｍｅ ｌ ： 工作 ；
ｆ ｉ ： 在 ；

ｔ ｅ ｌ ｋａ ： 男Ｐ ；ａｓｈｅｒ ｉ ｋａ ：

公司

意思 ： 他在那家公司工作过 。

（ １ ４ ）
进 ｃｌｉｌ

ｊ
Ｕｊ山ｊ ｉ

ａｌ ｇｈａｄａ
＞

ａｔ打ａｗａｉ ｔ ｌ ａｋａｄ

语法结构 ： ｌ ａｋａｄ ： 副词 ；
ｔｎａｗａ ｌ ； 动调 ；

ｔ ； 连接代名词 ； ａ ｌ ｇｈａｄａ
＇

ａ ： 名词

＃义 ： ｌ ａｋａｄ ： 已经 ；
ｔｎａｗａｌ ； 吃过 ， ｔ ： 我 ；

ａｌ ｇｈａｄａ
’

ａ ； 午饭

意思 ： 我吃过午饭了

（ １ ５ ）
已 ｉ

ｊ
Ｓ剑 鸣Ｕ

Ｓａｂａｋａｎａ ｌｋｅ ｔ ａｂｈ过ｚ过ｋ过ｒ过
＞

过ｔｕ

语法结构 ； ｋａｒａ
＇

ａ ； 动词 ， ｔｕ ； 连接代名词 ；
ｈａｚａ ； 指示代词 ； ａ ｌ ＿ ｋｅ ｔａｂ ；

名词 ， ｓａｂ ｉｋａｎ ： 副词

释义 ： ｋａｒａ
，

ａ ： 读过 ， ｔ ｕ ； 我 ；
ｈａｚａ ； 这 ； ａ ］ ｋｅ ｔａｂ ： 书 ， ｓａｂ ｉ ｋａｎ ；

曾经

意思 ； 我曾经读过送本书 。

２ ．２ 巧语
＂

过
＂

对应的阿语表达方式

汉语使用
＂

过
＂

的情况 ：

（ １ ） 用
＂

动＋过
＂

的格式 ， 表示动作完毕 ， 中 间不能插入
＂

得
＂ ＂

不
＂

， 也没

有否定的说法 。 后面可 Ｗ带语气助词
＂

了

＂

。 例如 ：

吃过饭再去

赶到那儿 ， 第
一

场 已经演过了

等我问过了他再告诉你

（ ２ ） 用在动词后 ， 表示过去曾经有这样的事情 。 动词前可加副词
＂

曾经
＂

。

例如 ：

这本小说我看过 。

我们 曾经谈过这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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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北京的事他跟我提起过

我找过他不止
一

次

我们走过不少地方 ， 就是没有到过桂林

（ ３ ） 形容词带
＂

过
＂

，

一

般需要说明时间 ， 有同现在相 比较的意思 。 例如 ：

他小时候胖过 。

前几天冷过
一

阵 ， 逸两天又热起来了 。

阿拉伯语句子的基本类型是动词句和名词句 。 动词句最基本的特征是构成谓

语成分的动词在句首 ， 最简单的动词句是由动词和施事者 （代词 ） 构成的 ； 名词

句最基本的特征是构成起语成分的名词在句首 ， 最简单的名词句是由两个词构成

的 。

名词句的过去式

通常采用表状态的过去式残缺动词
＂

ｋａｎａ
＂

（是 ） 加名词句的形式进行表达 。

表示
＂

曾经是
＂

， 例如 ： 例子 （ １ ２ ） 。

要表示过去的经历 ， 阿拉伯语通常采用两种用法 ，

一

种是残缺动词
＂

與
＂

（是 ）

加现在式动词句表示过去进行的动作或过去存在
一

段时间的状态 ， 比如 ： 例子

（ １ ３ ）

； 第二种是完全动词
＂

如 （是 ） 加过去式动词句表示过去的经历 ， 与
＂

过
＂

的

用法相同 ， 比如 ： 例子 （ １ ５ ） 。

动词句的过去式

通常使用动词过去式表示动作的结束 ； 也可与
＂ 心＇

等过去式标志词连

用加强语气 ， 同时表示动作 己经结束了 ， 比如 ： 例子 （ １ ４ ） 。

综合来看 ， 没语的时间概念用特定的时间状语表示 ， 而阿拉伯语则用过去时

动词表示过去发生的动作 ； 中文经常用
＂

曾经 ， Ｗ前
＂

等词说明过去做过的动作 ，

而阿拉伯语则用动词
＂

Ｏ
＾ ｋａｎａ

，

＂

和副词
＂

ｔＳｆ
－ ｓａｂ ｉｋａ

＂

等来表示过去时 。

从上述汉闽两种语言之间的对陡研究结果来看 ， 两者么间存在很多差异 ， 例

如 ： 阿拉伯语中如果要表示过去的经历 ， 则通常要采用两种用法 ，

一

种是残缺动

词
＂

典 ｋａ ｎａ
＂

（是 ） 加现在式动词句表示过去进行的动作或过去存在
一

段时间的

状态 ； 第二种是副词
＂

ｃＳｆ
＊巧ａｂａｋａ

＂

（ 曾经 ） 加过去式动词句表示过去的经历 ， 与

＂

过
＂

的用法相同 。 而与此用法相对应的汉语在表达过去的经历时 ， 往往将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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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词
＂

过
＂

用在动词后 ， 表示过去 曾经有这样的事情 ， 动词前可加副词
＂

曾经
＂

。

两种语言中 的用法规则相对比而言 ， 阿拉伯语中表示过去经历时所用到的动态助

词标记
＂

典 ｋａ ｎａ
＂

和
＂

山－ ｓａｂ ｉｋａ
＂

是加在动词句的前面 ， 而汉语中与之对应

的动态助词
＂

过
＂

是加在动词或动词句的后面 。

阿拉伯语言的体范畴或时态范畴往往需要通过表示相应范畴的标志词表现

出来 ， 不同时态、 体态等范畴下的标志词表达不同 的语法意义 ， 这是
一

种强制性

的规则 。 而汉语中 的动词不存在过去式的形式 ， 也不存在强制性使用的 、 粘着的

标志词 ， 这两种语言的差异往往导致母语负迂移 。 没语的时和体不是通过谓语动

词的形态变化进行表示的 ， 汉语的
＂

时
＂

往往通过词汇手段加 １＾＾表达 ， 例如时间

词语和时间副词等 。 汉语的
＂

体
＂

是通过在动词后添加
＂

了
＂

、

＂

着
＂

、

＂

过
＂

等语

法手段来加 Ｗ实现的 ， 也可Ｗ通过添加补语等语法手段或通过不同的语言环境加

Ｗ表示 。 另
一

方面 ， 在表达时间概念时 ， 没语注重
＂

体
＂

的表达 ， 而不注重
＂

时
＂

的表达 ， 这与其它语言有所差异 。

上述差异 ， 在阿拉伯语母语学习者习得和使用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规则和

用法时 ， 会对其产生
一

定的影响 ， 这
一

影响产生的结果 ， 往往在学习者习得时所

产生的偏误现象中有所体现 。

２ ．３ 小结

本节 内容中主要探讨了动态助词
＂

过
＂

句法规则及特征在汉语和阿拉伯语两

种语言中所表现出 的对比情况 ， 研究中主要涉及的是没阿语言所表现出 的差异 。

没阿语言各属于两种谱系中 的语言 。 我们研究了阿拉伯语中跟动态助词
＂

过
＂

对

应的句法规则和特征 。 首先对阿拉伯语中 的动词过去式及其动词句进行相关介

绍 ， 通过实例分析阿拉伯语中过去时的标符 ， 为后面的有关动态助词
＂

过
＂

的汉

阿语言对比打下基础 。 在动态助词
＂

过
＂

相关的没阿语言对比的具体研究中 ， 具

体分析了两种语言在动态助词
＂

过
＂

下所具有的句法特征上所存在的差异 ， 同样

通过具体实例的例举分析 ， 分析 了汉阿语言在表达同义语句时所表现出 的不同语

序 ， Ｗ及在通过动态助词
＂

过
＂

表达过去时态用法时 ， 两种语言在句法规则上所

表现出 的差异 。 从语言差异的角度出发 ， 联系学习者在习得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偏

误现象 ， 可Ｗ进
一

步表明 ， 两种语言的对比下所存在的差异 ， 是导致学习者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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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偏误现象 ， ｗ及个别动态助词
＂

过
＂

的用法规则难 ｗ习得 ， 或者无法很好

的理解和掌握的重要原因 ， 即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 ， 要特别注意学习者习得过

