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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中文拖要肯巧 厢纸

毕业论文题 目 ： 阿拉化 国 家举生沒谣奔词
＂

在
＂

、

＂

从
＂

、

＂

对
＂

、

＂

向
＂

习 得偏误分析


汉语国 际教育 专业１ ３级硕去生姓名 ：


甜甜

（ＨＡＮＡＮ ＹＡＳＳＩＲ ）


指导教师 （姓名 、 职称 ） ：陈志红 教授 化全真 副教授

搪 要

阿拉伯国家学生学习汉语介词的过程中 ， 由于受母语的影响容易产生偏

误 ， 尤其是在初 、 中级阶段出错的频率比较高 。 目 前学界关于阿拉伯语母语者

汉语介词学习 的相关文章还为数不多 ， 特别是结合两种语言介词相关的语法项

目 的对比及偏误分析的文章 尚不多见 。 本文以阿拉伯国家学生学习汉语过程中

介词偏误为研究对象 ， 通过分析学生作文 、 作业中 的相关偏误以及调查问卷获

得的语料 ， 总结出 了阿拉伯国家学生习得汉语介词的主要偏误类型 ， 并通过汉

语和阿拉伯语的对比 ， 分析了产生介词偏误的原因 ， 文章最后也提出相关的教

学对策 。 希望本研究可以为阿拉伯母语者汉语介词的教学和学习提供
一些参考

和帮助 。

本文
一

共分为四章 ， 第
一

章绪论先介绍了选题的 目 的和意义 ， 前人研究 ，

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 ， 研究的创新点 、 语料来源和理论基础 。

第二章为阿汉介词对比分析 ， 将汉语的介词
＂

在
＂ ＂

从
＂ ＂

＂
对 ＂

＂
向

＂与

相应的阿拉伯
语

＂
（ ？

）
＂ ＂

（
？

）＂＂（？）＂ 进行了

对比分析。 第三章阿拉伯国家学生汉语介词的偏误类型 及 偏误成因分析，

这章共分 为



 三个部分：一、首先详细地说明了研究方法 及 调查问卷设计，这包

括调 查 实施情况、问卷 设
计 和 研究结果；二、描述了汉 语 介词偏误类

型

，按照

常 规 的＂遗  漏 、冗
余

、误代、错序 ＂ 四种偏误类型，总结出语料及调查问卷中表现出的阿

１



拉伯国家学生汉语介词使用 中的
一

些常见偏误情况 ；
三、 在偏误分类描述的基

础上 ， 试着深入探讨了阿拉伯 国家学生汉语介词产生偏误的原因 ， 发现主要有

三个原因 ：

一

、 母语负迁移主要表现在 ： 母语语序对汉语语序的负迁移 ， 受母

语近义词语义干扰造成的误代以及受母语表达习惯产生的冗余 、 遗漏等 ；
二、

目 的语的泛化主要表现在 ， 由于词汇量的限制造成了某些介词的过度使用 ；

三、 其他因素 ， 如教学 、 教材等方面的不足等 。 其中 ， 母语的负迁移是造成偏

误的主要原因 。

第四章汉语介词教学对策 ， 在阿汉对比和偏误分析的基础上 ， 本文提出 了

对阿拉伯语母语者汉语介词教学的相应教学对策。

阿拉伯语和汉语在语法上差别很大 ， 两种语言的语法语序 、 语义和功能都

不
一

样 ， 因此阿拉伯 国家学生学习汉语介词的时候 ， 由于受母语的影响而产生

偏误 。 本文在阿汉对比的基础上 ， 分析了学生产生偏误的原因 ， 并针对阿拉伯

国家学生找出相应的教学对策 ， 助于他们克服母语的干扰的根源 ， 使他们具有

良好的汉语介词的使用能力 ， 并 达到减少学生产生偏误的目 的 。

关键词 ： 阿拉伯 国家学生 ； 介词 ， 对比分析 ，偏误分 析，对外汉语教学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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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绪论

１ ． １选趣的 目 的和意义

阿拉伯语和汉语的语法系统不
一

样 ， 两种语言具有不同的语法语序 、 功能

和结构特征 ， 汉语和阿拉伯语都有比较复杂的介词系统 ， 这让阿拉伯 国家学生
■

学习汉语介词的时候面临很大困难 ， 所 Ｗ笔者Ｗ阿拉伯国家学生巧语介词学习

中的偏误为论文的研巧方向 ， 主要研究
＂

阿拉伯国家学生汉语介词
＂

在
＂

、

＂

从
＂

、

＂

对
＂

、

＂

向
＂

习得偏误分析
＂

， 介词是没语和阿拉伯语虚词的
一

种

大类 ， 也在没语语法中 占很重要的位置 。 汉阿介词不
一

样 ， 论文主要研究阿拉

伯学生国家学习汉语介词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探讨解决方法 。

＿

本人发现阿拉伯国家学生使用汉语介词时经常会出错 ， 尤其是在初 、 中级

阶段犯错误的频率比较高 ， 例句 ：

例 （ １ ） ：＊栽稱谷工化在化京 。 （ＫＢ ） ［
１
］

正痛 ： 我爸爸在北京工作 。

阿拉伯语 ： 山＊
Ｊ

（汉语里由介词
＂

在
＂

组成的介词短语用在动词前 ， 表示动作发生的处所 。

上面的例句中学生把该状语的介词短语放到了句尾 ， 这类错误主要的原因是受

其母语的影响 。 因为在阿拉伯语中 ， 介词短语在作状语时
一

般放在所修饰的动

词后面 。 因此 ， 逸就使很大
一

部分阿拉伯国家学生易造成介词错序的偏误 。 ）

例 （ ２ ） ：＊在夏天苏丹的天气特别热 ， 温度会到 ５０ 度 。 （ＺＷ ）
凹

正确 ： 夏天苏丹的天气特别热 ， 温度会到 ５０ 度 。

阿拉伯语 ： 如 Ｖ
一 ＇

Ｉ

（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介词
＂

在
＂

的过程中 ， 经常在表示时间和地点前面 ，

直接加上介词
＂

在
’ ’

， 遗忘了在汉语中有些时间名词可Ｗ独立用做句子成分 ， 不

需要介词
＂

在
＂

， 阿拉伯国家学生因为受其母语的影响 ， 而出现这样的偏误 。 ）

例 （ ３ ） ：＊我们的学校ｉ有很《留学生来从各个国家 。 （ＺＷ ）

［１ ］（ Ｋ Ｂ）表示课堂的作业。

 ［２ ］ （ＺＷ）表示学生的作文。

８



正确 ： 我们的学校里有很多留学生来 自备个国家 。

． （上面的句子偏误的原因学生没有搞清楚
＂

自
＂

和
＂

从
＂

的Ｅ别而造成偏误 ，

＂

自
＂

组成的介词短语既可Ｗ做状语 ， 也可Ｗ做补语 ， 而
＂

从
＂

可Ｗ做状语 ， 却不

能做补语 。 ）

例 （ ４ ） ；

＊阿语学生 ： 她如如来了从姜国 。 （ＫＢ ）

正确 ： 她姐姐 （是 ） 从美国来 （的 ） 。

阿拉伯语 ： 鸟 （＞山山

（上面的例子中显然阿拉伯 国家学生受母语的干扰 ， 把该放在状语位置的

介词
＂

从
＂

结构放在句尾了 。 因为在阿拉伯语中 的
＂

一
＂

相应没语中的
“

从
＂

放在后

面 ， 但是汉语语法规则 ， 介鄙
‘

从
＂

该放在谓语动词的前面。 ）

例 （ ５ ）：＊上网 ， 对现代人 ， 是无可缺的东西 。 （ＺＷ ）

正确 ： 上网 ， 对现代人来说 ， 是不可或缺的东西 。

阿
＇

起 白 

ｔ吾 ： 义山ｉ ５ｊｊ〇ｄ ！Ｕ巧
一 １

（在汉语中 ， 当介词
＂

对
＂

表示涉及关系时 ｜

一

般要用
＂

对 ． ． ． ． ． ． 来说
＂

短语表提示

主题的作用 。 送样的句子阿拉伯 国家学生经常漏掉
＂

来说
＂

产生遗漏偏误 。 ）

例 （ ６ ） ：＊我岛送件事感到很遗憾 。 （ ＺＷ ）

正确 ： 我对这件事感到很遗憾 。

阿拉伯语 ：
■＞？扣 ｜山 。少 ＊＾＾ 山＿）

？^

（介词
＂

对
＂

是由动词
＂

对
＂

变来的 ， 还保留
＂

对待 、 对付 、 朝 、 向
＂

的意思 ， 上

面的句子偏误的原因学生没有搞清楚
＂

对
＂

和
＂

向
＂

的区别而造成误代偏误 。 ）

本文采用学生作文 （ ＺＷ ） 、 作业 （ＫＢ ） 和 问卷 （ＷＪ ） 调查方法获得语

料 ， 对阿拉伯学生使用汉语常用介词时出现的偏误进６偏误分析 ， 试着找 出产

生偏误的原因 ， 并针对这些成因 ， 提出相对的教学对策 。 希望可Ｗ对阿拉伯 国

家的汉语教学提供
一

些教学参考 ， Ｗ提高对阿拉伯 国家汉语常用介词教学的水

．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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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前人研宛

汉语介词和四拉伯语介词 Ｂ ｉ
ｌ前都有人研巧过 ， 我们对前人的研完从没语介

词的研巧 、 阿拉伯语介词的研巧 、 汉阿介词对比研巧Ｗ及阿拉伯学生介词的研

巧等四个方面进行综述如下 ：

１ ．２ ． １ 关于汉语介词的研巧

汉语中 ， 虚词 占领了很重要的位置 。 介词是虚词的
一

种 ， 大多数介词是由

动词虚化而来的 ， 因此介词的语法特征还与动词有某些相似之处 。 从 《马 氏文

通 》 第
一

次对汉语文言介词进行研究后 ， 介词研究就
一直是汉语语法研巧中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吕叔湘的 《现代汉语八百词 》 （ １ ９ ８０ ） 中收录了现代汉语

中六千个常用介词 ， 毎
一

个单词都有例句 ， 对每
一

个例句进行了简要的说明 ，

但并未进行归类 。

一

般语法书对介词都有涉及 ， 例如 ， 朱德熙 《汉语讲义 》

（ 巧８４ ） ， 金昌吉 《汉语介词和介例短语 》 Ｗ ９９句 ， 陈昌来 《介词与介引功

能 》 （ ２００２ ） 等都对汉语中的介词进行了很好的语法功能方面的研究 。 出于对

两种语言进行对比分析的需要 ， 笔者主要参考了在对外汉语教学界具有
一

定影

响的刘月华的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 （ ２００２ ） 中对汉语介词系统的分类和描

写 ， 这本书主要是为从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师Ｗ及具备了
一

定的没语

基础的外国学生和学者编写的 。 它也可Ｗ作为母语非汉语的学生学习现代汉语

语法的参考书 。 Ｗ迄本书中对介词的描写为主要参照对象 ， 我们对汉阿介词进

行了对比研究 。 刘丹青 《汉语中的框式介词 》 （ ２００２ ） 中对没语介词特殊的结

构进行了描写 ， 比例 ：

＂

在 ． ． ． ． ． ． ． ．上＼下＼里
＂

等介词结构 ， 并讲它的意义和用法 。

傅雨贤 、 周小兵等 《现代汉语介词研究 》 （ １ ９９７ ） 这本书描写 了介词的语义 、

语用和句法 ， 深入探讨了某些介词的用法 ， 并把近义介词进行了对比分 。

１ ．２ ．２ 关于阿拉伯语介词的研究

研究阿拉伯语介词的书挺多的 ， 笔者主要借鉴了 Ｗ下兰种较为权威的语

法 ；
？爭产 《知 如刪＞（阿布杜 《阿拉伯语语法》 ） （ １ ９８４ ） ，

山^

＜＞心 ．
＾ 《兴《１ １ （阿里 《简明阿拴伯语语法 》 （ ２００６ ） ，

山＆ （哈桑 《阿拉伯语法全析 》 ） （ ２００８ ） ， 这些书较为详细

地描述了阿拉伯语语法 ， 阿拉伯吊介词 占有阿语语法的很大比重 ， 阿语介词有

２ １ 个 ， 书中简单说明 了每
一

个介词的意义和用法 ， 并且每
一

个介词都有例句 ，

描写得即简要又细腻 。 关于阿拉伯语介词的语义 、 语法描写 ， 笔者参考了这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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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的表述。 还有徐昂 《常用阿拉伯语介词的空间隐喻
＿＿

＂

，心 ，心０
，
如 ｜

． ．沁
＂

》 （ ２０ １４ ） ， 此论文主要描述的是阿拉伯语常用介词的意象图式 ， ｛＾阿拉

伯语中的
＂

心
， ，

。叫
＂

四个介词为研充对象 。

１ ．２ ．３ 关于汉阿语介词对比研究

汉语与阿拉伯语介词的对比研巧不多 ， 阿尔哈提布 （ ２０ １ ２ ） 将现代汉语介

鄙
‘

在
＂ ＂

从
＂

与阿拉伯语介词
＂

心
＂

Ｖ
＂

进行了对比研巧 ， 该论文分别描述了汉语

介词
＂

在
＂＂

从
＂

与阿拉伯语中心
＂ ｜

＼＾
’ ’

的语义与句法功能 ， 并对比分析了它们

的异同 ， 最后还简单地提出 了
一

些教学建议 。

从此可见 ， 将汉语和阿拉伯语介词进行对比分析的研巧 目 前还不多见 ， 而

且据笔者所见只有对两个介词
＂

在
＂

和
＂

从
＂

的研究 。

１ ．２ ．４ 关于汉语介词偏误研究

本人参考了很多文献 ， 看了不少关于不同 国家学生汉语介词的偏误分析 ，

李珊 （ ２００８ ） 对泰国学习者汉语常用介词偏误分析 ， 王宇泉 （ ２０ １ １ ） 基于中介

语语料库对留学生的介词偏误进行分析 ， 秦涛 （ ２０ １ １ ） 对意大利学生汉语介词

学习偏误分析 ， 于丹 （ ２０ １ １ ） 对初级阶段韩国学习者学习汉语常用介词进行偏

误分析并提化相应的教学对策 ， 范娟 ａｂ ｉ２ ） 对英语国家学生汉语介词的偏误

分析 ， 朱茜 （ ２０ １ ３ ） 对西班牙语国家学生汉语常用介词习得偏误分析 ， 也提出

了对西班牙语学生的教学对策 。

但遗憾的是 ， 目前尚未见到专 口针对阿拉伯国家学生介词偏误分析方面的

相关研巧 。

１ ．３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

本文针对母语为阿拉伯语的学生 ， 巧级、 中级和高级的不同学习阶段在学

习汉语介词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 。
闽

《汲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 》 中的 甲 、 己 、 丙级词汇中所包括的介词

一

共有四十个 。 本文选择了 四个使用频率高 、 出错频率也比较高的常用介词

‘

巧 、 从 、 对 、 向
＂

来进行重点分化 对所收集到的语料中的偏误进巧了归类分

［ ３ ］本人在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担任汉语教学期 间 ，发现了初级水平的阿拉伯学生在汉语介词学习的过程