程中所表现 出 的母语负迁移现象 ， 并针对相应的语言差异 ， 在实际的教学中进行

重点讲解 ， 达到提高学习者相应的句法规则的习得能力 的 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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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Ｈ章 现代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习得顺

序研究

３ ． １ 语料范围及处理方式

这篇文章 Ｗ上
一

节中所提到的有关
＂

过
＂

的用法等相关研究的理论分析为基

础 ， 对语料进行收集 、 整理和分析 。 本文所有的语料均来 自于语料库 １ ： 北京语

言大学
＂

册Ｋ 动态作文语料库
＂

， 语料库 么 中 山大学
＂

化字偏误标注的汉语连续

性中介语语料库
＂

南语料库 ３ ： 华中师范大学
＂

留学生作文中介语语料库
＂

。 针

对语料库 １ 和 ２
， 我们 Ｗ现代巧语

＂

过
＂

字为捜索对象 ， 通过
＂

宇符串检索
＂

或

＂

关键字 、 词检索
＂

得到沙特阿拉伯 、 也口 、 网联苗 、 阿曼 、 科威特 、 己林、 卡

塔尔 、 伊拉克 、 叙利亚 、 约旦 、 黎己嫩 、 臣勒斯坦 、 埃及 、 苏丹、 利 比亚 、 突尼

斯 、 索马里 、 吉布提 、 毛里塔尼亚 、 科摩罗 、 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 ２２ 个国家

的学生使用 的含有
＂

过
＂

的句子 。 针对语料库 ３ ， 我们对语料库中 Ｗ阿拉伯语为

母语的学生所写的论文 （共 ３ ３５ 篇 ， 约 巧． ５ 万字 ） 进行阅读和分析 ， 同样找出

语料中含有
＂

过
＂

字的句子 。

为研究相关问题 ， 在对有效语料的进
一

步分析中 ， 我们根据
＂

过
＂

的不同用

法对有效语料进行
一

次标注 ， 同时 ， 我们根据第二语言中常见的偏误类型对所有

原始语料进行阅读和分析 ， 对所得到的有效语料进行二巧标注 。 在分析和判断的 ．

过程中 ， 要注意动态助词
＂

过
＂

和非动态助词
＂

过
＂

的区分 ， 即针对本文所研究

的对象 ， 要去除语料中含有的非动态助词
＂

过
＂

的句子 。

为研究不同水平的阿拉伯语母语者对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相关习得情况 ，

我们利用
＂

国 际汉语教材难度反馈工具
＂

对包含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有效语料

的原始语料重新进行等级划分 ， Ｗ得到初级 、 中级和髙级Ｈ个级别的阿拉伯语母

语者对没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习得和使用情况 。

３ ．２ 现代没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用法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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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目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 》
一

书 ，

＂

过
＂

也是表示动态的助词 ， 用法如

下 ：

用法
一

， 用在动词后 ， 表示动作完毕 。 动词和
＂

过
＂

中 间不能插入
＂

得 、 不
＂

，

也不能用否定的说法 。 如 ；

（ １ ７ ） ＾ 三

Ｚａｈａｂｔｈｕｍａａｓｈａｙｓｈａｒｅｂａ

语法结构 ： ｓｈａｒｅｂａ ： 动词 ；
ａｓｈａｙ ： 名词 ；

ｔｈｕｍａ ： 副词 ；
Ｚ油ａｂ ： 动词

释义 ； ｓｈａｒｅｂａ ： 他喝了 ；ａｓｈａｙ ； 茶 ；
ｔｈｕｍａ ； 然后 、 后来 ；

Ｚａｈａｂ ； 走了

意思 ： 他喝过茶再去

用法二 ， 用在动词后 ， 表示过去 曾经有这样的事情 ， 动词前可加副词
＂

曾经
＂

。

如 ：

（ １ ８ ）ｔｄＪ ’山ｃｊｕｓｌ ｉＵｊＬｕ ．

Ｓａｂｋａｎａ ｌｋｅ ｔａｂｈａｚａｋａｒａ
’

ａｔｕ

语法结构 ； ｋａｒａ
，

ａ ； 动词 ， ｔｕ ： 连接代名词 ；
ｈａｚａ ： 指示代词 ；

ａ ｌ ＿ ｋ ｅ ｔ ａｂ ：

名词 ， ｓａｂ ｉ ｋａｎ ； 副词

释文 ： ｋａｒａ
＇

ａ ： 读过 ， ｔｕ ； 我 ；
ｈａｚａ ： 这 ；

ａ ；ｌ ｋｅ ｔａｂ ： 书 ， ｓａＭ ｋａｎ ： 曾经

意思 ： 我曾经读过这本书 。

用法Ｈ ， 形容词加
＂

过
＂

，

一

般需要说明时间 ， 有同现在相 比较的意思 。 否

定式在形容词前加
＂

没 （有 ）

＂

。 如 ；

（ 巧 ） 典 ^

Ｓ ｉ ｇｈａｒ ｅｈ ｅｆ ｉｓａＭ 打ｋａｎａ

语法结构 ； ｋａｎａ ： 残缺动词 ；
ｓａｍ ｉ ｎ ： 形容词 ；

ｆ ｉ ； 介词 ； ｓ ｉ ｇｈａｒ ｅｈｅ ；

时间名词

释义 ； ｋａｎａ ：前是 ；
ｓａｍｉ ｎ ； 肥胖 ；

ｆ ｉ ： 在 ；
ｓ ｉ ｇｈａｒｅｈｅ ； 小时候

意思 ； 他小时候 曾经很胖 。

３ ．３ 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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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统计了Ｈ个语料库中 ， 不同 国籍的阿拉伯语母语者对现代没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使用情况 ， 并Ｗ上述理论为基础 ， 通过语料分析得出 留学生学习
＂

过
＂

的用法的顺序 ， 具体情况如表 １ 所示 ：

表 １ 动态助词
＂

过
＂

的用法使用情况统计表
没语水平用法

一

用法二用法兰行合计

初 级


３


Ｗ


６


１ ９

中 级


５


９


３２

高 级


９
＾ １ ３



４７

列合计 １ ７ ＩＳ３ Ｉ ２８ Ｉ９８

由表 １ 所示 ， 不同水平的阿拉伯语母语者均能习得并使用
＇

汉语中带动态助词

＂

过
＂

的句子 ， 但从整体来看表现出两个特点 ：

一

是不同汉语水平的阿拉伯语母

语者在习得并使用带有没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句子时存在差异 ， 即随着阿拉伯语

母语者汉语水平的提高 ， 他们可Ｗ习得并使用更多的带有没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

句子 （高级 ： ４８％＞ 中级 ： ３２ ． ６％＞初级 ： １ ９ ． ４％ ） 。 二是阿拉伯语母语者在习得并

使用不同用法的带动态助词
＂

过
＂

的句子时存在差异 ， 即从动态助词
＂

过
＂

的不

同用法的习得的角度讲 ， 阿拉伯语母语者的习得顺序为用法二 、 用法Ｈ 、 用法
一

（用法二 ： ５４ ． １％＞用法＝ ： ２８ ． ６％＞用法
一

： １ ７ ． ３％ ） 。

对上述研究结果进行总结 ， 对阿拉伯学生来说 ，

＂

过
＂

的习得Ｗ用法二最容

易 ， 因为在动词前可Ｗ加上
＂

曾经
＂

Ｗ表示经验和经历 。 例如 ；

（ １ ） 我当年也参加过这种比赛 。

（ ２ ） 来中 国之前 ， 我没学过没语。
．

（ １ ） 和 （ ２ ） 中的
＂

过
＂

均表示过去的经验或经历 ， 表示过去或曾经发生过

这样的事情 ， 动词前的
＂

当年
＂

和
＂

之前
＂

在时间概念上均有表示
＂

曾经
＂

的意

思 。

接着学生对用法Ｈ也能在
一

定程度上理解和掌握 ， 用法兰中现在和过去进行

比较的意思很明显 。 例如 ；

（ ３ ） 我小时候也胖过 。

（ ３ ） 中 的时间点
＂

小时候
＂

蕴含着过去与现在的情况相比较的意思 ， 该句的否

定形式可 （＾
＞１在形容词

＂

胖
＂

前加否定词
＂

没有
＂

。

最难习得的是用法
一

， 学生首先要注意区别的是 ， 动词
＂

过
＂

和这里的助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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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

的用法上的不 同 ， 特别是动词
＂

过
＂

表示胜过的意思时 ， 前面可 ｗ加上
＂

得 、

不
＂

， 而助词
＂

过
＂

之前不能加 ； 其次要注意区别
＂

过
＂

与助词
＂

了
＂

在表达动

作完毕时的区别 ，

＂

过
＂

在送里没有否定的用法 ， 而
＂

了
＂

通过副词
＂

没 （有 ）
＋

动词
＂

表示否定意义 。 需要注意的是 ， 动作性不强的
一

些动词不能带
＂

过
＂

， 如

＂

知道 、 Ｗ为 、 认为 、 在 、 属于 、 使得 、 免得
＂

等 。 例如 ：

（ ４ ） 我
一

共旅过两次游 。

（ ５ ） 因为我知道健身 的重要 ， 而且我 已经试过了很多健身方法 。

（ ４ ） 和 （ ５ ） 中 的
＂

过
＂

用在动词后 ， 表示动作的完毕 ， 动词
＂

旅
＂

、

＂

试
＂

和

＂

过
＂

之间不能加
＂

得 、 不
＂

， 而且上述句子 中 的
＂

过
＂

没有否定用法 。

经过研究和分析 ， 将上述习 得顺序形成的原 因 总结如下 ，

一

是与动态助词

＂

过
＂

不 同用法的难易程度有关 ， 用法二 中
一

般在动词前面有明确的表示过去时

间或呈现出过去时态的词汇 ， 如 ； Ｗ前 、 曾经 、 从前 、 之前等 ， 学习者遇到这些

词汇 ， 必然会联想或运用到表示过去意义的或表现过去时态的动态助词
＂

过
＂

，

而且此类句子均存在肯定和否定形式 ，

一

般只与语义表达相关而不受句法限制 。

用法
＝
类句式存在 同样的肯定和否定形式 ， 且该句式存在着

一

个明显的现在和过

去 的对 比义 ， 学习者只需 明确是把所说明 的过去情况与现在的情况进行对比 ， 那

么在说明过去的情况时 ， 也会相应的运用到表示过去意义的动态助词
＂

过
＂

。 用

法二与用法Ｈ相 比较而言 ， 用法二有明确的表示过去意义的时间提示点 ， 而用法

Ｈ 中 的过去意义时间提示点是在对比的情况下所表现 出来的 ， 附加 了
一

个比较过

程 。 动态助词
＂

过
＂

所具有的用法
一

较为复杂 ， 其复杂性在于同其他动词或助词

语法意义的区分上 ， 同 时 ， 该用法Ｔ的带动态助词
＂

过
＂

送
一

句式的否定形式 ，

存在
一

定的句法限制 ， 相对而言 ， 留学生较难习得并运用句法规则较为复杂的动

态助词
＂

过
＂

的用法 。

二是受词频和 目 标语输入作用 的影响 。 用法二和用法Ｈ 中 的表示过去意义的

时 间提示词属于 ＨＳＫ 等级词汇表 中 的低级词汇 ， 是 日 常生活和学习 中 的常见词

汇 ， 即它们属于高频词汇的范围 ， 由此 ， 学习者较易 习得送些词汇 ， 并通过学习

过程 中或 日 常生活交流过程 中 的高频次输入 ， 所 Ｗ学习者能够很好的掌握并运用

动态助词所具有的用法二和用法Ｈ 。 同理 ， 用法
＇
一

下的句式句法限制较多 ， 学习

和生活 中 的 目 标语输入量较少 ， 学习者难Ｗ掌捏并对相应的句式感到陌生 ， 所 Ｗ

２２



学习者较少运用用法
一

下的带有动态助词
＂

过
＂

的句式 ， 或在运用该类句法规则

下的句式时采取回避策略或等义替换策略等 。

Ｗ上述研究结果为基础 ， 我们对阿拉伯语母语者所使用的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句子的句法结构进行了考察和分析 ， 具体探讨
一

下关于句法结构对没语动态助

词
＂

过
＂

习得所产生的影响该
一

问题 。 通过对有效语料的考察和分析 ， 我们可Ｗ

将阿拉伯语母语者所使用 的没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句子划分出两种句法结构 ，

一

种句法结构是
＂

时间词语＋Ｖ＋
……

＂

， 该类结构下有效语句的数量为 ８ １ 句 ， 约 占＿

总体语句数量的 ８２ ．７％ ， 该结构 中 的时间词语指的是在句子中 出现在动词前的词

或短语 ， 表示事件发生的时间背景信息 。 另
一

种句法结构是
＂

Ｖ １
＋（ ０ ）＋Ｖ２

＂

， 该

类结构下有效语句的数量为 １ ７ 句 ， 约 占总体语句数量的 １ ７ ．３％ ． 该类结构 比较

注重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使用位置 ， レッ及动词和
＂

过
＂

之间的插入成分 。 由此

可知 ， 句法结构对阿拉伯语母语者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习得和用法规则的使用

会产生
一

定的影响 。 句法结构
＂

时间词语＋Ｖ＋
……

＂

在学习者语句的使用 中 占有

很大的 比例 ， 这说明学习者在使用有关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语句中很注重动词

前出现的表示事件发生时间的背景信息 。 句法结构
＂

Ｖ １ ＋（ ０ ）＋Ｖ２
＂

在学习者语

句的使用 中所占比例较小 ， 送说明学习者对该结构下动态助词
＂

过
＂

的用法规则

还没有很好的理解和掌握 。 仔细分析来看 ， 句法结构
＂

时间词语＋Ｖ＋
……

＂

往往

表现出用法二和用法Ｈ的用法规则要求 ， 即用法二要求 ，

＂

过
＂

用在动词后 ， 表

示过去曾经有这样的事情 ， 动词前可加副词
＂

曾经
＂

， 例如 ：

＂

我 曾经看过这本书
＂

。

用法Ｈ要求 ， 形容词加
＂

过
＂

，

一

般需要说明时间 ， 有同现在相比较的意思 。 否

定式在形容词前加
＂

没 （有 ）

＞ ＇

， 例如 ：

＂

他小时候胖过
＂

。 而句法结构
＂

Ｖ １ ＋（ ０ ）

＋Ｖ２
＂

往往表现出用法
一

的用法规则要求 ， 即用法
一

要求 ，

＂

过
＂

用在动词后 ， 表

示动作完毕 。 动词和
＂

过
＂

中 间不能插入
＂

得 、 不
＂

， 也不能用否定的说法 ， 例

如 ：

＂

喝过茶再去
＂

。

综上所述 ， 句法结构对阿拉伯语母语者习得和使用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句

子产生影响 ， 其原因在于主要受没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用法规则的影响 ， 经过分

析可知 ， 其与阿拉伯语母语者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不同用法规则的习得顺序存

在共同点 ， 即对句法结构
＂

时间词语＋Ｖ＋
……

＂

所表现出 的用法二和用法Ｈ较先

习得 ， 而对句法结构
＂

Ｖ １
＋（ ０ ）＋Ｖ２

＂

所表现出 的用法
一

较后习得 。 上述句法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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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对动态助词
＂

过
＂

的 习得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 ， 对学习者所产生的偏误现象的

解释和分析提供相应的理论解释和理论支撑。

３ ． ４ 小结

本节 内容通过对所收集到的语料 内容的分析和处理 ， 对所得到的适用于本文

研究的有效语料进行考察及分类 ， 得到 了阿拉伯语母语者对不同用法规则下的汉

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 习得和使用情况 ， 并Ｗ具体数据的形式表现出来 。 基于学习

者对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不同用法规则的习得顺序 ， 我们通过实例例举具体分

析各个用法规则的 内在要求 ， 总结出各个用法规则 内在所表现出来的难易程度 ，

并进
一

步分析学习者在习得过程中产生这样
一

种习得顺序的原因 。 同时 ， 我们对

阿拉伯语母语者所使用 的含有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语句进行分析 ， 对其中所表

现出 的句法结构进行总结 ， 对句法结构对学习者习得的影响进行研究 ， 经分析得

出 ， 句法结构对学习者的习得产生
一

定的影响 ， 学习者对句法结构
＂

时间词语

＋Ｖ＋
……

＂

习得和使用 的较好 ， 而对句法结构
＂

Ｖ １ ＋（ ０ ）＋Ｖ２
＂

习得的较差 ， 这一

研究结果与不同巧法规则下阿拉伯语母语者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习得顺序相同 ，

经分析 ， 句法结构
＂

时间词语＋Ｖ＋
……

＂

所表现出 的用法规则与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用法二和用法Ｈ相似 ， 而句法结构
＂