中经常出现偏 误 ，而相关语料库中的用例却不是很 多 。我们这里说的初级对应的是喀土穆大
学

一二年级的

学 生 ，中级对应的是三年级的学 生 ，高级对应的是 四 、五年级的学 生 ，由于研究中各种级别人数不平 均，

划分也不能做到完全科 学 ， 所以只是大体的划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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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

１ ．４ 研究的创新点

Ｗ前有很多人研巧过狭语介词 ， 但研究过阿拉伯 国家学生学习汉语介词的

只有
一

位 ， 只有
＂

在
＂ ＂

从
＂

与
＂ ＂

的对比 ， 本论文除了
＂

在
＂

＂

从
＂

与
＂

山
＂

的对比 ， 还把阿拉伯国家学生经常用错的没语介词

＂

对
＂ ＂

向
＂

与相应的阿拉伯语介词 进行了对比分析 ， 除了对比队外 ，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阿拉伯国家学生狭语介词偏误分析 ， 本章的创新点 Ｗ下 ：

（
１
） 首先把两种语言中的四个介词进行对比研巧 ， 并Ｗ阿拉伯国家学生为对

象 ， 选取在学习汉语常用介词使用频率和出错频率最高的四个介词
＂

在
＂

＂

从
＂ ＂

对
＂ ＂

向
＂

进行偏误分析及成因分析 。

（
２
） 亲手收集了大量的阿拉伯语介词偏误用例进行分类 ， 找出阿拉伯 国家学生

学习汉语介词产生偏误的原因 ， 并针对该些原因提出相应的教学对策 。

１ ．５语料来源

（
１
） 语言本体对比分析

采用对比分析法对阿拉伯语和汉语中的介词进行对比 ， 从对比中发现母语

负迂移导致的偏误原因 。 对容易混淆的介词进行语义功能方面的对比 ， 找出它

们各 自 的使用条件 ， Ｗ便于学生真正地掌握 。

（
２
） 语料收集及偏误分析

本人首先检索 了ＨＳＫ 语料库 ， 其中关于阿拉伯 国家学生的语料尚不多见 ，

一

共找到 了３ ３ 偏学生的作文 ， 来 自八个阿拉伯国家 （阿曼、 摩洛哥 、 沙特阿拉

伯 、 苏丹、 突尼斯 、 叙利亚 、 伊朗 、 约旦 ） ， 并没有检索到与汉语介词相关的

偏误标注 ， 而且限于文体 ， 作文中使用的介词不多 ， 这与笔者在教学中得出 的

初级水平的学生介词偏误比较严重的印象不太相符 。 所Ｗ本人便动手收集了来

自阿拉伯国家学生的
＂

作化 、 作文和试卷
＂

等语料 ，

一

共有 １ １ ５５ 份 ， 其中 １ １ １４
■

份来 自喀王穆大学中文系学生的作文 、 ４ １ 份来 自苏丹孔子学院学生的写作试

卷 ， 找出其中学生介词使用的偏误合计 ２００ 例 。

（
３
） 问卷调查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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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自然语料中偏误用例尚感不足 ， 笔者 ！＾ ＞１调查问卷作为有机补充 ， 通过

有 目 的地设汁调查问卷 ， 有针对性地收集了 四个介词相关的语料 ， 对喀王穆大

学和苏丹孔子学院的 ８５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 考察了他们这四个介词的使用情

况 ， 通过问卷我们又收集到 了 ％ 偏误用例作为补充 。

１ ．６ 理论基础

１ ．６ ． １ 中介语理论

美国语言学家 ？

Ｓｅｌｉｎｋｅｒ 于 １ ９６９ 年提出 中介语假说（
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的概念 。

巧７２ 年在其著名论文 《中介语 》 中提出 的中介语假说 ， 是试图探索第二语言习

得者在习得过程中的语言系统和习得规律的假说 ， 在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史上

有重大意义 。 中介语理论 （虹ｔｅ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ｈｅｏｒｙ ） 是由 Ｓｅ ｌｉｎｋｅｒ 等人最先提出来

的 。 所谓中介语是指第二语言学习者建构起来的介于母语和 目 的语之间的过渡
？

—

性语言 ， 它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中 ， 并逐渐向 目 的语靠近。

偏误分析是中介语理论的
一

个组成部分 ， 中介语理论是偏误分析的基 ■

础 。 本文在中介语理论的基础上来研究阿拉伯国家学生在学习汉语常用介词时

出现的偏误。

１ ．６ ．２ 偏误理论

＂

偏误分析 （Ｅｒｒｏｒ Ａｎｌｙｓ ｉｓ ） 是对学习者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所产生的偏误

进行系统的分析 ， 研究其来源 ， 揭示学习者的 中介语体系 ， 从而了解第二语言

习得的过程和规律 。

，

判

科德先生把学习者犯的错误分为两种 ； 失误和偏误 。 失误是指 口误或笔

误 ， 偶然会产生的 。 例如 ， 在紧张 、 疲劳 、 冷或思想乱的时候交际中突然产生

这种失误 ， 这样的错误母语的人都会造成的 ， 不是系统的 ， 而偏误是指由于第

二语言没掌握好而产生的 ， 有系统的错误 。

例① ：

＊我岛跟他说
一

件事。 （ＷＪ ）
‘

上面的例子来 自调查问卷的
一

道题用介词
＂

向
＂

造句 ， 由于学生的误解原

［
４

］ 刘珣 （ ２０００ ）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 》 ， 北京语言大学 出版社 ， １ 月第 １ 版 ， 第 １ ９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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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 把介词
＂

向
＂

当成动词
＂

想
＂

来用 ， 送个例子我们视为普通的错误而不是

有系统的偏误 ， 因为学生根本不知道介词
＂

向
＂

的用法 ， 所 ＾＾
ｉｌ把它当成另外

一

个单词 ， 应该改为 ： （我想跟他说
一

件事 ） 。

．

例③ ：

＊人们岛现代孩子期望很高了 。 （ＷＪ ）

上面的例句来 自调查问卷第兰道题选择题 ， 送个例句错误的原因是学生没

有搞清楚
＂

对
＂

和
＂

向
＂

的不同之处 ， 所 ！＾
＞１阿拉伯学生经常把沒两个介词混淆

了而造成误代偏误 ， 应该改为 ：

＂

人们对现在的孩子期望很高
＂

。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偏误而不是失误 ， 所Ｗ我们在收集的语料的过程中只选

取我们认为是偏误的句子 ， 忽略属于失误的句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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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阿狭介词对对比研究

阿拉伯语和汉语有很多不同 ， 阿拉伯语的写法和读法跟巧语都不
一

乾 是

．

从右到左 ， 语序也不
一

样 ， 阿语有两个语序 （ １ 、 Ｓ＋Ｖ＋０ ， ２ 、 Ｖ＋Ｓ＋０ ） ， 所

Ｗ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时会出现错序偏误。 介词
＂

在
＂

所表义相对来说比较多 ，

它可Ｗ和方位词组成介词短语 ， 表示时间 、 空间 、 范围 、 条件等 ；

＂

在
＂

介词短

语中可Ｗ作状语 ， 补语 ， 定语等句法成分 。 阿拉伯语介词
＂

＜／
’

使用时
一

定要和

其他成分发生直接关系 。

例句 ； （我 ） （在 ） （南京大学 ） （学习 ） 。

ｉｉ ｉ ｉ

直译 ：
（

ｄ
）（（＾）（

ｉ５
＾^

上面例句 ， 介词
＂

在
＂

与后面的宾语組成介词短语 ， 表示处所 ， 可用在动词

前作状语 ， 表示动作行为发生的处所 。 但是在阿拉伯语中的
‘ ‘

《／
’

， 介词短语在

作状语时
一

般放在所修饰的动词后面 。 上面的例子用阿拉伯语表达如下 ：

阿语 ： 典 ｄ

直译 ： 我学习在南京大学 。

由此可见 ， 汉语介词
＂

在
＂

和阿拉伯语介词 的语法语序不
一

样 ， 阿拉伯语

的介词短语位于动词后 ， 而汉语的介词短语位于动词前 ， 这就使很大部分阿拉

伯国家学生易造成介词错序的偏误 。 有时候阿拉伯语跟汉语的顺序是
一

样的 。

例句 ： （办公室 ） （在 ） （老师 ）

ｉ ｉｉ

阿语 ： （
ｃ＾ ｌ ） （＾ ） （

化础 ）

上面例句拥有同样的语法语序 ， 但是语法作用却不
一

样 了汉语中的
＂

在
＂

是

作动词不是介词 ， 而根据 （ ２００８ ） 的研巧 依然

是介词不变 。 除了
＂

在
。

和 Ｗ外本章对
＂

从
＂ ＂

对
＂ ＂

向
＂

对应的阿拉

伯语
＂

一
＂ ＇

Ｖ ｉ

＂

进行了对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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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１ 汉语介词
＂

在
＂

与阿语介词
＂

户 对比研巧

一

、

＂

在
，

和 的表义

阿尔哈提布 （ ２０ １２ ） 曾对汉语介词
＂

在
。

和脚拉伯语介词 进行过对

比分化 笔者对其中有的地方进行了
一

些补充 ， 最后用表格把中阿的介词

＂

在
＂

Ｖ
＂

总结了它们异同点 。

１ ？

＂

在
。

的表义

参考了刘月华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 等研究分类 ，

‘ ‘

在
＂

字可Ｗ作动词 ， 也

？可Ｗ作介词 。 作为动词
＂

在
＂

的意思是
＂

存在
’ ’

， 在句中作谓语 ， 有带宾语的

（例 ； 老师在办公室 ） ， 也有不带宾语 （例 Ａ ； 妈妈在吗 ？Ｂ ： 妈妈不

在 。 ）

‘ ‘

在
＂

作介词表示很多种语义 ：

１ ） 表示动作行为进行或者发生的场所

由于介词
＂

在
＂

组成的介词短语用在动词前 ， 表示动耗发生的处所。 这里

又分两种情况 ：

一

种是动作者也在该所处 ， 例 ： 小李在中国公司工作 。

＂

小

李
＂

也在
＂

中国公司
＂

； 另
一

种是动作者不在该所处 ， 例 ： 他在黑板上写 了

一

首诗 。

＂

他
＂

不在
＂

黑板上
＂

，

＂

黑板上
＂

只是
＂

他写诗
＂

的处所 。

２ ） 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

例 ： 这个人每天在＾ ：：点半来这里跑步 。

我毎年在送个时候去中国玩儿 。

３ ） 表示范围

例 ： 在这两天之内 ， 我
一

定要把论文写完 。

我在学习没语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 困难。

介词
＂

在
＂

表示范围化 常和某
一

方位词组成
＂

在 ． ． ． ． ． ＋方位词
＂

。 常见的

有
＂

在． ． ． ． ．里 （里边 ）

＂

、

＂

在 ． ． …中 （之中 ）

＂

、

＂

在 ． ． ． ． ． 内 （之内 ）

＂

、

＂

在 ． ． ． ． ．上 （
ＩＵ上 ）

＂

、

＂

在 ． ． ． ． ．下 下 ）

＂

、

＂

在 ． ． ． ． ．之间
。

等 。

４ ） 表示界限 ．

介词
＂

在
＂

常跟某些方位词组成表示界限的 ， 常 Ｊ
ｉ

Ｓ

；

＊的有
＂

在 ． ． ． ． ． ． ．上＼下＼内 ＼

外
＂

等 ， 这个格式也表示时间 、 空间 、 范围 、 条件、 方面等 。

例 ： 那个小伙子在
一

个小时Ｗ 内 ， 能跑到两公里 。

５ ） 表示条件

１ ６



例 ： 在我老师的指导下 ， 我的论文顺利结束了 。

■
—

２ ．Ｖ
。

的表^

本文参考了前文提到的兰本阿拉伯语法著作

３
＝＾ １

ｖＵＳ》 中对阿拉伯语介词
＂

的语法表义的描述 ，

将
＇

Ｖ
＂

的用法分为 下六种 ：

２ ． １ 表示地点

例① ； ｃＵｉｌ ｌ＾血 Ｉ

ｉ ｉ

直译 ： （教学）
（在 ） （学生 ）

意译 ： 学生在教室单 。

＊ ｉｉ ｉ ｉ

直译 ： （我的车 ） （在 ） （你的钱包 ） （我找到了 ）

意译 ： 我查墅的圭上找到 了你的钱包 。

例⑤ ： 山
（ｊＶ ｉｕ ｉ

＞Ｌ ｉ ｉ ＇
ｉ
ｒ

直译 ： （幼儿园 ） （在 ） （工作 ） （现在 ） （我 ）

意译 ： 我现在在幼化园工作 。

上面的例①②中的
＂

山心＾
＂

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

＂

在
＂

都加

上了方位词
＂

里
＂ ＂

上
＂

， 而阿拉伯语例 中没有方位词 ， 这让很多阿拉伯学生

使用汉语介词
＂

在
＂

的时候 ， 受母语的影响把方位词省略了 ， 送就是产生偏误

的原因之
一

。

２ ．２ 表示时间

表示时间 的分为两种

１ 、 表示具体的时间 ：

表示在具体时间的情况下 ， 可Ｗ用介词 也可Ｗ不用

？

仍 Ｊ 
； ｃ５Ｊ

＊ ＊山 Ｉ

一

，

？

化

？

、

ｉ ＇ｉ ＇Ｌ 主

直译 ： （九点 ） （在 ） （市场 ） （到 ） （我去 了 ）

１ ７



意译 ： 九点我去市场了 。

２ 、 表示在某
一

时间范围之内 ：．．

表示在萃
一

时间范围之内 的时候 ， 必须用
＂

。

例 ； （ｊｕｌｃ＾ １＾ １山雌ＣｉＬＳ ｉ

ｉｉｉ ｉ；

直译 ： （两年 ） （在 ） （送本书 ） （写 ） （完了 ）

意译 ： 在函生由我把廷本书写完了 。

２ ．３ 表示原因 ：

介词 Ｖ
＂

在表示原因的时候 ， 等于汉语里的
＂

因为． ． ．所 ！＾＾ 因 ． ． ．而
＂

。

例①阿语 ： ［
１＞徊

＞Ｌ ＞Ｌ ＇Ｌ

直译 ： （乱开玩笑 ） （在 ） （他被杀死了 ）

意译 ： 因发他乱开玩笑而被杀死了 。

 ：



例③ ； ａ山ｉｅｊＳ
ｊｃ

．

Ｘ ■

Ｉ
＊ 丈

直译 ： （他犯的错 ） （在 ） （被惩罚 了 ）

意译 ： 画边是他犯的错近化被惩罚 了 。

２ ．４ 表示跟随 ：

在表示跟随的情况下 有
＂

跟 ， 和
＂

的意思 。

例 ：＾件 己＞

＇

ｉ ＇ｔ 主

直译 ： （他的大臣 ） （在 ） （ 国王 ） （ 出去了 ）

意译 ： 国王壓他的大臣 出去了 。

２ ．５ 表示比较 ：

例 ： ａ
ｊ

ｉＡ Ｖ ｉ＾哗 

Ｕ

Ｉ ｉ ｉ Ｉ

直译 ： （无意的 ） （你谅解 ）
（在 ）

（我们大的错误 ）

意衝 你很宽容 我们再犯那么大的错误 ， 在你眼 里还是无意的 。

例子中的介词 用 Ｗ 比照两个人之间或者两个事物的好坏 、 高低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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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６与阿拉伯语中 的介词
＂