Ｖ １ ＋（ ０ ）＋Ｖ２
＂

所表现出 的巧法规则与汉

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用法
一

相似 ， 送与本文的最初研究结果相同 ， 即进
一

步证实

了学习者对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不同用法规则的习得顺序 。

２４



第四章 现代奴语动态助词
＂

过
＂

习得的偏

误分析

４ ． １ 现代没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偏误率及其偏误类型

我们共整理出包含动态助词
＂

过
＂

的有效语料 ９８ 例 ， 其中有偏误的句子 巧

例 ， 偏误率为 １ ９ ． ４％ 。 我们把阿拉伯语背景学习 者习得并使用巧态助词
＂

过
＂

的

偏误类型进行统计 ， 具体情况如表 ２ 所示 。

表 ２ 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偏误类型统计表

Ｉ偏 误 类 型

没语水平
＂

过
＂

遗漏
＂

勾：

＂

过度
＂

过了

＂

混
＂

过了 

＂

错行合计

使用淆 （

＂

了
＂

用误连用



作
＂

过
＂

）



巧 级


２


２


０


２


６

中 级


１



２


３


２


８

高 级


１



０


３


１



５

列合计 ４ Ｉ４ Ｉ ６ Ｉ ５ １ ９

从表 ２ 可知 ， 我们将阿拉伯语背景学习者在习得动态助词
＂

过
＂

中所表现出

的偏误类型分为 四类 ， 即
＂

过
＂

字遗漏 、

＂

过
＂

的过度使用 、

＂

过
＂

与
＂

了
＂

的混

淆 （

＂

了
＂

用作
＂

过
＂

） 、

＂

过
＂

和
＂

了
＂

的错误连用 。 由于所得到的有效语料数量

较少 ， 所表现出 的差异并不明显 ， 但从总体的统计情况来看 ， 表现出如下特点 ：

－

是随着阿拉伯语母语者汉语水平的不断提高 ， 他们的偏误率呈现出倒
＂

Ｕ
＂

型

的特点 ， 最终表现出逐步降低的状态 （ ３ １ ．６％— ４２ ．１％
—

２６ ．３％ ） 。 经过研究和分析 ，

可能与 目标语输入作用 的影响有关 。 从初级到中级阶段 ， 学习者在课程学习和 日

常交流中并没有学习或接触到有关动态助词
＂

过
＂

的不同用法 ， 或者说此阶段学

习者所掌握的动态助词
＂

过
＂

的句法特征较为单
一

， 可理解性输入较少 ， 导致在

动态助词
＂

过
＂

的用法的运用过程中 出现的偏误率较高 。 而中级到高级阶既 学

习者的 目惊语输入量增加 ， 可理解性输入水平不断提高 ， 有能力学习并掌握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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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类型更丰富的 、 句法特征较为复杂的相应的动态助词
＂

过
＂

的用法 ， 固然在

使用时所呈现出 的偏误率表现出 降低的特点 。

二是相比较来讲 ， 学习者在
＂

过
＂

与
＂

了
＂

的混淆 （

＂

了
＂

用作
＂

过
＂

） 这
一

偏误类型上 出现 了较高的偏误率 （ 占总偏误数量的 ３ １ ．６％ ） ， 这可能与
＂

过
＂

与

＂

了
＂

所具有的相似性的复杂句法特征有关 ， 即学习者要注意对两者间的句法特

征进行区分 ： 动志助词
＂

过
＂

与助词
＂

了
＂

在表达动作完毕时存有区别 ，

＂

过
＂

在送里没有否定的用法 ， 而
＂

了
＂

迅过副词
＂

没 （有 ） ＋动词
＂

表示否定意义 。

由此 ， 面对复杂性的句法区分特征 ， 学习者在习得和使用时存在
一

定的困难 ， 而

呈现出较高的偏误率 。

４ ．２ 现代汉语动悉助词
＂

过
＂

的偏误现象的分析和解释

４ ． ２ ． １ 关于
＂

过
＂

字遗漏

现代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字的遗漏是指 ， 学习者在表达过去的经验或经历 ，

或者表示过去或 曾经发生过送样的事情事情时 ， 将相应的表示过去意义的动态助

词
＂

过
＂

漏写或缺写的现象 ， 从而缺少与动词前表示
＂

曾经
＂

意义这
一

时间概念

相对应的动态巧词
＂

过
＂

， 而导致偏误现象的发生 。

（ １ ） 来中 国之前我根本没有学 （过 ） 汉语 。

（ ２ ） 我曾经在阿中合资公司 当 （过 ） 四年的副经理 。

（ ３ ） 班 山４＾述：

Ａ ｓｈａｒ ｉ ｋａｔ ｅ ｌｋａｆ ｉｙａａｍｅ ｌｋａｎａ

语法结构 ： ｋａｎａ ： 残缺动词 ； ｙａａｍｅ ｌ ； 现在动词 ；
ｆ ｉ ： 介词 ；

ｔ ｅ ｌｋａ ：

那 ；
ａｓｈａｒ ｉ ｋａ ； 名词

释义 ： ｋａｎａ ：Ｗ前是 ； ｙａａｍｅ ｌ ： 工作 ；
ｆ ｉ ： 在 ；

ｔ ｅ ｌ ｋａ ： 那 ；
ａｓｈ ｅｒ ｉ ｋａ ：

公司

意思 ： 他在那家公司工作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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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

ｔ

－

ＡｉＪ ｉｌ ｌ

Ａ ｌ ｏｇｈａａ ｌ ａｒｂｙ过ｔ ａａ ｌｍｔ ａ打 ｌ ｉ

ｓ过ｂ过ｋ过

语法结构 ：Ａｌ ｏｇｈａａ ｌ ａｒｂｙａ ： 名词 ；
ｔａａ ｌｍ ； 动词 ， ｔ ； 连接代名词 ；

ａｎ ：

虚词 ； ｌ ｉ ： 代词 ；
ｓａｂａｌｃａ ； 副词

释义 ： Ａ ｌ ｏｇｈａ ａ ｌ ａｒｂｙａ ： 阿拉伯语 ；
ｔａａ ｌｍ ； 学过 ， ｔ ： 我 ；

ａｎ ： 这类虚词加在

名词前 ， 使它的起语变成宾格 ；
ｌ ｉ ： 我 （属格 ） ；

ｓａｂａｋａ ： 曾经

意思 ： 我曾学过阿拉伯语 。

（ １ ） 和 （ ２ ） 均属于
＂

过
＂

字遗漏这
一

偏误现象 ， 在句子中动词前均存在表

示
＂

曾经
＂

意义的时间词 ， 但在动词后边却缺少与其对应的表示过去概念意义的

动态助词
＂

过
＂

， 从而使句子无法完整或正确的表达出表示过去的经验或经历的

意义 。

上述偏误现象的产生可能与如下原因有关 ，

一

是学习者对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用法规则没有完全掌握 ， 在实际的表达中不能很好的运巧 。 动态助词
＂

过
＂

的

用法二要求 ， 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可用在动词后 ， 表示过去 曾经有送样的事情 ，

并与动词前加的表示过去时间概念意义的副词相对应 。 学习者在学习并使用含有

动态助词
＂

过
＂

的句子时 ， 往往只注重动词前表示过去意义的时间词 ， 而忽略用

法中所要求的对应动态助词
＂

过
＂

的使用 ， 这
一

现象表现出学习者对用法规则没

有完全理解或掌握 。

二是此类偏误现象的发生可能受化阿语言之间 的差异的影响 ， 即受到了学习

者母语负迂移的影响 。 阿拉伯语中如果要表示过去的经历 ， 则通常要采用两种用

法 ，

一

种是残缺动词
＂

典
＂

（ 是 ） 加现在式动词句表示过去进行的动作或过去存在

一

段时间的状态 ； 第二种是完全动词
＂

山 （是 ）加过去式动词句表示过去的经历 ，

与
＂

过
＂

的用法相 同 ， 如 （ ３ ） 、 （ ４ ） 所示 。 而与此用法相对应的没语在表达过去

的经历时 ， 往往将动态助词
＂

过
＂

用在动词后 ， 表示过去 曾经有这样的事情 ， 动

词前可加副词
＂

曾经
＂

。 两种语言中 的用法规则相对比而言 ， 阿拉伯语中表示过

去经历时所用到 的动态助词标记
＂

典
＂

和
＂

１３＾
－
＂

是加在动词句的前面 ， 而没语中与

之对应的动态助词
＂

过
＂

是加在动词或动词句的后面 ， 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 ，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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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语母语者在运用带有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句子时 ， 往往只注重动词句前的

表示过去时 间概念的 时间词 ， 而不注重动词后所必需添加 的动态助词
＂

过
＂

， 由

此 ， 阿拉伯语母语者在习 得并使用此类句式结构时往往 山现动态助词
＂

过
＂

宇缺

失或遗漏 的现象 。

４ ． ２ ． ２ 关于
＂

过
＂

的过度使用

现代没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过度使用是指 ， 学习者在表达过去 的经验或经历 ，

或者 Ｗ前发生的事情財 ， 过分注重汉语 中动词后加成分动态助词
＂

过
＂

的使用 ，

造成句式中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多余现象的发生 。

（ ５ ） 我每天早上都去过公 园散步 。

（ ６ ） 来武汉 Ｗ后 ， 我认识过的第
一

个汉语老师是王老师 。

（ ７ ）
过 叫枯 ｆ ｂｉＪ

＇

ａ ｌ ｇｈａｄ过
’

ａｔ ｎａｗａ ｌ ｔ ｌ ａｋ旦ｄ

语法结构 ： １化ａｄ ； 副词 ；
ｔ ｎａｗａ ｌ ： 动词 ；

ｔ ； 连接代名词 ；
ａ ｌ曲ａｄａ

＇

ａ 名词 。

释义 ：
ｌ ａｋａｄ ： 已经

；
ｔ ｎａｗａ ｌ ： 吃过 ， ｔ ： 我 ；

ａ ｌ ｇｈａｄａ
’

ａ ： 午饭

意思 ： 我吃过午饭 了

（ ５ ） 和 （ ６ ） 均属于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过度使用这
一

偏误现象 ， 学习者在动

词后均添加 了动态助词
＂

过
＂

， 意在表现 自 身 的过去经历 ， 但却 出现了语义多而

杂乱的错误的句式表达 。 经分析可知 ， 句 （ ５ ） 这一偏误现象产生的原 因如下 ，

句 （ ６ ） 的语义表达包含双重层面 ，

一

是在过去发生过散步这
一

行为 ；

二是散步

这
一

行为动词在现在仍然持续 。 并非只表示某
一

动作行为 的完毕或完成 ， 也并非

只表示只对过去经历的单
一

性叙述 ， 由此 ， 在此类句式 中 的动词后添加表示动作

完成或过去经历单
一

性叙述的动态助词
＂

过
＂

， 是不被允许的 。 句 （ 日 ） 这
一

偏误

现象的产生可能与未能很好的理解和掌握动态助词
＂

过
＂

的用法规则有关 ， 动态

助词
＂

过
＂

的用法
一

明确表示 ， 动作性不强的
一

些动词不能带
＂

过
＂

， 句 （ ６ ） 中

的动词
＂

认识
＂

， 并不具有很强的动作性 ， 而且
＂

认识
＂

具有持续性 ， 并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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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过去的某种经历 ， 因此 ， 在此类句式中添加动态助词
＂

过
＂

， 会导致偏误现

象的发生 。

除此之外 ， 动态助词
＂

过
＂

过度使用的偏误现象 ， 还受到汉阿语言差异下母

语负迁移作用的影响 。 阿拉伯语言的体范畴或时态范畴往往需要通过表示相应范

畴的标志词表现出来 ， 不同时态、 体态等范畴下的标志词表达不同的语法意义 ，

这是
一

种强制性的规则 。 阿拉伯语学生在习得没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过程中 ， 根

据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的动态助词
＂

过
＂

所表示的过去时 、 完成体的标记这
一

规则 ，

把 自 己母语中关于
＂

时
＂

或
＂

体
＂

的规则迂移到没语的学习 中来 ， 而没语无丰富

的形态变化 ， 时 、 体标记的使用是非强制性的 ， 时 、 体标记与动词是非粘着的 ，

母语负迁移的作用使得阿拉伯语学生在无须使用动态助词
＂

过
＂

时 ， 过度使用 了

体标记 ， 由此导致此类偏误现象的产生 。 例如 ： 阿拉伯语通常使用动词过去式表

示动作的结束 ； 也可与
＂
心 等过去式标志词连用强调动作 已经发生 ， 如句

（ ７ ） 所示 。 而没语中 的动词不存在过去式的形式 ， 也不存在强制性使用 的 、 粘

着的标志词 ， 正是两种语言的差异导致母语负迁移作用 的产生 。 同时 ， 没语的时

和体不是通过谓语动词的形态变化进行表示的 ， 汉语的
＂

时
＂

往往通过词汇手段

加 Ｗ表达 ， 例如时间词语和时间副词等 。 汉语的
＂

体
＂

是通过在动词后添加
＂

了
＂

、

＂

着
＂

、

＂

过
＂

等语法手段来加 Ｗ实现的 ， 也可 Ｗ通过添加补语等语法手段或通过

不同的语言环境加 Ｗ表示 。 另
一

方面 ， 在表达时间概念时 ， 汉语注重
＂

体
＂

的表

达 ， 而不注重
＂

时
＂

的表达 ， 这与阿拉伯语有所差异 。

４ ． ２ ． ３ 关于
＂

过
＂

与
＂

了
＂

的海淆

从本文的研究出发 ， 这里的动态助词
＂

过
＂

与
＂

了
＂

的混淆使用 ， 强调 的是

学习者在使用表达过去的经历或经验的句式时 ， 将
＂

了
＂

用作动态助词
＂

过
＂

的

偏误现象 ， 即在该类句式中 ， 本该在动词后面加动态助词
＂

过
＂

来表达过去的经

历或过去发生的事情 ， 但学习者却在动词后面用 了
＂

了
＂

。

（ ８ ） 前年我到中 国 已经
一

年了 ， 除了武汉、 广州哪儿都没去工 。

（ ９ ） 住在宿舍好还是住在校外好呢 ？ 这个问题从我刚到中 国的时候就 问王

我的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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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０ ） 在华 中师范大学大
一

年级有五位老师教工我们汉语 ， 现在我是大二年

级 的学生 。

上述兰个句子均属于动态助词
＂

过
＂

与
＂

了

＂

混淆使用这
一

偏误类型中将
＂

了
＂

用作
＂

过
＂

的现象 。 即Ｈ句 中 的动词后边均应该使用动态助词
＂

过
＂

， Ｗ表示过

去 的经历或过去发生的事情 ， 但是学习 者却误用
＂

了
＂

来代替
＂

过
＂

。

经分析 ， 此类偏误现象的产生与如下原因有关 ， 即学习者没能很好的区分动

态助词
＂

过
＂

和助词
＂

了
＂

所具有的句法特征 。 动态助词
＂

过
＂

的用法
一

中强调 ，

在习 得并使用有关动态助词
＂

过
＂

的用法规则时 ，

一

定要注意区分
＂

过
＂

与助词

＂

了

＂

在表达动作完毕时的 区别 ， 即
＂

过
＂

在该类句式下没有否定 的用法 ， 而
＂

了
＂

通过副词
＂

没 （有 ） ＋动词
＂

表示否定意义 。

具体来讲 ，

＂

过
＂

和
＂

了
＂

在表示
＂

过去发生
＂

这
一

时间点上虽然有交叉的

部分 ， 但两者间又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 。 即从语义表达方面来讲 ，

＂

过
＂

常运用

在带有解释说明性含义的句子 中 。 而
＂

了
＂

既可Ｗ 出现在带有解释说明性含义的

句子 中 ， 也能出现在叙述性的句子 中 ， 而送种叙述性的句子在语义上是 自足的 ，

是不能用
＂

过
＂

来替换的 （刘 月华 １ ９ ８８ ） 。 从与时间词或时间副词的搭配的角度

來看 ， 由于
＂

了
＂

表示动作 的实现或完成 ， 实现或完成的时间是确定的 ， 动作行

为是具体的 ， 所 Ｗ

＂

了
＂

与表示确定时点 的时 间词或时间副词搭配 。 而
＂

过
＂

常

与过去时段中 的不确定时点 的时间词或时间副词相搭配 。 由此 ， Ｗ上述差异为基

础 ， 未能很好的理解并掌握两者间 的区别特征 ， 为学习者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

习得和使用带来影响 。 观察上述Ｈ个句子 ， 可Ｗ发现这兰个句子在语义表达上试

图 向说话人解释或说 明
一

个现象或
一

件事情 ， 所 Ｗ应该用动态助词
＂

过
＂

而不是

助词
＂

了
＂

。

４ ． ２ ． ４ 关于
＂

过
＂

和
＂

了
＂

的错误连用

基于本文的研究 ， 这里 的动态助词
＂

过
＂

和助词
＂

了
＂

的错误连用是指 ， 在

含有没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句子 中 ， 在动态助词
＂

过
＂

后面铅巧地添加 了助词
＂

了
＂

，

由此 ， 这里的 的助词
＂

了
＂

变成 了 多余成分 。

（ １ １ ） 上次旅游 的时候 ， 我在那里吃过王许多特色小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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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２ ） 我曾经访问过王中 国的许多地方 。