沁
，
心

， 同义 ：

２ ． 知 １ 表示 ：

＂

是
＂

在 ． ． ． ． ．上
＂

的意思

例 ： ＪＬ一 Ｉ 共 ．

＞Ｌ ＇Ｌ

直译 ： （床 ） （在 ） （爸爸 ） （睡着了 ）

意译 ： 爸爸在床上睡着了 。

２ ．ｔ２ 表示
＂

Ｊ Ｉ

＂

是
＂

至 ， 往 ， 到
＂

的意思

例 ：
‘ ‘

知叫位５山
＂
网

： ＪＵ３ ＪＩＳ

ｉ ｉ １ｉ ｉ ｉ ｉ

直译 ： （警告着 ） （每座城市 ） （在 ） （派遣 ） （我意欲 ） （假若 ） （真主

说 ）

意义 ； 真主说
“

假若我意欲 ， 我必在毎座城市中派遣一个警告者 。

”
［
６
］

２ ． ６ ． ３ 表示
＂

Ｗ
＂

是 （伴随或与所说的对象有直接关系 ）

例 ：
■ｄ
ｊ
ＪＩ

ｉ ｉ ｉ ｉ

直译 ： （ 国家的情况 ） （在 ） （很了解 ） （你 ） ．

意译 ： 你很了解国家的情况 。

２ ． ６ ． ４ 表示
＂

ｃ＞
＂

是
＂

从 ． ． ． ． ．其中 ＼当 中
＂

的意思

例 ： （ｊｉ
一Ｉ Ｉ

ｃｓｆ
ｌ ｌ Ｉ一

ＪＣｊＪｉｉ ｌ

ｉ ｉ ｉ Ｉ
＇

直译 ： （陪我去中 国 ） （在你们之中 ） （

一

个人 ） （我选出 了 ）

意译 ； 我在你们之中选了
一

个人陪我去中 国 。

２ ． ６ ． ５ 表示
＂

沁
。

是
＂

关于
＂

的意思

例 ：如 Ｉ心础＾山迎马山 Ｉ

直译 ； （ 国际 ） （事物 ） （在 ） （讨论 ） （学生 ）

意译 ： 学生左讨论国际事物 。
’

当阿语介词 表示
＂

关于
＂

的时候 ， 它前面的动词
一

般会是
＂

讨论 、

提及 、 思考
＂

等含义的动词 。

间 （ ５ １ ） 占
■

＇

ｊ
ｌ 班 ■

《托斜 化冲 》

［ ６］《古 兰 经》中译版本第二十 五章 准侧（弗 尔 干）第
五

十 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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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汉语介词
＂

在
＂

与阿拉伯语介词 的表义都很广泛 ， 两个介

词有共同点也有异同点 ， 总结在Ｗ下表
一

。

．表
一

：

＂

巧郝
‘

Ｖ
＂

的异同点

相同点不同点

１ 、

＂

在
＂

和
＂

＜／
’

都表示时间 。 １ 、

＂

在
＂

作动词也作介词 ， 而 只

能作介词的 。

２ 、

＂

在
＂

和 都表示地点 。 ２ 、

＂

在
＂

表示动作行为进行或者发生的

场所 ， 却
＂

户
’

不是 。

３ 、 在表示具体时间的情况下 ， 可

Ｗ用 ， 也可 Ｗ省略 ， 而
＂

在
＂一

般不用 。

４ 、 表示原因 ， 而
＂

在
＂

不是 。

５ 、 阿拉伯语里可 Ｗ用
＂

户
’

来比较 ， 但

汉语里不能用
＂

在
＂

。

６ 、

＂

巧
’

表示条件 ， 却 不是 。

７ 、 阿拉伯语中表示跟随的时候可 Ｗ用
̄

而汉语里不用
＂

在
’ ’

，

一

般用
＂

跟 ，

和
＂

。

８ 、

＂

在
＂

表示界限 ， 却 帮；有 。

９ 、 阿拉伯语的介词 也有表示
＂

关于
’ ’

的作用 ， 而汉语的介词
＂

在
＂

没有 。

下面从两个方面进行
＂

在
’

嘴ＰＶ
＂

的表义比较 ；

介词短祗巧
＂

和Ｖ
＂

表示时间时 ：

短语介词
＂

在
＂

表示时间时 ，

一

般用在名词前或者句首 ， 这个情况阿拉伯语

也有 ， 都能找 出来对应的表达方式 ， 下面有几个情况 ：

．作介词
＂

在
＂

后面加时间名词时 ， 如 ：

＂

在八月份
＂

， 阿拉伯语的表达是

（ｊ
ｊ山 丘 ｉ

， ’

〇

介词
＂

在
＂

后面加表示年级的名词或者动词 ， 再加上
＂

时／的时候
＂

组成
一

个格式
＂

在 ． ． ． ． ． ．时 ／的时候
＂

， 在这个情况阿拉伯语
一

般用下面结构表示 ；

Ｕｏｉｃ
……

， ，

２ ０



＂

础
……

’ ，

这时
一

般单独用 ．
．

比如 ：

。

在高中 的时候
＂

阿语表达是
‘

Ｓｌ卿 Ｉ 山 心
’

＂

我在吃饭的时候 ． ． ． ．

＂

阿语是
＂

ｆ
ｔ心１少心 如 ｉ

＾ ． ． ． ． ．

＂

（ ３ ） 介词
＂

在
＂

后面是时间名词或者动词短语 ， 并且
＂

在
＂

后加上 了
＂

前 、
（ｉｌ

前 、 么前
＂

或者
＂

后 、 Ｗ后 、 之后
＂

时 ， 表示做某个事情发生时间之前或之

后 ， 阿拉伯语
一

般用
＂

姐
’

或者
＂

叫
＂

来对应表达意思 ， 比如 ：

＂

在睡觉之前 ． ． ． ． ．

＂

阿

语是ＶＪ
ｉｌ

ｌ

啦． ． ． ． ． ．

＂

从上面的几个情况来看 ， 汉语中的
＂

在
＂

介词短语在表示时间 的时候跟阿拉

伯语中 的介词 的表达方式来比较 ， 还是有很大的 区别 ， 因此阿拉伯学生

使用介词
＂

在
＂

表示时间时 ， 容易 出现偏误 。

介词短语
＂

在
＂

和 表示处所时 ， 情况如下 ：

（ １ ） 介词
＂

在
＂

后面加地点名词组成
＂

在
＂

介词短语时 ， 阿拉伯语中有对应的 ，

例 ：

＂

在苏丹
＂

阿拉伯语是
＂

山

（ ２ ） 介词
＂

在
＂

后面加方位代词时 ， 阿拉伯语中有对应的词语 ， 如 ：

＂

在外

面
＂

， 阿语是
＂

。

（ ３ ） 介鄙巧
＂

后面加上处所代词时 ， 如 ：

。

在那坚
’

， 阿拉伯语中要表达同样

的语义
一

般只用指代词 心
＂

来表达 ， 不加介词
＂

ｃ／
’

。

（ ４ ） 介词短语格式
＂

在＋Ｎ＋方位词
＂

时 ， 由于阿拉伯语 中没有送样的表达结

构 ，

一

般不用介词 ， 直接用方位词加普通名词来表达意思 ， 有对应词 ， 例句

下 ：

汉语介词短语格式
＂

在＋Ｎ＋方位词
＂

阿拉伯语表达

１ 、

＂

在 ． ． ． ． ． ．上
＂^

２ 、

＂

在 ． ． ． ． ． ．下
＂

３ 、

＂

在 ． ． ． ． ． ．前
＂ ^

４ 、

＂

在 ． ． ． ． ．后
＂ ^

５ 、

＂

在 ． ． ． ． ． ．里
＂

６ 、

＂

在 ． ． ． ． ． ． 夕 ｈ

＂
＇

＾
̄

７ 、
＂

在 中
，， ＊ ？ ｉ ‘ 。Ｔｌ 々－  ＜ ■－ Ｊ＝ＬＵ Ｊ

Ｊ
＾ 

－ ｉａｊｏ ｉ

Ｊ

２ １



８ 、

＂

在 ． ． ． ． ． ．迦旁迪
。
 ｃ＞－ ｙＪ

上面的表格说明 了
＂

在……方位词
＂

的介词短语在阿拉伯语中可Ｗ用
一

个

单词来表达 ， 在这个的情况下 ， 阿拉伯学生使用介词
＂

在
＂

的时候 ， 容易 出现偏

误 ， 这都是由汉语语法与阿拉伯语语法的差异造成的 。

二、

＂

在
，

和 的句法

汉语介词
“

在
＂

的句法分布特别广泛 ， 它后面可Ｗ是名词 ， 动词和指代词 ，

它位于句首和句中 ， 出现在句中时可Ｗ做状语 、 定语和补语 。

阿拉伯语介词
一

定要和其他成分用才能表达完整的意义 ， 介词

后面只能是名词 ， 它出现在句首和句中 。

１ ．

‘

嘴
＂

的句法？

１ ． １ 介词
‘ ‘在”

的句法分布

按照词性的
一

般分为Ｈ种情况 ：

Ａ．

＂

在＋Ｎ
＂

＂

在
＂

字后面是名词时
一

般表示动作地点或时间 。

例 ： ⑦阿雅在北京大学学习 。 （表示地点 ）

②我听爸爸说今天的足球比赛在九点钟开始 。 （表示时间 ）

瓦
＂

在＋指代词
＂

介词
＂

在
＂

后面是指代词时
一

般表示动作或场所范围 。

例 ： 他们在送里吃饭 。

Ｃ ．

＂

在＋Ｖ
＂

介词
＂

在
＂

后面是动词时
一

般有两个格式
＂

在＋Ｖ＋之前
＂

或
＂

在＋Ｖ＋之后
。

表示两个动作之间的先后关系 。

例 ： 小朋友记住 ， 在吃饭之前 ，

一

定要先洗手 。

介词
＂

在
＂

Ｗ位置来分 （有两种情况 ） ；

Ａ．

＂

在
＂

字位于句首

介词
＂

在
＂

位于句首时
一

般表示动作行为和空间范围 。

２２



例 ： ①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 ， 我遇到了很多困难 。

②在陈老师的印象中 ， 甜甜是最优秀的 。

．⑤在鸿妈的眼里 ， 我
一直是长不大的孩子 。

，

Ｂ ．

＂

在
＂

字位于句中 ：

介词
＂

在
＂

位于句 中可Ｗ 出现在主谓之间 ， 也可 Ｗ作状语和补语 。

例 ： ①我们在学校见面化。 （主谓之间 ）

③我把手机放在包里 。 （补语 ）

１ ．２

＂在”字短语的句法功能

Ａ． 作状语 ：

例 ： ①妹妹在市场买衣服 。

②他天天在这里跑步 。

＠在我本子上 ， 他写了很浪漫的
一

首诗 。

上面例句中 ， 例句①③
＂

在
＂

字短语用在主语后面作状语 ， 表示场所和动

作进行 ， 也有副词的用法像例句 表示动作持续和场所 。 从例句③来看
＂

在
＂

字还可Ｗ用在主语前面作状语 ， 表示场所和事物存在的地方 。

Ｂ ． 作补语 ：

例 ； ⑦他坐在小明后面 。

②我把钥匙放在 口袋里 。

上面例句 中 ，

＂

在
＂

字短语置为谓语动词后面作补语 ， 表示动作行为发生

后施事和受事固定或存在的场所和位置 。

Ｃ ． 作定语 ；

例 ： ①这是我去年在国外生活时的亲身经历 。

②你在这个电影中的表现非常好 。

＂

在＋ＮＰ
＂

介词短语可 （＾＾充当定语的用法不多 。

２ ．的句法

．根据阿拉伯语语法 的描述中 ， 阿语介词 只能用在名词

或名词短语前面 。

例 ；

＇

ｉ
－

 ＇Ｌ

直译 ： （家 ） （在 ） （妈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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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译 ： 妈妈在家里 。

＿

２ ．２ 汉语介词
＂

从
。

与阿语介词
＂

一
＂

对化研巧

阿尔哈提布 （ ２０ １２ ） 曾对汉语介词
＂

从
＂

和阿拉伯语介词
＂

从
＂

进巧过对

比分析 ， 笔者对其中有的地方进行了
一

些补充 ， 最后用表格把中阿的介词

＂

在
＂

总结了它们异同点 。

１ 、

＂

从
＂

的表义

本文参考了 《现代化语八百词 》 的语法词典 ， 《介词与介引功能 》 巧 《实

用现代汉语语法 》 等研巧的成果 ， 在这几本书的基础上我们对汉语介词
＂

从
＂

进行了分析总结 。

（ １ ） 表示起点
？

空间的起点 ： ． ７

—

表示处所或方位的起点 。

例 ： 我的朋友从中 国回来了 。

Ｂ ． 时间的起点 ：

在表示和间的起点时 ，

＂

从
＂
一

般和其他词语使用 。

例 ；

＞
＂

从 ． ． ．开始
＂

： 从今天开始 ， 我要减肥 ， 锻炼身体 。

＞
＂

从 ． ． ． ．起
＂

： 他从去年私 戒烟了 。

＞
＂

从 ． ． ． ． Ｗ后
＂

： 从认识你Ｗ后 ， 我再也没跟他联系 。

＞
＂

从 ． ． ． ． Ｗ来
。

； 从我开始工作 Ｗ来 ， 天天早晨 ５ 点起床 。

＞
＂

从 ． ． ． ．到
＂

： 这个格式表示时间起点也表示空间起点 。

例 ： 今天晚上从 ６ 点到 １ ０ 点要加班 。

从我家到陈老师的家大概要走十分钟。

＞
＂

从． ． ． ．向
＂

表示动作方向或变化

例 ： 阿拉伯语的写法和读法都是从右向左 。

Ｃ ． 表示事物涉及范围的起点 ：

例 ： 从小孩子到人都当大公司 的经理了 。

Ｄ ． 表示状态变化的起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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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秋天来了 ， 树叶都从绿色渐渐变成Ｔ黄色的 。