（ １ １ ） 和 （ １ ２ ） 属于动态助词
＂

过
＂

和助词
＂

了
＂

错误连用这
一

偏误现象 ，

其中 的助词
＂

了 

＂

均属于多余成分 ， 即学习者将
＂

了 

＂

错误的添加在动态助词
＂

过
＂

的后面 ， 应该把助词
＂

了
＂

删除 。 上述两个句子都是描述过去经历或体验过的事

情 ， 阿拉伯语学生常将
＂

过去的经历或体验
＂

分解为
＂

经历体＋过去时
＂

， 用
＂

过
＂

表示经历体 ， 用
＂

了
＂

表示过去时 ， 例如 ：

（ １ ３ ）
立 ｉｉＪ

ｊ
ｌｕ ＊山 １

ａ ｌ ｇｈａｄａ
＊

ａｔｎａｗａ ｌ ｔ ｌａｋａｄ

语法结构 ： ｌ ａｋａｄ ； 副词 ；
化ａｗａ ｌ ： 动词 ；

ｔ ： 连接代名词 ；
ａ ｌ ｇｈａｄａ

，

ａ 名

词 。

释义 ： ｌａｋａｄ ； 己经 ；
ｔｎａｗａ ｌ ： 吃过 ， ｔ ：我 ；

ａ ｌ ｇｈａｄａ
＇

ａ ： 午饭

意思 ： 我吃过午饭了

而化语在表达此类句式结构时 ， 不注重时的表达 ， 在动词后添加表示过去意义的

经历体动态助词
＂

过
＂

即可 ， 无需再添加表示过去时的
＂

了
＂

。 由此 ， 阿拉伯语

学生出现此类偏误现象的原因与母语负迁移作用 的影响有关 。

除此之外 ， 也与汉语中动态助词
＂

过
＂

和助词
＂

了
＂

在表示完成义时有某些

相同之处有关 。 阿拉伯语言中时态范畴和体态范畴的语法特征往往具有强制性 ，

＂

时
＂

和
＂

体
＂

对应于不同的形态变化 ， 在语言的语义表达上更偏重于
＂

时
＂

的

表达 。 而没语往往不重于
＂

时
＂

的表达 ， 可Ｗ只用动态助词
＂

过
＂

来表示过去经

历或发生过的事情 ， 不需再在后面添加助词
＂

了
＂

。 由此 ， 学习者未能很好的理

解和掌握两种语言之间时态范畴和体态范畴下语法特征的差异 ， 也是导致其产生

偏误现象的重要原因 。

４ ． ３ 小结

上述 内容中 ， 我们谈到 了 阿拉伯语母语者在习得和使用有关汉语动奈助词

＂

过
＂

的用法规则所表现出来的偏误类型 ， 并对这些偏误现象进行了具体的解释

和分析 。 从整体的角度来讲 ， 基于本文所考察的语料范围 ， 学习者所表现出 的偏

误现象主要有 Ｗ上四种类型 ， 但具体来说 ， 阿拉伯语母语者在学习和 日常生活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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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表现出来的偏误现象并不局限于ｗ上四种类型 ， 为此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

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上述偏误现象 ， 在实际的关于没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对

外汉语教学中 ， 是起到
一

定的指导作用 的 。 在对外化语教学中 ， 学习者所奉现出

的偏误现象是对对外没语教学结果的直接反映 ， 因此 ， 在教学中要特别注意针对

偏误现象的纠正 、 解释和分析 ， 对学习者进行实际的练习和具体情景的展示及运

用 ， 可Ｗ使学习者更好的理解和掌握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相关用法规则 。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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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现代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在对外汉

语教学中的建议

５ ． １ 关于动态助词
＂

过
＇＇

用法规则教学顺序的建议

首先 ， 关于没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不 同用法规则是阿拉伯语学生习得化语动

态助词
＂

过
＂

的重难点 内容 ， 由此 ， 在有关没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对外没语教学 ？

中 ， 要重视此方面的教学 。 参照儿童习得母语的顺序 ，

一

般来讲 ， 我们要采用从

易到难的原则 ， 在不同 的习得阶段安排不同的语法项 目 。 结合上文中对阿拉伯语

母语者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不同用法规则的习得顺序的研究 ， 我们建议在相关

语法项 目 的对外汉语教学中 ， 从学习者 自 身 的接受角度和理解能力 的角度出发 ，

在安排关于动态助词
＂

过
＂

的语法项 目 教学时 ， 应采用
＂

用法二一用法兰一用法

一
＂

这样
一

种语法项 目 的教学顺序 。 因为 ， 通过上述研究结果可知 ， 动态助词
＂

过
＂

的用法二是阿拉伯语母语学习者最易 习得的
一

个语法项 目 ， 而 由于动态助词
＂

过
＂

用法
一

中用法规则的复杂性 ， 是阿拉伯语母语者最难习得的语法项 目 ， 这样安排

既符合学习者的认知和理解能力 ， 同时最先习得的较容易 的用法二这
一

语法项

目 ， 可 １＾＾为用法＾和用法
一

类难度较高的语法项 目 的习得和使用打下基础 。

针对不同汉语水平的阿拉伯语母语者 ， 我们要有针对性的教学 ， 若学习者处

于初级汉语水平 ，

一

般来讲建议只安排用法二这
一

语法项 目 的教学 ， 这
一

语法项

目 中动词前面存在着表示过去意义这
一

时间概念的提示信息 ， 学习者只需根据提

示信息 ， 在动词后面添加动态助词
＂

过
＂

即可 。 这类句式的句法结构并不复杂 ，

符合学习者的认知水平 ， 从上化研究结果来看 ， 初级学习者对此类用法规则下句

子的习得和使用数量占总体的 ５２ ．６％ 。 若学习者处于中级水平 ， 我们不建议用法

一

的教学 ， 该用法项 目 中 的语法特征较为复杂 ， 其中涉及多个语法项 目所具备的

语法特征之间的对 比 ， 例如 ： 要注意区别是动词
＂

过
＂

和这里的助词
＂

过
＂

的用

法的不同 ； 要注意区别
＂

过
＂

与助词
＂

了
＂

在表达动作完毕时的区别 ； 需要注意

动作性不强的
一

些动词不能带
＂

过
＂

等 。 相 比较而言 ， 对于中级没语水平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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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建议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引入用法二和用法Ｈ的教学 ， 在用法二的教学基础上 ，

用法Ｈ这
一

语法项 目提升了 

一

个难度 ， 即用法Ｈ中虽然也存在表示过去意义的时

间提示词 ， 但整个句式结构在句义上隐含着今昔对比的含义 ， 同时 ， 与用法二不

同 的是 ， 用法Ｈ的句式结构不是由动词 ＋动态助词
＂

过
＂

， 而是由形容词＋动态助

词
＂

过
＂

， 但仍旧处于中级汉语水平学习者可习得和正确使用 的范围 内 ， 从上述

研究结果可知 ， 中级没语水平学习者在两类语法项 目下习得并使用 的句子数量占

总体的 ８４ ．４％ 。 若学习者处于高级没语水平 ， 建议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引入用法
一

的教学 ， 同时 ， 在用法
一

的正式教学么前 ， 要做好用法二和用法Ｈ的知识回顾 Ｌ：ｊｌ

及练习巩固 。

５ ．２ 关于没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不同用法规则的重难点教学

没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用法二中 ， 动态助词
＂

过
＂

用在动词后 ， 表示过去有

这样的事情发生 ， 动词前往往有表示过去意义的时间提示词 ， 如 ： 曾经、 过去 、

前等 。 此类句式结构中 的重难点在于学习者对动词后动态助词
＂

过
＂

的理解和

掌握 ， 即虽然在动词前存在着表示过去意义的时间词 ， 但必须与动态助词
＂

过
＂

相搭配使用 ， 才能形成完整的句式结构 。 根据上述研究中对学习者
＇

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偏误类型的统计情况来看 ， 学习者在使用用法二句法规则下的句子时 ，
＇

常出现动态助词
＂

过
＂

字遗漏的现象 ， 其原因在于学习者未能对用法二的句法规

则进行很好的理解和掌握 。 因此 ， 在该用法的对外汉语教学中 ， 要侧重于对用法

二句法规则的讲解 ， 明确动词前的过去意义时间提示词要与动词后 的动态助词

＂

过
＂

相搭配使用 。

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用法兰中 ， 强调的是形容词 ＋动态助词
＂

过
＂

， 在形容

词前 ，

一

般要说明时间 ， 该时间通常表示过去意义的时间点 ， 同用法二中动词前

的时间点提示信息起着相同的作用 ， 整个句式结构在语义上构成现在与过去进行

对比的含义 。 在该用法下的重难点教学中要注意两个方面 ：

一

是形容词前要有
一

定的时间说明 ， 即
一

般是表示过去意义的时间点 ， 为整个句式中所呈现出来的现

在与过去的对比含义做铺垫 。 二是明确整个句式结构在语义上所表达出 的现在与

过去的对比含义 ， 即通过过去时间点＋形容词 ＋动态助词
＂

过
＂

这
一

结构 ， 使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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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理解并掌握该句式下的对比义 ， 这在学习者运用此结构进行表达时 ， 产生重要