（ ２ ） 表示来源

例 ： 汉语里的每
一

个成语都从萃个故事来的 。

。 ） 表示依据

例 ： 从他说话的语气我就知道他生气了 。

（ ４ ） 针对某
一

个问题

一

般用
＂

从 ． ． ． ．来说
＂

，

＂

从 ． ． ． ．来看
＂

例 ： 从这角度来看 ， 是他应该向我道歉。

２ 、

＂

６？
。

的表义

本文参考了阿拉伯语语法书 心Ｊ
一 和

《 ＜＾
１

＿９
１ １

＾
＾ １ ＾＾１巧） ， 在这几本书的基础上对阿拉伯语介词

＂

山
＂

进斤了分析研

巧 ， 介词
＂

＜＞
＂

有两种 。

Ａ ． 増加的
＂

一
＂

：

它的的作用就是强调句子 。

（ １ ） 位于否定式和禁戒式的动词之后 。

例① ： ｆ （ ｔ＞） Ｌ．

直译 ：（今天 ） （

一

个人 ） （从 ）（来 ） （没 ）

意译 ： 今天没人来 。

例② ： （
知

） 峰Ｖ

＇Ｌ ＇Ｌ ＇Ｌｉ

直译 ： （东西 ） （从 ） （写 ） （别 ）

意译 ： 别写东西 。

（ ２ ） 位于疑问
＂

山
＂

之后表示强调

例 ； ？ （
（＞＞

）山

４
－ ＇

ｉ ＂ｉ

直译 ： （ 问题 ） （从 ） （吗 ？ ）

意译 ： 直问题吗 ？ ？

Ｂ ． 无増加的
＂

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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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表示
一

部分

例 ； （＞ ｊ
＊

丄 ＇ｔ ｉ
＂ ＇ｉ ，

直译 ： （我朋友 ） （从 ） （

一

个 ） （他 ）

意译 ： 他是我朋友中的一个 。

上面例中 ， 介词
＂

从
＂

表达此意时 ， 其后的词范围大 ，

一 ｉ

＂

（我朋

友 ） 介词
＂

沁
＂

前面的词
＇

心
Ｊ

＂

（

一

个 ） 是
＂

心
＂

后词的
一

部分 ， 即
＂
一夺

＂

为
＂

朋友
＂

的
一

部分。

（ ２ ） 说明某东西的种类

例 ：ＪＬＰ＾ Ｉ ｃ＞咕护争＊？

ｉ ｉＩ ｉ

直译 ： （丝钢的 ） （从 ） （都 ） （我的衣服 ）

意审 我的衣服都是丝網的 。
，

上面例中的
＂

心ｊＪ ｌ

＂

（丝编 ） 为 （我的衣服 ） 的原材料 ， 也就

是 （我怕衣服 ） 来源于 （丝網 ） 。

（ ３ ） 表示起点 （时间和地点 ）
？

巧｜｜ 

① ；
？ｌｉＪ ｔ ｆｊｊ＞ ａ

ｊＵｕ ｉｌ ｌ ３ ．＾１＾＾
Ｌｕ Ｉ＾Ｌｕ ｉ

－

１
－ ＇

［
■

 ＞Ｌ ｉ
＊ ＇ｉ

直译 ： （ 明天 ） （从 ） （开车 ） （学 ） （我开始 ）

意译 ： 我从巧天开始学开车 。

例② ； 山一 １ １〇？ ｌｊ＊ １５
＾１ｄＵｊＳ ｉｉ ｌ

ｉｉ ｉ ｉｉ ｉ

直译 ； （ 中 国 ） （从 ） （绿茶 ） （这 ） （为你 ） （我买了 ）

意译 ： 我从中 国给你买了这个绿茶 。

（ ４ ） 表示代替

侈 ：公ｉ ｆｔＵａＪＵ扣 ＊

ｊ
ｉ
巧

 ：
山

Ｉ ｉｉ ｉ
■

ｉ ｉ

直译 ： （后世 ） （从 ）
？

（今世 ） （生活 ） （你们愿 ） （真主说 ）

意帘 真主拖 难道你们愿 ＩＵ后世的幸福换取今世的生活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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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 表亦原因

恢ｊ ： ４ｊ１ｃ －

 （ｊ
－ａｏ ｉ

丄 ．

丄 ｉ

直译 ： （天气很热 ） （从 ） （他晕过去了 ）

意译 ： 因为天气很热 ， 他晕过去了 。

上面我们对汉语介词
＂

从
＂

与阿拉伯语 进行了对比分析 ， 由其发现两

个介词有共同点和不 同点 ， 总结在 Ｗ下表二 。

表二 ： 介词 （从 ） 与 （ ｔ＞ ） 的表义异同点

相同点不同点

１ 、 （从 ） 和 （山 ） 都表示起点 ， 不管是 １ 、 阿拉伯语的介词 （山 ） 分两种 ， 增加

表示时间 ， 地点 ， 状态变化或范围 ， 在 的和无增加的 ， 而汉语里的 （从 ） 没有

两种语言 中有同样的用法 。这样的情况 。

２ 、 阿拉伯语里的介词 （从 ） 有表示强调

■

 否定句 的作用 ， 但汉语的介词 （从 ） 没

有 。

３ 、 阿拉伯语的介词 （山 ） 说明某东西的

种类 ， 而汉语的介词 （从 ） 没有 。

４ 、 阿拉伯语的介词 （一 ） 有表示
一

部分

的作用 ， 但汉语里的 （从 ） 没有 。

５ 、 阿拉伯语的介词 （山 ） 表示原因 ， 而

汉语里的 （从 ） 没有这个作用 。

６ 、 阿拉伯语的介词 （山 ） 有代替 的意
̄

思 ， 可汉语中 的介词 （从 ） 没有这个意

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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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巧语介词
＂

对
＂

、

＂

向
＂

与阿语中对应的鄙ｙ对化研究

我们参考了刘月华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 、 《现代汉语八百词 》 、 《现代

汉语介词研究 》 、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 》 等研究 ， 笔者在参考送化本书的基础

上 ， 进行
＂

对
＂ ＂

向
＂

的描写和分析描述了汉语介词
＂

对
＂ ＂

向
＂

的语法语义

和作用 。

Ａ． 对

＂

对
＂

字可Ｗ作动词 ， 也可Ｗ作介词 。 作为动词 ，

＂

对
＂

有
＂

对待
＂

、

＂

对

付
＂

或
＂

朝
＂

、

＂

向
＂

的意思 。 例 ；

①今天该场球赛是臣塞罗那队对皇家马德里队 。

②我房间的窗 日对着
一

颗挪孝树 。

＂

对作为介词可Ｗ表示多种语法意义 ，
主要有Ｗ下兰

（ １ ） 表示动作行为的对象或 目标 ，
此化可 ！＾ ＞１用

＂

向
＂

或
＂

朝
＂

替换例 ：

①她对小李点 了点头 ， 句话都没说 。 （ 向 、 朝 ）

③你把试验的注意事项 ， 对学生说说 。 （ 向 ） ．

介词
＂

对
＂

是由动词
＂

对
＂

变来的 ， 还保留
＂

朝 、 向
＂

的意思表示对象或 目

板 此时可Ｗ用
＂

向
＂

或
＂

朝
＂

来替换 ， 上面例子中的
＂

对
＂

都不能用
＂

对

于
＂

替换 。

（ ２ ） 表示对待关暴
＂

所谓对待关系 ，

一

般只存在于有意志的主体与某
一

对象之

间 ， 例 ： ①她对人很热情 。

③你们对工作应该认真负责 。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 指出 ，

＂

对
＂

引进与动作有关的事物或
＂

对
＂

的宾语也

是动词的受事 。 主体可Ｗ把某种性状 、 行为等加于某
一

对象之上 。 此时
＂

对
＂

大多可Ｗ替换成
＂

对于
＂

， 下面看书上的例子 ：

①对这次考试成绩我不太满意 。 （不满意 ． ． ． ． ． ． ．成绩 ）

②对在科学研究中做出较大贡献的科学家 ， 我们应该奖励 。 （奖励 ． ． ． ． ． ．科学

家 ） ？

③这次试验 ， 对我们的研究非常重要 。 （

＂

试验
＂

与
＂

研究
＂

有关系 ）

（ ３ ） 表示涉及关系 ， 所谓涉及关系 ，就是站在某
一

角度看问题时所涉及到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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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事和物。 此时
＂

对
＂

可ｗ替换成
＂

对／对于……来说
＂

， 例 ：

①苏丹北部的汽候 ， 对种植挪專来说 ， 比较适宜 ， 冬天 、 夏天都很干燥 ，

秩天雨不大 。 ．

Ｂ ． 向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提到了
＂

向
＂

字可 １＾＾作动词 ， 也可拭作介词 。 作为

动词 ，

＂

向
＂

有
＂

对着
＂

的意思 。 即表示人或事物面对着某
一

方向 。 例
＂

她家

的房子向西 ， 我家的房子向东
＂

，

＂

向
＂

作为介词 ， 与名词短语或代词组成介

词短语 ， 表示动作的方向或动作的对象 。 介词
＂

向
＂

的语法意义有Ｈ种 ：

（ １ ） 表示动作的方向或 目标 。 书上的例子 ：

①
一

群小姑娘又说又笑 、 向草屋走来 。 （具体方位 ）

③船向着左右两边摇晃 ， 走得很慢 。 （不具体方位 ）

表示动作的方向或 目标分为两种 ：

一

种表示具体方位 这结构中的动词

一

般都表示位移动词
＂

； 另
一

种是不表示具体方位 ，

＂
一

般由表示方向的左 、

右 、 前 、 后 、 东 、 南 、 西 、 北等方位词充当
＂

。

（ ２ ） 引进动作行为的对象 。
’

此结构中的动词可 （＾
＞１有几类 ： 第

一

、 语言类 （说 、 问好 、 解释、 道歉 、 告

诉 ） 等动词 ， 第二 、 表情和身体动作类 （徵笑 、 点头 、 挥手 、 打招呼 ） 等词 ，

第Ｈ、

“

表示
＂

类动词 （表示 、 表达 、 致 １＾ ） 等 。

①他还是不懂 ， 我也没办法向他解释我的处境 。 （语言类 ）

③杜先生回国之前 ， 亲 自来我家向我家人打了个招呼 。 （表倩和身体动作

类 ）

⑤我很爱他 ， 但是没有勇气向他表达我的想法 。 （

＂

表示
＂

类动词 ）

（ ３ ） 由
＂

向
＂

构成的介词短语可用在动词后 ， 作补语。 例 ：

①我赶紧走向前 ， 拉住了他 。

Ｃ ．ｊａＪ

笔者参考了 垃
》 、 和 《乂 —ｌ ｌ

ｊ ｊ
ａｉｌ ｌ 》 释义

较概新 描述了阿拉伯语 的语法语义和作化 并将 和
＂

对
＂

＂

向
＂

进行了对比分析。 在阿拉伯语语法中是作状语 ， 包含了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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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语义 ；

＂

向 、 往、 对
＂

，

＂

办法
＂

，

＂

大概 、 左右
＂

，

＂

阿拉伯语语法名

称
＂

。 看下面的例子 。

？－

（ １ ）

＂

沪ｉ

＂

表示
＂

向 、 往 、 对
＂

的意思

例①阿语 ；
ｄ ｉｓｊｌ ｌ

ｉ ｉ

直译 ： （ 向我 ） （他回头看 ）

意译 ： 他回头岛我看了看 。

上面例子中的 有
＂

向
＂

的意思 ， 表示方向 。

例③阿语 ： 山 ｊ
ａｊ４＾ １

＇

ｉ ＇

ｉｉ

直译 ； （东边 ） （往 ） （走 ）

意译 ： 他往东边走 。

上面的例句中的 有
＂

往
＂

的意思表示方向 。

例③阿语 ： ｃＪ
－Ｖ ｌ ｉｕｉ－

Ｊｓ
ｊ
ａｊ

直译 ： （失望 ）（对他 ） （感到 ）

意译 ； 我进他感到很失望 。

上面的例句 中的 有
＂

对
＂

的意思表示对象 。

（ ２ ）
＂

ｊ
＝八 表示 （办法 ） 的意思

阿语 ：
私Ｊｏ

Ｘ ＇

ｉ ＇

Ｉ
＇

直译 ： （办法 ） （这个 ） （按照 ）

意译 ： 按照这个办法。

上面例子中 的 表示
＂

办法
＂

的意思 。

（ ３ ）表示
＂

大概 、 左右
＂

的意思

■

例①阿语 ；
４ｊｊＵＬＪ ｜ｊａＪ ｏ

ｊ ｌｊ

Ｊ ＊ Ｘ ＇ｉ ＇
Ｉ

＊

直译 ： （六点 ） （大概 ） （在 ） （拜访他了 ）
．

意译 ： 他主魅六点拜访他了 。

３０



上面例子中 ｗ表示
＂

大概
＂

的意思 。

例③阿语 ： ｌｉｌｌｊｊ
ａｊｊ

＼ｊＶｊＪｔ－ｉｌ ｉ

＿
＇Ｌ ＇Ｉ

－ ４ ＊ ｉ
＂ ＇Ｌ ４

＇ ＂ｉ

直译 ： （这个 ） （左右 ） （或 ） （美金 ） （

一

千 ） （等于 ） （它的价格 ）

意译 ： 它的价格是
一

千美金左右 。

上面例子中的 心
＇

表示
＂

左右
＂

的意思 。

（ ４ ）

＂

扛
＂

指的 （阿拉伯语语法的名務 ）

这个单词也指的
＂

阿拉伯语语法名称
＂

， 阿语语法就叫
＂

沪 心 ｉ

ｊ
Ｓ

＂

。

例①阿语 ： 《 》

丄 ｉ

直译 ： （阿语语法 ） （书 ）

意译 ： 《阿精伯语语巧书 》

例③阿语 ：沪过 ＞■ １山

直译 ： （阿语语法 ） （在 ） （不好 ） （学生 ） （送个 ）
■

意译 ： 这个学生阿拉伯语语法学得不好 。

由此可见 ， 汉语中的介词
＂

对
＂ ＂

向
＂

与阿拉伯语中的状语 心
＇

的词

性不同 ， 但是语义和语用方面还是有
一

个共同点 ， 就是都可 Ｗ表示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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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Ｈ章 阿拉伯国家学生没语介词
＂