的影响 。

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用法
一

中 ， 强调的是几个语法项 目之间各 自所具有的

语法特征之间 的对 比和区分 ， 即要注意区别动词
＂

过
＂

和动态助词
＂

过
＂

的用法

的不同 ， 特别是动词
＂

过
＂

表示胜过的意思时 ， 前面可Ｗ加上
＂

得 、 不
＂

， 而助

词
＂

过
＂

之前不能加 ： 其次要注意区别动态助词
＂

过
＂

与助词
＂

了 

＂

在表达动作

完毕时的区别 ，

＂

过
＂

在这里没有否定的用法 ， 而
＂

了
＂

通过副词
＂

没 （有 ）
＋

动词 表示否定意义 。 由此 ，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该用法下的重难点 内容主要体现

在Ｈ个方面 ，

一

是动态巧词
＂

过
＂

用在动词后 ， 表示动作的完毕 。 二是动词和
＂

过
＂

之间不能插入
＂

得 、 不
＂

。 Ｈ是该结构下的句式不能用否定说法 。

在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不同用法规则的重难点教学中 ， 我们还必须注重

基于汉阿两种语言之间的对比情况 ， 即在相应的对外没语教学中 引入动态助词

＂

过
＂

两种语言中所存在的各个方面的差异的教学 。 由上述研究结果可知 ， 两

种语言之间在不同句法规则上所表现出 的差异 ， 往往导致母语负迁移带来的负

面影响 ， 同时 ， 也是造成学习者在习得过程中存在多种偏误现象的重要因素之

－

，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引入语言差异的教学是十分必要的 。 对于语言差异的相

关教学项 目 的安排上 ， 我们要 Ｗ上述研究结果为依据 ， 针对不同汉语水平和不

同没语学习 阶段的学习者相应的安排差异 内容的教学 ， 同时 ， 最为重要的是要

进
一

步结合学习者在习得过程中所表现出 的不同的偏误类型 ， 再引入存在偏误

的具体实例 ， 进行具体分析 ， 这样可 使学习者更好的理解和掌握两种语言中

所存在的差异 ， 使偏误得到更好的改正 。 综上所化 ， 在对外没语的重难点教学

中 ， 我们着重安排的语言差异教学项 目 包括Ｗ下几个方面的 内祭 即阿拉伯语

中如果要表示过去的经历 ， 则通常要采用两种用法 ，

一

种是残缺动词
＂

沁
＂

（是 ）

加现在式动词句表示过去进行的动作或过去存在
一

段时间的状态 ； 第二种是完

全动词
＂

占＊八
（是 ） 加过去式动词句表示过去的经历 ， 与

＂

过
＂

的用法相同 。

而与此用法相对应的没语在表达过去的经历时 ， 往往将动态助词
＂

过
＂

用在动

词后 ， 表示过去 曾经有该样的事情 ， 动词前可加副词
＂

曾经
＂

。 两种语言中 的

用法规则相对比而言 ， 阿拉伯语中表示过去经历时所用到的动态助词标记

山
’

和 是加在动词句的前面 ， 而汉语中与之对应的动悉助词
＂

过
＂

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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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词或动词句的后面 。

阿拉伯语言 的体范畴或时态范畴往往需要通过表示相应范畴的标志词表现

出来 ， 不 同时态 、 体态等范畴下 的标志词表达不 同 的语法意义 ， 送是
一

种强制性

的规则 。 而汉语 中 的动词不存在过去式的形式 ， 也不存在强制性使用 的 、 粘着的

标志词 ， 这两种语言的差异往往导致母语负迁移作用 的产生 。 汉语的时和体不是

通过谓语动词的形态变化进行表示的 ， 《语的
＂

时
＂

往往通过词汇手段加 Ｗ表达 ，

例如时 间词语和时间 副词等 。 汉语的
＂

体
＂

是通过在动词后添加
＂

了
＂

、

＂

着
＂

、

＂

过
＂

等语法手段来加 Ｗ实现的 ， 也可 Ｗ通过添加补语等语法手段或通过不同 的

语言环境加 Ｗ表示 。 另
一

方面 ， 在表达时间概念时 ， 汉语注重
＂

体
＂

的表达 ， 而

不注重
＂

时
＂

的表达 ， 送与其它语言有所差异 。

５ ．３ 基于阿语母语者习得
＂

过
＂

的偏误情况的教学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可知 ， 阿拉伯语母语者习得和使用含有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句子时所呈现出 的偏误类型包括四个方面 ， 即
＂

过
＂

字遗漏 、

＂

过
＂

的过度使

用 、

＂

过
＂

与
＂

了
＂

的混淆 （

＂

了
＂

用作
＂

过
＂

） 、

＂

过
＂

和
＂

了
＂

的错误连用 。 接

下来 ， 我们结合送 四种偏误类型 ， 为阿拉伯语母语者 习得动态助词
＂

过
＂

的对外

汉语教学提 出相应的建议 。

关于
＂

过
＂

字遗漏这
一

偏误现象 ，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 首先要 明确动态助词

＂

过
＂

用法二 中 的教学重难点 ， 即从使学习 者明确完整的句法结构
＂

过去意义时

间词 ＋动词 ＋动态助词
＇

过
’ ＂

， 整个结构的语义即为该句法结构 中所表现出 的显

性语义 。 興次 ， 由于该偏误现象也受到汉阿语言差异 的影响 ， 而导致母语负迁移

带来的消极作用 ， 所 Ｗ必要时 ， 在该结构的对外汉语教学中要针对两种语言之间

的而差异 内容进行讲解 。 即两种语言 中 的用法规则相对 比而言 ， 阿拉伯语中表示

过去经历时所用到的动态助词标记
＂

０
心

’

和
＂

击 是加在动词句的前面 ， 而汉

语 中与之对应的动态助词
＂

过
＂

是加在动词或动词句 的后面 。 使学习 者避免在差

异的影响下而导致的偏误显现的发生 。

关于
＂

过
＂

的过度使用这
一

偏误现象 ， 在对外没语教学中 ， 同样耍从用法规

则和汉阿语言差异两个方面去考虑 。 用法规则方面 ， 要注意强调并非只表示某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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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行为 的完毕或完成 ， 也并非只表示只对过去经历的单
一

性叙述 ， 在此类句式

中 的动词后添加表示动作完成或过去经历单
一

性叙述的动态助词
＂

过
＂

， 是不被

允许的 。
（＾及动作性不强的

一

些动词后面不能带
＂

过
＂

。 在汉阿语言差异方面 ，

阿拉伯语通常使用动词过去式表示动作的结束 ； 也可与 等过去式标志

词连用强调动作 已经发生 。 而汉语中的动词不存在过去式的形式 ， 也强制性使用

的 、 粘着的标志词 。

关于
＂

过
＂

与
＂

了
＂

的混淆 （

＂

了
＂

用作
＂

过
＂

） 这
一

偏误现象 ， 在对外汉语

教学中 ， 要强调动态助词
＂

过
＂

和助词
＂

了 

＂

所具有的句法特征的区分 。 动态助

词
＂

过
＂

的用法
一

中强调 ， 在习得并使用有关动态助词
＂

过
＂

的用法规则时 ，

一

定要注意区分
＂

过
＂

与助词
＂

Ｔ
＂

在表达动作完毕时的区别 ， 即
＂

过
＂

在该类句

式下没有否定的用法 ， 而
＂

了
＂

通过副词
＂

没 （有 ） ＋动词
＂

表示否定意义 。 在

具体的语法项 目教学中 ， 需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讲解 ，

一

是从语义表达方面 ；
二

是从与时间词或时间副词搭配的方面 。 关于这两个方面的具体教学 肉容详见

４ ．２ ．３ ＝

关于
＂

过
＂

和
＂

了
＂

的错误连用送
一

偏误现象 ，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 需主要

向学习者强调汉阿两种语言之间 的差异 ， 即在描化过去经历或体验过的事情 ， 阿

拉伯语学生常将
＂

过去的经历或体验
＂

分解为
＂

经历体＋过去时
＂

， 用
＂

过
＂

表示

经历体 ， 用
＂

了
＂

表示过去时 。 而汉语在表达此类句式结构时 ， 不注重
＂

时
＂

的

表达 ， 在动词后添加表示过去意义的经历体动态助词
＂

过
＂

即可 ， 无需再添加表

示过去时的
＂

了
＂

。 同时 ， 要 向学习者补充关于两种语言间时态和体态范畴之间

的差异 ， 该内容如下所示 ， 阿拉伯语言中时态范畴和体态范畴的语法特征往往具

有强制性 ，

＂

时
＂

和
＂

体
＂

对应于不同的形态变化 ， 在语言的语义表达上更偏重

于
＂

时
＂

的表达 。 而没语往往不重于
＂

时
＂

的表达 ， 可Ｗ只用动态助词
＂

过
＂

来

表示过去经历或发生过的事情 ， 不需再在后面添加助词
＂

了
＂

。

５ ． ４ 小结

在关于没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用法的教学中 ， 要避免单
一

语法的教授和讲

解 ， 要 Ｗ现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 ， 在讲解语法项 目 时 ， 要注意对相关句法结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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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成分的解释 ， 同时结合具体的实例进行分析 ， 使学习者更为充分的理解 ， 并

结合相应的 习题练习 ， 挺升学习者对相应语法规则的运用能力 。

—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 要注重 比较教学法的运用 ， 尤其在对阿拉伯语母语者

习得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教学中 ， 既要注重不同语法项 目之间 ， 各个语法项 目

所具有的语法特征么间的对比分析 ， 还要特别注重语法规则下 ， 两种语言之间所

具有的差异的对比分析 ， 送对学习者进
一

步理解和掌握句法规则 ， 并对句法规则

的实际运用产生积极的影响 。 同时 ， 在关于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各个用法规则

的教学中 ， 针对不 同汉语水平的阿拉伯语母语者要合理安排语法规则 ， 根据用法

规则本身 的难易程度 ， 日 常生活 曰语表达中的实际运用 ， 从功能的角度出发 ， 向

学习者进行讲授 。 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语法规则的教学往往要注重各个语法方

面的细节 ， 其细节之处常表现在上文中所涉及到的学习者的偏误类型中 ， 对于偏

误中所涉及到的细节问题 ，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着重讲解 ， 加强对学习者 口语表

达和书面语书写方面的练习 ， 提升学习者在这方面的理解和掌握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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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语

６ ． １ 本文的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考察阿拉伯语母语者对现代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习得和使用情况 ，

对汉语和阿拉伯语中与动态助词
＂

过
＂

相关的句法特征进行对比分析 ， 同时 ， 通

过对所收集的有效语料的整理和分析 ， 对阿拉伯语母语者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

不同用法规则的习得顺序进行研究 ， 在此基础上 ， 研究并总结阿拉伯语母语者在

习得和使用含有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句子时所呈现出的偏误类型 ， 对各个偏误

类型所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 最后 ， 基于理论分析和研究结果 ， 从云个角度出发 ，

为对阿拉伯语母语者没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教学提出建议 。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 ， 基于本文研究背景下的没语和阿拉伯语之间存在多 中

差异 ， 例如 ！ 阿拉伯语中表示过去经历时所用到的动态助词标记
＂

ｃｊ
Ｋ
＂

和
＂

如

是加在动词句的前面 ， 而汉语中与之对应的动态助词
＂

过
＂

是加在动词或动词句

的后面 。 阿拉伯语通常使用动词过去式表示动作的结束 ， 也可与
＂
ｊ

＂

等过

去式标志词连用强调动作 已经发生 ， 而汉语中 的动词不存在过去式的形式 ， 也强

制性使用的 、 粘着的标志词等 。 阿拉伯语母语者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不同用法

规则的习得顺序为 ： 用法二一用法Ｈ—用法
￣

。 阿拉伯语母语者在习得和使用含

有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句子时所呈现出 的偏误类型包括四个方面 ， 即
＂

过
＂

字

遗漏 、

＂

过
＂

的过度使用 、

＂

过
＂

与
＂

了
＂

的混淆 （

＂

了
＂

用作
＂

过
＂

） 、

＂

过
＂

和
＂

了
＂

的错误连用 。 各个偏误现象产生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 ：

一

是与学习者对各个用法

规则的理解和掌握情况有关 ：
二是受语言差异所导致的母语负迁移的影响 。最后 ，

本文基于动态助词
＂

过
＂

的用法规则的习得顺序 ， 用法规则的重难点教学Ｗ及偏

误现象所产生的原因 ＝个方面 ， 对阿拉伯语母语者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句式结

构的教学提出相应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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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 ２ 本文研究中的不足之处

经分析 ， 本文在相应的研究方面仍 旧存在
一

定的不足之处 。 在对阿拉伯语母

语者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习得等相关情况的研究中 ， 在谭料的采集上 ， 我们采

用多种语斜库进行相关 问题的调查 ， 但语料库中的语料容量和语料范围仍存在
一

定的不足之处 ， 即容量较小 、 范围较窄 ， 同时 ， 本文只有基于语料库的定量研究 ，

而在
一

定程度上缺少定性角度的研究 ， 这些都可能对相关的研究结果造成
一

定的

影响 。 此外 ， 该研究中 的对象只是基于Ｗ阿拉伯语为母语背景的学习者的考察 ，

并未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出发或者对其它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进行考察 ， 逸在

考察对象的全面性上存在
一

定的不足之处 ， 同时 ， 该研究最好能与没语母语者对

没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学习和使用情况进行对比 ， 送样可Ｗ为相应的对外没语教

学提供理论支持和数据分析参考 。

６ ．３ 本文进一步研究的设想

在今后的进
一

步研究中 ， 我们可Ｗ逐步扩大语料库的语料容量和语料范預 ，

使在充足的语料下进行的相关研究结果更为严谨 、 科学和准确 ， 同时 ， 在此基础

上 ， 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 ， 更为系统的分析学习者对该句式结构的习得

和使用情况 ， 此外 ， 要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出发 ， 加强对不同没语水平Ｗ及不同

母语背景学习者的考察 ， 使所考察的对象更为全面 ； 在研究中 ， 最好能结合没语

母语者对该句式结构的习得和使用情况 ， 为相关的对外没语教学提供更多 的教学

参考 。 同时 ， 在这里还可Ｗ补充
一

个研究角度 ， 就是基于汉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

用法规则的第二语言教学法的研究 ， 例如 ： 首先 ， 可Ｗ基于某
一

理论对该结构进

行句法分析 ， 在此基础上 ， 可Ｗ把句法分析的步骤应用到该结构的课堂教学中 ，

形成
一

定的教学思路或教学步骤 ， 再经过不断完善和实践检验 ， 而形成相应的教

学法 。 今后可Ｗ采用更为完备 、 全面的语料收集和分析方式 ， Ｗ及更为有效的研

究方法 ， 进
一

步系统的考察不同母语背景和不同汉语水平的汉语学习者对现代汉

语动态助词
＂

过
＂

的习得和使用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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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课表 １ ： 基本字母

阿拉伯字母


＾


字母名称

Ｉ

 

Ｍ
＾

占



Ｗ


ｔａ


古
＾

己


Ｗ


＾


乙


ｍ
＾

ｔ


Ｍ
＾

Ｊ

＾

Ｓ



［
＆ｅ化

； ］



Ｊ


Ｍ


ｒａ


－）



Ｗ
＾

〇？间抓 Ｉ

＾


［
Ｊ

］

ｍ


Ｕ－护 ］骑ｄ



［
ｃｆＭ＆ｅ化 ；

＾

山
 ［

Ｍ


＾

止


护 ！
／
［
＆ｅ化

ｔ

 ］巧
’

＇
＇

ｔ


＇

ａｙｎ


ｔ


Ｍ
 ｇ

ａ
＾

一



［
ｆ
＼

＾

＜ｉ


［ｑ ］



＾


Ｍ


Ｊ 叫 ｌ ａｍ

ｆ ［
ｍ

］ｍＴｍ

ｕ ［
ｎ

］ ｎｕ ｎ

４ １



？



［ｙ

ｊ ［
ｗ

］ｗ呂ｗ



Ｄ ］



＊ ［

？
］ ｈａｍｚａ

、

裸表么 附加字母 ： ：

阿拉伯语字母发音


字母名称

？ ［
？ａ ：

 ］
’

ａ ｌ ｉ ｆ ｍａｄｄａ

ｓ间 ／
［
ａｔ

］巧
’

ｍａ由日每

ｉＳ ［
ａ ：

］ａ ｌ ｉ ｆ ｍａｑｓｕ ｆＢ

Ｖ ［

ｌａ ：

］ ｌａｍ

＊

ａｌ ｉ 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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