在
＂

、

＂

从
＂

、

＂

对
。

、

＂

向
＂

的偏误类型及成因分析

汉语和阿拉伯语两种语言在语法上的差别很大 ， 汉语在句法方面主要依靠

的是虚词和语序表达语法关系 ， 阿拉伯语在
一

些方面也依靠语序表达语法关

系 。 但是阿拉伯语的语序很不
一

样 ， 语言类型也不
一

样 。 我们可Ｗ从兰个方面

来说明阿汉语语法差别 ： Ａ ．汉语句子的词序叱较固定是 （ Ｓ＋Ｖ＋０ ） ， 而阿拉伯

语句子的词序比较灵活是 （ Ｓ＋Ｖ＋０ ） 和 （Ｖ＋Ｓ＋０ ） ；Ｂ ． 阿拉伯语的修饰成分
一

般放在被修饰成分的后面 ， 而化语是相反的 ；
Ｃ ． 阿拉伯语词的形态变化比巧丰

富 ，

一

个词根据曲折变化可Ｗ派生出许多名词和动词 ， 例如 ： 阿拉伯语中 ，

一

？

般每个动词都有兰种形式 （过去式、 现在式和命令式 ） ， 可汉语主要是用词根

构词 ，

一

般没有词的形态变化 ， 用词序和虚词表达语法意义 。 因此阿拉伯学生学

习汉语介词的时候 ， 由于介词语义 、 结构和使用场合方面都未能掌握好 ， 会产

生不少偏误 。

本文在两种语言差别和汉语偏误类型的基础上 ， 设计了调查问卷 ， １＾
＞
１阿拉

伯 国家学生为对象 。

３ ． １ 研究方法及实验设计

３ ． １ ． １ 调查实施倩况

Ｗ喀王穆大学中文系和苏丹孔子学院的学生为调查范围 ， 面向汉语各年级

学生 ， 其中包括初级水平学生 、 中级水平学生和相对高级水平的学生进行问卷

调查 ， 共发出 １ ００ 份问卷 ， 收回 ８９ 份 ， 其中 ４ 份答案不符合规范作废 ， 因此共

收回 ８ ５ 份有效问卷 ， 分别是初级组 １ ９ 份 ， 中级组 ３４ 份 ， 高级組 ３２ 份 ， 考察

阿拉伯语国家学生汉语常用介词偏误 ， Ｗ汉语
＂

在
＂ ＂

从
＂ ＂

对
＂ ＂

向
＂

四个

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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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

喀王穆大学中文系苏丹孔子学院
￣̄

＾

初级班 １ ７ ２
■

 １ ９

中级班＾ ４Ｍ

￣￣

高级班＾ ４瓦

爾弔 １ ０ ８５

３ ． １ ．２ 问卷设计与实施

问卷主要 目 的是收集偏误语料 ， 所Ｗ采用 了造句 ， 判断正误并改正 ， 选择

题 ， 在合适的位置加上介词和阿拉伯语翻译成没语等五种题型 （见附录 ） 。

根据学生作业、 试卷中表现出的遗漏偏误 、 冗余偏误 、 误代偏误Ｗ及错序

偏误等四种偏误类型 ， 本人设计了此调查问卷 ， 第
一

题和第五题采用 了 自 由题

型造句和翻译 ， 考察学生的语言表达能为和理解度 ， 第二题判断正误并改正注

重了汉语中
＂

在
＂ ＂

从
＂

两个介词的使用考察 ， 第Ｈ题和第四题重视了汉语介

词
＂

对
＂ ＂

向
＂

的使用考察 。 之所 ［＾
＞

１采用多中类型的题 目 ，

一

是为了满足我们
＇

有针对性地收集资料的 目 的 ，
二是让学生感觉不是很单调 。 比如第四题 ， 基于

我们对学生可能会出现
＂

错序
＂

和
＂

误代
＂

偏误的预判 ， 第五题的擲译题型不

能
一

直使用 ， 因为有时学生会回避使用我们希望 出现的介词 ， 但翻译得句子还

是对的 。

３ ． １ ．３ 研究结果

我们对所有语料进行整理 ， 本文共统计出阿拉伯 国家学生常用的汉语介词

＂

在
＂ ＂

从
＂ ＂

对
＂ ＂

向
＂

四个 ， 偏误次数总计 ２９５ 次 ， 其中介词
＂

在
＂

的偏

误次数量比其他介词多 ， 共计 １％ 次 ， 看下面表
一

。

表一 ： 阿拉伯语国家学生使用介词
＂

在、 从、 对 、 向
＂

的各偏误类型偏误次数

统计

偏误类型错句次数

Ｓ 京 ＾ ＾
Ｉ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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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漏偏误＾
＾

 １ ８

￣￣

 １ ７

＾ ＾＾ ^

兀余偏误 ４３ １ ５＝＝ ５ ８

￣̄

误代偏误—＾＾＾了５

错序偏误＾＾ ＾
^

１ ３ ６８７ ４０３ ２Ｗｓ

̄

根据表
一

得出阿拉伯 国家学生在介词使用 中 ， 介词的错序偏误次数频率最

高 ， 其余依次误代 、 遗漏 Ｗ及冗余 。
^

表二 ： 阿拉伯语国家学生使用介词各偏误类型偏误所占比例

偏误类型错句次数所 占 比例

＾＾ ４４ ． ４％

介词的遗漏 １ ８ ２ ８ ． ５ ７％

１ ７ ２６ ． ９ ８％

^

总计？ １ ００％

４３ ７４ ． １ ３％

介词的冗余 １ ５
＇
＇

２ ５ ． ８６％

对一 ０％

— ０％

总计 ５ Ｓ １ ００％

Ｉ在
＝ ０％

介词的误代玩 ２６
．
６６％

２３ ３ ０ ． ６６％

＾ ４２ ． ６６％

总计节 １ ００％

＾ ６５
．
６ ５％

介词的错序 ３４ ３ ４ ． ３ ４％

＝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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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向 Ｉ
—

 ＾ ０％

总计＾ １ ００％

偏误类型所 占比例

８０ －００％

７０ ．００％■
６０ ．００％

－ＨＨ

５０ ．００％■圓
４０ ．００％ＨＩＩＩ

ｉＩＩＩｌｌＩＩＩＩＩ

遗視偏误冗余偏误误代俯误 错巧偏误

■ 在 圓 从 ａ 对 ？ 向

图
一

： 阿拉伯语国家学生使用介词各偏误类型偏误所占比例

根据表二 ， 图
一

看 出 阿拉伯 国家 学生使用 汉语介词 的 时候 ， 常用 介词

＂

从
＂

与
＂

在
＂

， 并且出错的频率比较高 ， 尤其是介词
＂

在
＂

， 这出现在兀余 ．

偏误 、 错序偏误和遗漏偏误Ｈ个偏误类型 中 ， 出错最高的介词 ， 在阿汉对 比的

基础上 ， 发现产生送种偏误的原 因是受母语的影响 。 由介词
＂

对
＂

与
＂

向
＂

出

现在误代偏误更多 ， 因为在阿拉伯语 中 ，

＂

对
＂ ＂

向
＂

两个介词对应了
一

个词

＂

卢
＂

， 所 阿拉伯 国家学生经常把他们混用而产生误代偏误 。

根据鲁建撥先生在 《外国人语法偏误分析 》 中 ， 将偏误类型分为四种 ： Ａ ．

遗漏偏误 ；
Ｂ ． 冗余偏误 ； 仁 误代偏误 ；

Ｄ． 错序偏误ｍ 。 通过对语料的分析 ，

我们也可将阿拉伯 国家学生汉语常用介词 的偏误分为这样四个类型 。

口 ］ 鲁建磬 （ １ ９９４ ） 《外 国 人语法偏设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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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介词
＂

在
＂

的相关偏误分析 ［
８
］

３ ．２ － １ 遗漏偏误分析？

遗漏偏误指由于句子中省略或少了某个成分 ， 该用介词的位置而省略了介

词或其他成分 、 从而导致偏误 。 关于
＂

在
＂

的遗漏偏误最多表现在遗漏与介词

搭配组成介词结构的方位词上 。

例如 （括号中是遗漏的词语 ） ：

（ １ ）
＊ 你把手机放在桌子 【上 】 。 （ＷＪ ）

（ ２ ）
＊ 在车 【里 】 有两个人。 （ＷＪ ）

（ ３ ）
＊ 在中文系 【里 】 有Ｈ位老师 。 （ＫＢ ）

（ ４ ）
＊ 您给我们的帮助 ， 给我們的快乐 ， 给我们的知识 ， 我们都永记在也 【里

＼中 】 。 （邸 ）

在汉语里面 ， 介词
一

般可 跟方位词 、 名词 、 连词 、 助词组合构成固定的

格式 ， 这个固定的格式叫做
＂

介词结构
＂

，

一

般来说 ， 介词会在前 ， 其他词语

会在后 ， 介引 的对象会在中间 。 在表示方位、 范围 、 方面或条件 ， 方位词必须

用 ， 不能遗漏 ， 遗漏了句子的语义就不完整了 。 Ｗ上面的句子都缺少相应的方

位词 ， 所 上面的句子需要加上
＂

上 、 中 、 里
＂

等方位词 。 阿拉伯 国家学生学

习介词框架的时候 ， 受母语的影响 ， 只是把阿拉伯语中表示时间或地点的介词

和汉语介词
＂

在
＂

进行简单对应 ， 在阿拉伯语中介词和方位词不能在
一

个框

架中 出现 ， 在表示方位的情况下要么单独用介词
‘ ‘

在
’ ’

、 要么单独用方位词
＂

上、

下 、 中 、 里
’

等 ， 例如
‘

巧桌子上
＂

送句话在阿语中可Ｗ说
＂

叫 若汉语直泽
‘

在桌

子
＂

， 或者说
‘

Ｗ
ｊ
心山巧Ｘ语直译

＂

桌子上
＂

， 阿语的两个句子都可 用 ， 都表示意

思
＂

在桌子上
＂

， 因此学生不清楚这
一

点 ， 经常会省略介词框架中的方位词 。

阿拉伯学生有时候也会把介词
＂

在
＂

遗忘 ， 从而导致遗漏介词偏误。 例如

下 ： （括号中为遗漏的词语 ）

（ ５ ）
＊ 我住 【在 】

一

个很漂亮的家 。 （ＷＪ ）

（ ６ ）
＊ 我喜欢听力课 ， 有时候我听不懂课文 ， 但是 【在 】 老师的帮助下我们明

白课文 。 （ＫＢ ）

［ ８］我们收集到的语料及调查问 卷

中

，
＂

在＂的误代现象 为 零，没有发现应
该

用
＂

在 ＂，但 是用了其他介

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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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２ 冗余偏误分祈

阿拉伯 国家学生使用汉语介词
＂

在
＂

主要的偏误是 ： 误把介词
＂

在
＂

加在

表示时间 的词语前面 。 例如下面的句子 ： （括号 中为冗余的词语 ） ．

（ １ ）
＊

【在 】 ７ 月 苏丹的天气很热 。 （ＷＪ ）

（ ２ ）
＊

【在 】

一

天我看到他很高兴 。 （ＫＢ ）

（ ３ ）
＊

【在 】 冬天天气很好 。 （ＫＢ ）

（ ４ ）
＊

【在 】
一

天 ， 他告诉我
一

件事 。 （ＫＢ ）

（ ５ ）
＊

【在 】 早上我告别姑姑和奶奶 。 （ＫＢ ）

阿拉伯 国家学生学习奴语介词
＂

在
＂

的过程中 ， 经常在表示时间和地点前

面 ， 直接加上介词
＂

在
＂

， 遗忘了在汉语中有些时间名词可Ｗ独立用做句子成

分 ， 不需要介词
＂

在
＂

， 阿拉伯学生因为受其母语的影响 ， 而出现这样的偏

误 。

汉语介词
＂

在
＂

有多用 ， 所Ｗ阿拉化国家学生进度使用 ， 例如下 ： （括与．

中为冗余的词语 ）

（ ６ ）
＊
Ｈ年级 ， 我们在

一

起来到中文系 ， 我希望我们 【在 】

一

起离开 。

（邸 ）

（ ７ ）
＊ 我在故乡最快乐的时刻 ， 是我跟爸爸 【在 】

一

起坐在河选看 日落 。

（邸 ）

（ ８ ）
＊ 我给她打电话 ， 我们 【在 】 不断地说话 。 （ＫＢ ）

（ ９ ）
＊ 我去 【在 】 他的房间流

一

直玩到早上 。 （ＫＢ ）

（ １ ０ ）
＊ 我非常生气因为我很累 ， 【在 Ｉ 马上哭了 。 （邸 ）

（ １２ ）
＊ 晚上的时候 ， 我們围着 【在 】 火聊天儿 。 （脚 ）

送种冗余现象有时出现在副词
＂
一

起
＂ ＂

不断地
＂

前 ， 有时出现在表处

所、 时间 的状语前 ， 值得好好分析 。

３ ．２ －３ 错序偏误分析

阿拉伯 国家学生在学习汉语介词
＂

在
＂

的时候出现的错序偏误最主＾表现

在 ： 由
＂

在
＂

组成的介词短语在句中作状语时的语序偏误 ， 表现为状语后置 。

这也是另外
一

种典型的偏误现象 。 例如 ：

（ １ ）
丰 我工作在石油公司 。 （ＷＪ ）

３ ７



（ ２ ）
＊ 我有一个巧朋友学习在大挙 。 （ＷＪ ）

（ ３ ）
＊ 有很多留学生在非洲大学 。 （ＷＪ ）

（ ４ ）
＊ 我看化在图书饱。 （邸 ）

（ ５ ）
＊ 我问一个漂亮女售要 员在化场 。 （ＫＢ ）

（ ６ ）
？ 早上我找到

一

只老 鼠死了在念子單 。 （ＫＢ ）

（ ７ ）
＊ 我出生在城市叫阿特己拉 ， 我学习 中义在这个城市 。 （ＫＢ ）

（ ８ ）
＊ 昨天我哥打电话说他等我在机场 。 （ＫＢ ）

（ ９ ）
＊ 第

一

天我有汉语课在中义系 。 （ＫＢ ）

（ １ ０ ）
＊ 他不学习在扶化 。 （ＫＢ ）

（ １。 ＊ 我认巧他在孔子学院 。 （ＫＢ ）

（ １ ２ ）
＊ 妈妈很喜欢我 ， 因为我最小的在家里 。 （ＫＢ ）

（ １ ３ ）
＊ 我们还是小孩子在父母的眼巧 。 （ＷＪ ）

？

上面的例句中学生把该状璋咱介词短语放到了句唐 这类错误主要的原因

是受其母语的影响 。 因为在阿拉伯语中 ， 介词短语在作状语时
一

般放在所修饰

的动词后面 。 因此 ， 这就使很大
一

部分阿拉伯 国家学生易造成介词错序的偏

误。 正确的说法为 ：

（
１
） 我在石油公司工作 。

口） 我有
一

个好朋友在大学学习 。

（
３
） 在非洲大学有很多 留学生 。

（
４
） 我在图书馆看到他 。

（
５
） 我在机场问 （ 了 ）

一

个漂亮的女售票员 （

一

个问题 ） 。

（句 早上我在盒子里找到
一

只老鼠 ， 老鼠死了 。

（
７
） 我在

一

个叫阿特巴拉的城市出生的 ， 我在这个城市学习 中文。

（巧 昨天我哥打电话说他在机场等我 。

（
９
） 第

一

天我在中文系有汉语课。

（
１ ０

） 他不在送儿学习 。

Ｉ
（
１ １

） 我在孔子学院认识他 。

Ｕ ２
） 妈妈很喜欢我 ， 因为我在家里是最小的 。

（
１ ３

） 我们在父母的眼里还是小孩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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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介词
＂

从
＂

的相关偏误分巧
３ ．３ － １ 遗漏偏误分析

介词
＂

从
＂

的遗漏偏误主要表现在Ｈ个方面 ： Ａ ． 遗漏介词结构
＂

从． ． ． ． ．里＼

中
＂

的方位词 ；
Ｂ ． 遗漏与介词

＂

从
＂

搭配使用的动词 ， 叱如
＂

看
＂

；
Ｃ ． 遗漏

了介词
＂

从
＂

。

Ａ． 遗漏介词框架
＂

从． ． ． ． ．里＼中
＂

的方位词 ：

（括号中为遗漏的词语 ）

（ １ ）
＊ 你可Ｗ从失败 【 中 】 获得教训 。 （ＷＪ ）

（ ２ ）
＊ 我从家 【里 】 走出来了 。 （ＷＴ ）

在巧语里面 ， 介词
＂

从
＂

表示行为动作的空间起点 ， 只有在表示地名 、 国

名和单位名称的名词的时候 ， 可Ｗ直接用
＂

从
＂

的宾语 ， 不需要后面加上方位

词 。 其他普通名词大多数要跟方位词组成介词短语 ， 如
＂

从 ． ． ． ． ．上
＂

、

＂

从 ． ． ． ． ．

下
＂

、

＂

从 ． ． ． ． ．中
＂

、

＂

从 ． ． ． ． ．里
＂

、

＂

从． ． ． ． ．外
＂

等格式 。 上面的例子中
＂

从
＂

的后面是普通名词 ， 名词后面应该加上方位词
＂

中 、 里
＂

。 阿拉伯 国家学生受

其母语的影响 ， 只用表示来源的介词
＂

从
＂

， 而遗忘 了加上相应搭配的方位词

＂

中 、 里
＂

， 因为在阿拉伯语里面 ， 表示来源直接用介词 相应汉语中的介

词
＂

从
’ ’

， 后面不化方位词 。

Ｂ ． 遗漏与介词
＂

从
＂

搭配使用的动词

（ ３ ）
＊ 我们的城市从上面 【看 】 很漂亮 。 （ＷＪ ）

上面的例子出现在调查 问卷中的翻译题 ， 有五个学生犯了 同样的错误 ， 使用

介词
＂

从
＂

化 把动词
＂

看
＂

遗忘了 ， 沒是因为该翻译的阿拉伯句子中 ， 没有

对应
＂

看
＂

这个词 ， 所Ｗ阿拉伯国家学生直接翻译的时候 ， 因受母语的影响而

产生运种偏误 。

Ｃ ． 遗漏介词
＂

从
＂

（
４
）

＊ 他们是 【从 】 农村来到喀止穆 。 （ＫＢ ）

在汉语中 ， 表示行为动作空间起点时 ， 应该用介词
＂

从
＂

， 上面的这种例子

偏误很少见 ， 应该属于失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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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２ 冗余偏误分析

跟
＂

在
＂

的 余情况类似 ， 问卷中也出现了
＂

从
＂

的冗余现象 。

’

（括号中为

冗余的词语 ）

（ １ ）
＊

【从 】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一

个道理 ： 你的经历就是你的资本 。 （ＷＪ ）

（ ２ ）
＊

【从 】 什么时候去中国 ？ （ＷＪ ）

（ ３ ）＊
【从 】 我到大学我有

一

个想法 ， 就是想谁当我朋友 。 （ＫＢ ）

上面的例子产生冗余偏误的原因是由
＂

从
＂

组成的介词短语在句中充当主

语 ，而汉语介词短语是不可Ｗ做主语的 ，所Ｗ应该去掉介词
＂

从
＂

。

３ ．３ ．３ 误代偏误分析

Ａ ．

＂

从
＂

误代为
＂

在
＂

（ ０
＊ 陈老师在车里出来 。 （ＫＢ ）

上面的例句表示地点的起点 ， 介词
＂

在
＂

没有这个凑法意义 ， 所Ｗ该换成

＂

从
＂

， 上面的句子应改为 ：

（ １ ） 陈老师从车里出来 。

Ｂ ．

＂

从
＂

误代为
＂

离
＂

与
＂

离
。

误代为
＂

从
＂

（ ２ ）
＊ 有

一

天我晚上 ６ 点盧学校回家 。 （ＫＢ ）

（ ３ ）
＊ 我家屋岸校特别远。 （ＷＪ ）

（ ４ ）
＊ 我住的地方化上海不远 。 （ＷＪＴ ）

上面的例句错误的原因是学生没有搞清楚
＂

从
＂

和
＂

离
＂

的不同之处 ， 所

Ｗ阿拉伯学生经常把这两个介词淆了 。 正确的说法为 ：

口） 有
一

天我晚上 ６ 点从学校回家 。

（
３
） 我家离学校特别远 。

（
４
） 我住的地方离上海不远。

Ｃ ．

＂

自
＂

误代为
＂

从
＂

（ ５ ）
＊ 非州大学里有很多留学生来化不同的国家 。 （ＷＪ ） ．

（ ６ ）
＊ 喀上穆的人 口是來达不同的城市 。 （ＫＢ ）

上面的句子偏误的原因学生没有搞清楚
＂

自
＂

和
＂

从
＂

的区别而造成偏

误 ，

＂

自
＂

的结构是受古代汉语的影响 ， 组成的介词短语即可Ｗ做状祗 也可

Ｗ做补语 ， 而
＂

从
＂

可Ｗ做状语 ， 却不能做补语 。 上面的例子可Ｗ改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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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 非州大学里有很多 留学生来 自不同的 国家 。

■
－

（
６
） 喀王穆人来 自不同的城市 。

？

—

３ ．３ ．４ 错序偏误分析

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介词
＂

从
＂

的过程中 ， 最主要的错序偏误出现在 ： Ａ．

介词
＂

从
＂

结构错放在句尾 ， Ｂ ． 介词框架
＂

从……到……
＂

、

＂

从……开

殆
＂

、

＂

从……里＼中 ＼上
＂

的时候出现的错误／

Ａ ． 介词
＂

从
＂

结构错放在句尾

（
１
）

＊ 倘，毎次给我们帯来很漂亮的东西从沙搪阿巧伯 。 （ＫＢ ）

（
２
）

＊ 我们是朋友从小时候 。 （ＫＢ ）

（
３
）

＊ 那天我化去从宿舍 。 （ＫＢ ）

上面的例子 中显然阿拉伯 国家学生受母语的干扰了把该放在状语位置的

介词
＂

从
＂

结构放在句尾了 。 因为在阿拉伯语中的
＂

一
’ ’

相应汉语中 的
＂

从
＂

放在

后面 ， 如
＂

爸爸从公司 回来 。

＂

的阿拉伯语语序是
＂

爸爸回来从公司
＂

。 但是汉语

语法规则 ， 介词
＂

从
＂

该放在谓语动词的前面 。 正确的说法是 ：

（
１
） 他毎次从沙特阿拉伯给我们带来很漂亮的东西 。

（
２
） 我们从小时候起就是朋友 。

（
３
） 那天我从宿舍出去 。

化 介词框架
＂

从……到……
＂

、

＂

从……开始
＂

、

＂

从……里＼中 ＼上
＂

的时候

出现的错误

（
４
）

＊ 今天我们 ｈ谋从 ８ 点到 １ ０ 点 。 （ＷＪ ）

口 ）

＊ 星期五从早 ｈ８ 点我和我朋右在外面玩儿到晚上 １ ０ 点 。 （ＷＪ ）

（
６
）

＊ 结果是我窝不开侦从那时候开始 。 （ＷＪ ）

（
７
）

＊ 我拿一专
？

巧从佈 ． 的手 Ｋ 。 （ＷＪ ）

上面的 （
４
）和巧例子都是在使用介词框架

＂

从……到……
＂

的时候出现错

误 。
（
４
）句中把

＂

； 放在谓语动词的后面 ， 但是在汉语里面 ， 介词
＂

从 ． ． ．

＂

在表示时间的起点或者地点的起点的时候 ， 要放在谓语动词的前面 。 在送个情

况下介词
＂

从
＂

只能做状语 ， 不能做补语 。 正确的说法是 ：

（
４
） 今天我们从 ８ 点到 １ ０ 点上课 。

．

例子 （
５
）的错误由于多重状语的排列顺序 问题 ， 句中还有另

一

个状语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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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面
＂

根据汉语多项状语 （时间状语、 地点状语 ） 的排列顺序 ， 时间状语

要放到地点状语的前面 ， 但这句受介词框架错序偏误 。 上句应巧改为 ：

０ ） 星期五从早上 ８ 点到晚上 １ ０ 点我和我朋友
一直在外面玩儿。

例句 （ ６ ） 和 （
７
）中是介词框架

＂

从． ． ． ．开始
＂

和
＂

从 ． ． ． ．上
＂

显然错序问题 ， 上例

改正放

（
６
） 结果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离不开他了 。

（
７
） 我从他的手上拿过

一

支花 。

３ ．４ 介词
＂

对
＂

的相关偏误分祈 巧

３ ．４． １ 遗漏偏误分析

阿拉伯国家学生使用汉语介词
＂

对
＂

时出现的遗漏偏误主要是 ： Ａ ． 遗漏与

＂

对
＂

搭配使用的
＂

来说
＂

；
化 遗漏介词

＂

对
＂

。

Ａ ． 遗漏与
＂

对
＂

搭配使用的
＂

来说
＂

在紋语中 ， 当介词
＂

对
＂

表示涉及关系时
，

一

定要用
＂

对 ． ． ． ． ． ．来说
＂

短语提示 ．

主题的作用 。 这样的句子阿拉伯学生经常把
＂

来说
＂

忽略了产生遗漏偏误 ， 例

如下 ： （括号中为遗漏的词语 ）

（ １ ）
＊ 你对我 【来说 】 是全世界 。 （ＫＢ ）

（ ２ ）
＊ 在中国过得 日子对我 【来说 】 是最美好的回忆 。 （ＫＢ ）

Ｂ ． 遗漏介词
＂

对
＂

（ ３ ）
＊ 我除了对打篮球感兴趣 ， 【对 】 其他的都不感兴趣 。 （ＷＪ ）

上面的例子前半句中使用的介词
＂

对
＂

是正确的 ， 而后半句 中的
＂

其他

的
＂

前面引介对象的介词
＂

对
＂

省略了 ， 虽然介词
＂

对
＂

有时候可Ｗ被省略 ，

但是都有
一

定的条件 ， 上面的句子学生泛化了汉语中省略介词
＂

对
＂

的规则 。

３乂２ 误代偏误分析

阿拉伯国家学生使用汉语介词
＂

对
＂

时 ， 误代偏误出现在 ： Ａ ．

＂

对
＂

误代

为
＂

向
＂

；
Ｂ ．

＂

对
＂

误代为
＂

在
。

；
Ｃ ．

＂

对
＂

误代为
＂

给
＂

。

？

Ａ ．

＂

对
＂

误代为
＂

向
＂

［ ９］在我们收集到的语料及调查问 卷

中

，
＂

对＂的冗余和错序现象 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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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人们岛现代孩子期望很高了 。 （ＷＪ ）

（ ２ ）
＊ 向你不合适 。 （ＷＪ ）

（ ３ ）
＊ 我岛这件事感到很遗憾 。 （ＷＪ ） ．

（ ４ ）
＊
四年前我去过中国东北 ， 我岛中 国的印象不太好 。 （ＷＪ ）

当介词
＂

对
＂

是由动词
＂

对
＂

变来的 ， 还保留着
＂

向
＂

的意思表示对象或

目标 ， 此时可Ｗ用
＂

向
＂

或
＂

朝
＂

来替换 ， 但是当
＂

对
＂

表示对待关系 ， 所谓

对待关系 ，

一

般只存在于有意志的主体与某
一

对象之间 ， 此时
＂

对
＂

未能与

＂

向
＂

替换 ， 上面的例句错误的原因是学生没有搞清楚
＂

对
＂

和
＂

向
＂

的不同

之处 ， 所Ｗ阿拉伯学生经常把这两个介词淆了 。 正确说法是 ：

（ １ ） 人们对现代孩子期望很高了 。

（２ ） 对你不合适。

（ ３ ） 我对这件事感到很遗憾 。

（ ４ ） 四年前我去过中 国东北 ， 我对中 国的印象不太好 。

Ｂ ．

＂

对
＂

误代为
＂

在
＂

（ ５ ）
＊ 学生在口语课很感兴趣 。 （ＫＢ ）

上面例句 中的介词
＂

在
＂

使用不当 ， 因为它和后面的短语不表示处所 ， 应

该改为
＂

对 ． ． ． ． ．感兴趣
＂

的格式表示对待关系 ， 学生没有搞清楚
＂

在
＂

和
＂

对
＂

的不同之处 ， 所Ｗ把两个介词混用 了并产生误代偏误 ， 准确的说法应该是 ：

（ ５ ） 学生对 口语谋很感兴趣。

Ｃ ．

＂

对
＂

误代为
＂

给
。

（ ６ ）
＊ 不管你去哪里

一

定有人给你微笑 。 （ＷＪ ）

＂

给
＂

是
＂

给予
＂

的意思 ，

＂

对
＂

是
＂

面对
＂

的意思 ， 介词
＂

给
＂

和

＂

对
＂

的最大语义区别特征是
＂

位移
＂

， 介词
＂

给
＂

的语义特征是位移 ， 而介

词
＂

对
＂

的动作没有位移 ， 是原地形的 。 有时候有
一些语言动词 、 综合表现动

词及五官体态动词在用法上可Ｗ和
＂

对
＂ ＂

给
＂
一

起使用 ， 这种类词有 ： 解

择 ， 介绍 ， 汇报 ， 道歉 ， 道谢 ， 磕头等 ， 但井不是所有的此类词帮可 １＾＾和

＂

对
＂
一

起用 ， 又可Ｗ和
＂

给
＂

共现 。 像上面例子中的谓语动词
＂

微笑
＂

未能

与
＂

给
＂
一

起使用 ， 所 ｛＾应该把例子中的
＂

给
＂

换成
＂

对
＂

， 学生分不清楚

＂

对
＂

和
＂

给
＂

的区别 ， 所Ｗ产生上述偏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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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５ 介词
＂

向
＂

的相关偏误分析 间

３ ．５ ． １ 误代偏误分析

介词
＂

向
＂

的误代偏误在收集的语料与调查问卷中 ， 出现了
一

些偏误现

象 ， 比如 ：

＂

向
＂

误代为
＂

对
＂

。

（ １ ）
＊ 她迸客厅里看去 。 （ＷＪ ）

（ ２ ）
＊ 老师经过我章边 ， 亲切地盘我问好 。 （送里用

＂

向
＂

似乎更合适 ）

（ＷＪ ）

（ ３ ）
？ 我逊老师借了

一

本书 。 （ＷＪ ）

（ ４ ）
＊ 这里我要特别进杜先生请个安 。 （ＷＪ ）

（ ５ ）
＊ 赴我们老师学没语 。 （ＷＪ ）

（ ６ ）
＊ 我看了大黑熊进我们快跑起来 。 （ＷＪ ）

（ ７ ）＊ 他抬头进我看了看 。 （ＫＢ ）

．

－

在汉语中 ， 介词
＂

向
＂

和
＂

对
＂

的共同点是它俩都表示方向 ， 但是当要明

确表示动作所指的方向或引进动作行为的对象时 ，

一

般用介词
＂

向
＂

， 而不用

＂

对
＂

， 这种错误有两个原因 ，

一

、 学生受母语的影响 ， 因为在阿拉伯语中 ，

＂

对
＂

和
＂

向
＂

都是
一

个意思 ， 都翻译为 ， 二 、 阿拉伯国家学生没有搞

清楚
＂

对
＂

和
＂

向
＂

两个介词在用法上的不同之处 ， 从而出现上述误代偏误 ，

所 上例句改为 ：

（ １ ） 她向客厅里看去 。

（ ２ ） 老师经过我身边 ， 亲切地向我问好。

（ ３ ） 我向老师借了
一

本书 。

（ ４ ） 送里我要特别 向杜先生请个安 。

（ ５ ） 我们向老师学汉语 。

（ ６ ） 我看见大黑熊向我们很快地跑过来 。

（ ７ ） 他抬头向我看了看 。

［

１ ０
］ 在我们收集到的语料及调查问卷中 ， 介词

＂

向
＂

的遗漏 、 冗余及错序现象为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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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６ 衙误成因分析

根据中介语理论和偏误分析理论 （见第
一

章 ） ， 在第二语言学的过程中 ，

． 偏误产生的原因很多包括 ： 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和干扰 ； 目 的语本身的难忠

学习者学习策略和学习环境的影响 ， 教学中 出现讲解不够详细 、 练习不够充分

等等 。 下面Ｗ母语的负迁移 ： 目 的语的泛化 ； 教师在教学上的不足等这Ｓ个方

面来探讨阿拉伯国家学生在使用汉语介词时出现偏误的原因 。

３ ．６ ． １ 母语的负迂移

＂

迁移是也理学的
一

个概念 ， 指的是已经获得的知识 、 技能乃至学习方法和

态度对学习新知识 、 新技能的影响 。 如果这种影响是积极的 ， 就叫正迁移 ， 也

可简称为迁移 ； 反之 ， 变叫负迁移 ， 或称干扰
＂

。 ①偏误分析理论和中介语理论

是影响阿拉伯 国家学生介词学习 的主要因素 。

第
一

， 介词错序偏误很大部分都是由于受母语即阿拉伯语负迁移的影响 。

在汉语中的介词
＂

在
＂

和
＂

从
＂
一

般位于句中和句首 ， 而在阿拉伯语中位于句

尾 ， 例如
＂

我在中 国公司工作
＂

用阿拉伯语表达为 ：

＂

鸣 。

第二 ， 汉语中有很多介词需要与其他词构成介词短语 。 例如 ；

＂

从 ． ． ． ． ． ． ． ．开

始
＂

、

＂

在里
＂

和
＂

对 ． ． ． ． ． ． ．来说
＂

等 。 在阿拉伯语中没有送样的结构 ，

一

般用
一

个词来表达它的意思 ， 因此 ， 阿拉伯国家的学生容易遗漏除介词 Ｗ外

的方位词等成分 ， 例如 ：

＂

我从他手 （上 ） 拿了
一

支花
＂

， 阿拉伯学生经常遗

漏句子中的方位词
＂

上
＂

。

第Ｈ ， 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 ， 发现汉语介词中的
＂

对
＂ ＂

向
＂

在阿拉伯语

中相应
一

个单词 表示方向和对象 ， 所Ｗ阿拉伯国家学生常常把汉语介词

＂

对
＂

和
＂

向
＂

当成
一

个意思
一

个用法 ， 从而把两个介词混淆了产生误代偏

误 ， 例① ：

＂

她向客厅里看去
＂

阿拉伯语翻译成 ， 例子中

的
＂

向
＂

在阿拉伯语中相应 ， 例② ：

＂

我对他感到很失望
＂

阿拉伯语翻

译成 ， 例子中的
＂

对
＂

在阿拉伯语中相应的单词也是

， 从例①②看出汉语介词的
＂

对
＂ ＂

向
＂

在阿拉伯语中相应都是

？＂

户＾

＂

， 所 Ｗ阿拉伯 国家学生使用汉语介词
＂

对
＂

和
＂

向
＂

化 往往把两个介

词混用 ， 而产生误代偏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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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 介词冗余偏误很大部分都是 由于受母语即阿拉伯语负迁移的影响 。

在巧语中有些时间名词可Ｗ独立用做句子成分 ， 不需要介词
＂

在
＂

， 但是阿拉

伯 国家学生学习汉语介词
＂

在
＂

的过程中 ， 经常在表示时间和地点前面 ， 直接

加上介词
＂

在
＂

， 他们因为受其母语的影响 ， 而出现这样的偏误 ， 例如 ：

阿语 ：一Ｉ Ｉ一ｙ沪

＇

ｉ
＊ －Ｌ ＇ｉ －Ｌ ＇

Ｉ
－

直译 ； （ 中 国 ） （到 ） （我去 ） （会 ） （九月份 ） （在 ）
■

（在九月份我会到中 国去 。 ）

意义 ： 九月份我会到中国去 。

从上面的例子看出 ， 阿拉伯语例子中 ， 巧时间 前出现介词

＂

ｃ／
＇

， 而在汉语例子中的时你
＂

九月份
＂

前不能加上介词
＂

在
＂

， 从而阿拉

伯 国家学生使用介词
＂

在
＂

的时候 ， 在时间名词前面乱加介词
＂

在
＂

产生冗余

偏误 。
？



３ ．６ ：２ 目 的语的泛化

在我们的教学中的对象都是成年人 ， 学生的理性思维很强 ， 当他们学 了语法

规则时 ， 会善于抽象思维 ， 能够根据己学的语法规则进行举
一

反兰 ， 这样的学

习方式如果运用得恰当的话 ， 学习效果就很理想的 ， 那么如果运用的不恰当或

者过度运用的话 ， 就容易造成偏误 ， 送个也理学家叫
＂

过度泛化
＂

他们由于 目 的语掌握不足 ， 便在使用 目 的语来进巧表达的时候 ， 学生会把

掌握的不太好的 目 的语知识或者语法规则的使用范围扩大化 ， 所Ｗ容易 出现

错。

巧级阶段的留学生在汉语的使用过程中过度泛化的倩况化较多 ， 如
＂

他对

客厅看去
＂

。 送时必须老师提醒学生不要简单地套用母语的规则来进行汲语表

达时 ， 他们才会注意送
一

点 ， 否则偏误的的现象会
一直存在 ， 这是过度泛化现

象的原因之
一

。

３ ．巧 ．３ 其他因素

首先 ， 学生学习 中都或多或少受到外部因素的 ， 有时候学生们也会受到同

伴的影响 ， 有的学生喜欢 自学 ， 自 己找出新的单词开始 自 己用 ， 当
一

个学生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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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学了
一

个介词 ， 在他还没它把握好 ， 不知道他的语法语义和用法的情况下 ，

会根据他的理解而乱用 ， 周 围的 同学听了也会进行模仿 ， 用的不恰当而产生错

误 。

．

此外 ， 由于教师对汉语介词语法知识不恰当的训练、 不充分讲解或不重视

介词 ， 也会造成阿拉伯学生使用介词时总是根据母语或 自 己的理解 ， 这也是偏

误产生的原因之
一

。

＂

教学是
一

个系统的过程 。 对教学来说 ， 教学中 出现的语法项 目 ， 应是
一

个从易到难 、 由简及繁 、 逐步深化和扩展的系统 。 忽视这样
一

个内在的系统 ，

教学就带有盲 目性 ， 就会引发学生的偏误 。

＂ ＵＵ

对那些相近意思的介词需要教师
一

个
一

个详细的讲解 ， 那么如果教师本身

一

知半解 ， 教材中也没有很多详细的注释 ，

一

般情况教师会用
一

两个词来解释

或者用
＂

同
＂

、

＂

相等于
＂

和
＂

类似
＂

来解释介词 ， 这都是给学生造成了非常

大的田难 。 比如 ， 如果把介词
＂

对
＂ ＂

向
＂

和 ，

＂

在
＂

和 ，

＂

从
＂

和
＂ ＂

简单地划上等号 ， 不做细致区分的祗 学生就会出现混用的 问

题了 。

第兰 ， 当教师不了解学生的母语时 ， 这也会影响到学生的理解度 ， 因为老

师不能把握汉语中语法结构和阿拉伯语相对应的结构语法功能的异同点 ， 因此

不能很好地辨析 ， 当学生没理解好两种语言的语法区别时 ， 会受母语的影响或

把 目 的语用过度 。

［

１
１ ］李春 红 （２００ ４ ）留学生初级汉语习得中的虚词偏误分 析 ， 和田师范转科学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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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针对脚拉伯国家学生狭语介词
＂

在
＂

、

＂

从
＂

、

＂

对
＂

、

＂

向
＂

的教学对策

基于对四个介词
＂

在
＂ ＂

从
＂ ＂

对
＂ ＂

向
＂

的汉阿对比分析化及阿拉伯国

家学生没语介词习得过程中的偏误分析 ， 结合教学的实际经验 ， 笔者从两个方

面针对阿拉伯 国家学生
＂

在
＂ ＂

从
＂ ＂

对
＂ ＂

向
＂

的学习提出
一

些教学对策 ：

（ １ ） 教材的编排方面的建议 。

（２ ） 教师的教学方面的建议 。

４ ． １ 教材的编排方面的建议

＂ ． １ 注重注释

现在针对阿拉伯国家学生汉语学习 的教材非常缺乏 ， 己有的教材中多是Ｗ

英语母语者为中必的 ， 教材中语法点的注释也多为英语 ， 虽然我们调查的苏丹

学生接触英语较多 ， 但毕竟使用 中 ， 会不 自觉地联系 自 己的母语阿拉伯语 ， 编

写教材 、 特别是对教材中介词语法点进行注释时 ， 应该根据学生的阿拉伯语背 ．

景来编写教材 。

（ １ ） 注释方面强调语序的同和不同 ： 注释注重对比 ， 除了强调汉语和阿拉

伯语书写习惯 （从右到左 、 从左到右 ） 的不同外 ， 既要强调
＂

在
＂ ＂

从
＂

＂

对
＂ ＂

向
＂

跟阿拉伯语相同的语序 ， 比如
＂

老师在办公室
＂

的语序与阿拉伯

语完全
一

样 ； 也要特别指出汉语和阿拉伯语不同的语序 ， 为了避免阿拉伯语学

生会受到阿拉伯语说
＂ ＊

我去了学校在九点
＂

，

＂ ＊

我写完了这本书在两年
＂

，

要持别指出汉语表示时间点和时间段的词语在汉语中语序不同 ， 虽然
＂

在
＂

在
’

阿拉伯语中 ， 意思跟 对应 ， 但联系汉语的语法实际也非常必要 。

（ ２ ） 注擇中还要注意语义和语法功能不同 。 化语和阿拉伯语中的
＂

在
＂

和

＇

Ｖ
＂

都可 引 出时间 、 引 出地点 、 引 出范围 ， 但阿拉伯语中的
＇

Ｖ
＂

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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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更广 ， 注释中可ｗ恃别提到 ， 汉语中 的
＂

在
＂

表具体时间点省略 、 不表示

＂

原因
＂

１２
＂

比较
＂

、

＂

条件
。

、

＂

跟随
＂

和类似
＂

关于
＂

等用法 ， 汉语中几

乎不用 ， 这样可Ｗ避免学生使用
＂

在
＂

的时候发生偏误 。

在注释汉语中的
＂

从
＂

时 ， 可Ｗ注释出汉语中的
＂

从
＂

没有阿拉伯语中的

＂

山
＂

中强调否定 、 说明种类 、 原因化及表示
＂

代替
＂

的功能 。

在注释汉语
＂

对
＂

和
＂

向
＂

时 ， 要特别注重他们所对应的语言在阿拉伯语

中海用的功能 ， 如不能说
＂

我对老师借了
一

本书
＂

这时 ， 只能用
＂

我向老师借

了
一

本书
＂

。 阿拉伯语中的 可 表示的语法功能非常负责 ， 又包含着

＂

对
＂

和
＂

向
＂

的用法 ， 所Ｗ对阿拉伯国家学生来说 ， 要为然汉语语文的不

同 ， 重点注释出
＂

对
＂

和
＂

向
＂

在汉语中表义的细微差别 ， 特别是对中高级的

学生来说 ， 这
一

点非常重要 。

注释中 ， 尽巧能详细地讲解
＂

在
＂ ＂

从
＂ ＂

对
＂ ＂

向
＂

的不 同点和各 自 的

用法 Ｉ 这样才能减少脚拉伯国家学生产生混用偏误的可能性 。

４ ． １ ．２ 法重举例

一

本好的教材要举出典型的例子 ， 如何选择典型的例子 ， 我们的建议是根

据学生的偏误分析 ， 有的放矢地举例 ， 例句可 Ｗ给学生最直观的感觉 ， 让学生

体会这些介词具体的用法 ， 从而避免犯类似的错误 。 例句可 （ｙｊ ｉ

ｊ重Ｗ下几个方

面 ：

（ １ ） 提醒学生注意语序 ：

我在石油公司工作 。 （介词结构
＂

在
＂

的位置 ）

我们从学校出发 。 （介词结构
＂

从
＂

的位置 ）

我们每天从 ８ ：００ 到 １么 ００ 上四个小时的课 。 （

＂

从……到
＂

的位置 ）

（ ２ ） 提醒学生注意避免兀余 ：

１ ２汉语 中
的

＂
在

＂偶尔 可以理解为表原因的用 法 ，
如

＂责任在
我

＂ ，但这里我们说的
是

一般的用 法，不需

要特别向初级阶段的学生 讲 解，以免 他们出现泛化的 使用 。

４９



他每天 ７ ：００ 起床 。 （不用
＂

在
＂

）

秋天天气很好 。 （不用
＂

在
＂

）
一

什么时候去 中 国 ？ （木用
＂

从
＂

）

（ ３ ） 提醒学生注意避免误代 ：

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很好 。 （不能用
＂

向
＂

）

这件衣服对你不合适 。 （不能用
＂

向
＂

）

我向老师借了
一

本书 。 （不能用
＂

对
＂

）

大黑熊 向我们跑过来 。 （不能用
＂

对
＂

）

（ ４ ） 例句中多举
一

些固定的介词搭配 ， 避免遗漏 ：

他从桌子上拿起
一

本书 。 （方位词
＂

上
＂

）

他对我来说很重要。 （对……来说 ）

注释中例子举的典型不典型 ， 直接影响到学生对例句的理解 。 学生通过看

注释 ， 可 Ｗ抓住汉语和阿拉伯语的区别 ， 这就是学习 的重点 ， 也能体现出我们

进行两种语言对比和对学生的偏误进行分析的意义和价值 。

４ ．２ 教师的教学方面的建议

４立 １ 抓住语言对比进行讲解

从阿拉伯 国家学生的介词偏误中 ， 我们能看出来受母语影响而产生偏误的

学生很多 ， 所 如果能了解留学生的母语语法规则 ， 并在教学中用对比法进行

教学 ， 这样会收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

汉语语法和阿拉伯语语法的差别很大 ， 阿拉伯 国家学生学习汉语语法方面

首先遇到的 问题是语序 ， 读是在初级阶段的学生中最明显的 。 没语的基本语序

是 （主语＋宾语＋动词 ） ， 而阿拉伯语的基本语序是 （动词＋主语＋宾语 ） ， 汉

语的例子
＂

阿里在学

＇

校学习
＂

， 用阿拉伯语的语序表达是
＂
心 汉

语直译是
＂

学习阿里在学习
＂

， 这对阿拉伯国家学生学习汉语介词时比较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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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如果教师了解学生的母语语法和学生的难点 ， 然后把 目 的语和学生母语

进巧比较 ， 找出他们之间的差别 ， 设样就能为教授这些难点做充分的准备 ， 并

能熟知阿拉伯 国家学生经常出现的偏误 ， 在教学时能防患于未然 ， 同时教学也 ．

有针对性 。

４ －２ ．２ 注重练习的编排与设计

练习 的编写也应该针对阿拉伯国家学生学习 的难点 。 在我们看来 ， 形式活

泼多样的练习是语言教学所需要的 ， 但是为阿拉伯 国家学生设计的练习要针对

阿拉伯母语者的实际情况 ， 结合语言对比 。 我们觉得 Ｗ下的形式是可 Ｗ采用

的 ， 并且有针对性 。

（ １ ） 排序练习 ．

我们调查问卷中采用 了排序练习 ， 这里就不多举例 。 排序练习可 ！＾；启发学

生的思考 ， 让他们在具体的练习 中思考阿拉伯语和汉语有什么不同 。 如果想形

式活泼的话 ， 可Ｗ设计各种游戏的形式 。

（ ２ ）翻译练习

很多人认为
＂

语法翻译法
＂

是
一

种过时的教学方法 ， 但是在我们的教学

中 ， 我们发现 ， 适当地用
一

些翻译的方法 ， 可 １＾
］１让学生更快地了解两种语言对

应的部分和不对应的部分 。 参看我们的调查问卷 ， 这里不多举例 。

（ ３ ）改错练习

对于中高级水平的学生 ， 可 Ｗ让他们进行
一

些语法改错 。 不用太多 ， 送样

可Ｗ指出他们的错误用法 。 教师可 进行正误对比 ， 还可Ｗ把相近意思的介词

对比讲解 。 如
＂

对
＂

和
＂

向
＂

，

＂

在
＂

和
＂

从
’

等等 ， 讲解各 自 的意义和用法 ， 学生通过
■

很多 的对比练习 ， 能深刻的理解不同的介词用法和区别 。
‘

当然 ， 教学中应该避免只注重给学生讲解比较复杂的语法 ， 而很少去关注

交际方面 。

一

般的情况是 ， 上谋的时候 ， 学生的能力很好答题的正确频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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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却在 日 常生活中 的交际没那么好 ， 很少能正确地表达 自 己的意思 。 因此 ，

教学中我们应该给学生设计语言情景 ， 多创造 口语练习 ， 比如任务练习和角色

扮演练习 ，
．
例如 ， 比如 ， 请学生用

＂

在
＂

描述 自 己的房闻的物品 ， 用
＂

从
＂

蹲

说 自 己的
＂

暑假计划
＂

， 创造具体情境 ， 让学生用
＂

对
＂

和
＂

向
＂

进行造句对

话练习 ， 这样使得学生学介词时 ， 就不会觉得枯燥无味的 ， 也容易掌握 。

关于其他教学原则 ， 比如教材编写和教学中也应该注重循序渐进等原则 ，

不但应该在介词教学中注意 ， 也应该在所有语法点教学甚至其他语言教学中都

加 Ｗ注意 ， 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进行广泛地讨论了 。

限于作者的水平和 目前所能搜集到的偏误用例 ， 本论文只是关于
＂

在
＂

＂

从
＂ ＂

对
＂ ＂

向
＂

四个介词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 但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可Ｗ

对汉语介词的教学有
一

些的参考价值 。 随着汉语在阿拉伯 国家学生的人数越来

． 越多 ， 我们希望对汉语和脚拉伯语进行的语法对比越来越多 ， 在具体教学中可

Ｗ收集阿括伯 国象汉语学习者的更多的 、 更典型的的偏误 ， 这样可能帮助我们

更全面地分析这些偏误产生的原因 ， 对我们的教学起到更大的參考作用 。

５２



参考文献

中文著作 ：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基础语法编写组 （ １ ９８７ ） 《阿拉伯语基础语法 》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 （ ２００８ ） 《阿拉伯语汉语词典 》 ， 北京 ： 北京

大学出版社 。

陈昌来 （ ２００２ ） 《介词与介引功能 》 ， 安徽 ： 安徽教育出版社 。

傅雨贤 、 周小兵等 （ １ ９９７ ） 《现代汉语介词研究 》 ， 广州 ： 中 山大学出版社 。

国少华 （ １ ９９８ ） 《阿拉伯语词汇学 》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刘 月华 的 （２００ ２ ）《实用现代汉语 法 》 ，北 京 ：商务印书 馆。

刘 珣
（２００

５
）《对外汉教教育学引 论 》 ，北 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 社。

卢 植 （２００ ６ ）《认知语言学引 论 》 ，上 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

吕叔 湘 （１９ ８ ０）《现代汉语八 百 词》。

吕 叔
湘 （１９

７
９）《汉语语法分析 问 题 》， 北 京：商务印 书馆。

田 翠 芸（２ ０ ０ １）《通用英语 副 词、 介 词、连词 教 程 》， 北 京：对外经济 贸易出

 版社。

 王 自 强 （１９ ９ ８）《现代汉语虚词 词 典 》， 上 海：上海 辞书出 版社。

朱 德
熙 （ １９ ８２）《语法 讲 义》 ， 北京，商务 印书馆

。 周 文巨 、 陈杰（ ２ ０１１）《阿拉伯语 语 法 教程 》，上海：上 海外语 教育出

版社。中

文期刊  崔希亮 （ ２００５）欧美学生汉语介词习得的特点 及 偏误分析，《世 界汉语

教 学 》 第

３期。  范继 淹 （１９８２
）

论介词短
语

＂ 在＋处所＂ ， 《 语 言 研究》

第１期 。 高 立 群 （２００１）外国留学生规则字偏误分析——基于中介 语语料

库的研究，
《

语 言 教 学 与 研究》

第５期。 黄 理 秋、 施 春 宏 （２０１０）汉语中介语介词性框式结 构 的偏误分析，《华文教学

巧



与研究 》 第 ３ 期 。

刘丹青 （ ２００２ ） 汉语中的框式介词 ， 《当代汉语 》 第 ２ 期 。

刘瑜 （ ２００６ ） 中 、 高级学生对生介词
＂

在
＂

习得情况考察及分析 ， 《中 山大学研

究生学刊》 （ 社会科学版） 第 ４ 期 。 吴

泓、李 红（ ２ ００９） 对 外汉语教学中介词＂
对

＂
的

偏误分析， 《 语文学刊》 第 １

１ 期 。 中

文论文阿

尔哈提布（ ２０１２ ） 现代汉语介词
＂

在
＂ ＂

从
＂

与阿拉伯语介词
＂

（
？

）＂＂（？

） ＂ 比较研究，中华师范大 学硕士

学位 论 文。   范 娟（２０１２）英语国家学生汉语 介 词的偏误分析，湖南大 学硕士

学位 论 文。 高 霞（２００２）中级汉语水平英语国
家

学
生

汉

语

介
词

＂

在

＂
、

＂跟＂

＂

、
＂

对＂、 ＂从＂的偏误分析，北京师 范

大

学位 论 文。  郭敏（２００６）面向对外汉
语教

学

的
介 词

研究
— —

＂
对 ＂

＂对

于
＂

 ＂向＂＂关于＂，华 中科技

大学 硕 士学 位 论 文 。黄辛（２０１５）母语为英语
的

留 学 生
习

得对象类介 词 ＂对、

向＂的偏误分析，福 建师范

大学 硕 士学位论 文 。李珊（２００８）泰国学习 者 汉语常用介词偏误分析 ，暨南

大学硕 士 学位论文 。 李春红（２００４）留学生初级汉 语 习 得中的虚词偏误分析

， 和田师

范转 科 学学 报 。孙兰（２００９）对外汉语 教 学中情景教学研究 评析，

云南 师 范大 学 学 报 。秦涛（２０１１）意大利学 生 汉语介词学习偏误分析，辽宁

师 范大学

硕士学 位 论  文 。 王宇泉（２０１１）基于中介 语 语料库的介词偏误分析，上海

师 范大学

硕士 学 位论  文 。徐昂（２０１４）常用阿拉 伯 语介词的空间隐喻研究，北京外

国 语大学

硕士 学 位论 文 。徐涂（２００９）

中

高级阶段汉语学习者介词的使 用 情况分析及

教学对策，华东师 范大

学硕士 学 位论 文。 姚
淑
燕（２ ０１４）阿拉伯国 家 的汉语教学研究，上海外国语 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５４



于丹 （ ２０ １ １ ） 初级阶段韩国虚席这学习汉语常用介词偏误分析教学对策 ， 东北

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朱茜 （ ２０ １ ３ ） 西班牙语国家学生汉语常用介词习得偏误分析及教学对策 ， 南京

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周颖 （ ２００９ ） 汉语常用介词
＂

给
＂

、

＂

跟
＂

、

＂

对
＂

、

＂

向
＂

、

＂

为
＂

的研究

及其教学 ， 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周洋 （ ２０ １ ３ ） 韩国 留学生习得对象介词
＂

对、 向 、 给
＂

的偏误分析 ， 吉林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

外文 （英文 ） ：

Ｓｅ ｌ ｉｎｋｅｒ
，
Ｌ ．（ １ ９７２ ）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ＩＲＡＬ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ｐｐ ｌｉｅｄＬ ｉｎｇｕ 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 ．

外文 （阿拉伯文 ） ：

＃
１２ ＃ １２ ＃１２＃１２＃ １２

巧



附录

厕拉化国家挙半对化语介词
＂
在

＂
、

＂

从 ｗ
、

＂

对
Ｍ

、

＂

向
＂
沪１握信况的调杳巧卷

学生的基本倩况

推名 （产Ｗ ； ：

性别 （ ｔＪ
ｉｌ ｌ

） ；

年龄 ；

学习汉语时间 （吟 ■叫 １ 心 Ｉ Ｉ

） ；

ＨＳＫ 考试等级 （ ＨＳＫＪ ｔｊ
Ｌ心 山ｊＬ＾ ） ：

Ａ
）
二级Ｂ ）Ｈ级Ｃ ） 四级Ｄ ） 五级Ｅ ） 六级 Ｆ ） 没有

一

、 请用下面的介
＾
各造两个句子

（站 山山＾
＾如 １ 从 也

１ ？ 在

２ ． 从

３ ． 对

４ ． 向

５６



二 、 判断正误并改正 ： （请在正确的选项后Ｍ画
＂

Ｖ
＂

， 错误的画
＂

Ｘ
：：

， 并改正 ）

１

４ 卢 
Ｊ

ＵａａＪ ｉＡｌ今］ ｔ

ｆ
Ｕａ ｉ

（
Ｘ
）

屯。 Ｊ

Ｊ 、
ｊ

、 一＂
ＡｌｔｉＪ ｌ

ｆ
Ｌ？ ｉ

（々屯。Ｉｆｒ
ｆ

ｌａ

１ ． 我住
一

个很漂亮的家 。 （ ）

２ ． 我工作在中 国石油公司 。 （ ）

３ ． 在喀主穆中文系学习汉语时 ， 我从中 国留学生练习 口语 。 （ ）

４ ． 陈老师在车里出来 。 ？ （ ）

５ ． 结果是我离不开他从那时候开始 。
？

 （ ）

６ ． 星期五从早上 ８ 点我和我朋友在外面玩化到晚上 １ ０ 点 。 （ ）

７ ． 从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一

个道理 ： 你的经历就是你的资本 。 （ ）

８ ． 你可Ｗ从失败获得教训 。 （ ）

９ ． 在 ７ 月 苏丹的天气很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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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 你把手机放在桌子 （ ）

兰、 选择 ： 请从 Ａ 、 Ｂ 、 Ｃ 、 Ｄ 四个选项中选择一个答案

（
Ａ

，
Ｂ

，
Ｃ

，
Ｄ

） （＞Ｗ

１ ． 我 ． ． ． ． ． ． ．踢足球很感兴趣 。 （ ）

Ａ 、 向 Ｂ 、 为 Ｃ 、 对Ｄ 、 对于

２ ． 我 ． ． ． ． ． ． ．老师借了
一

本书 。 （ ）

Ａ 、 对 Ｂ 、 向 Ｃ 、 在 Ｄ 、 和

义 不管你去哪里
一

定有人 ． ． ． ． ． ．你微笑。 （ ）

Ａ 、 给Ｂ 、 对 Ｃ 、 在 Ｄ 、 对于

４ ． 人们 ． ． ． ． ． ． ．现代的孩子期望很高了 。 （ ）

Ａ 、 跟Ｂ 、 向 Ｃ 、 对 Ｄ 、 为

５你不合适。 （ ）

Ａ 、 向 Ｂ 、 位于Ｃ 、 在 Ｄ 、 对

６ ． 她 ． ． ． ． ．客厅里看去 。 （ ）

Ａ 、 对 ．Ｂ 、 向 Ｃ 、 为于Ｄ 、 对于

７ ． 老师经过我身边 ， 亲切地 ． ． ． ． ． ． ．我问好

Ａ 、 在 Ｂ 、 对Ｃ 、 向 Ｄ 、 为

７ ． 来到迄里才几天了 ， 我 ． ． ． ． ． ．很多地方不熟悉 。

Ａ 、 跟 Ｂ 、 在Ｃ 、 从 Ｄ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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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请在合适的位置加上介词 （在 、 从 、 对 、 向 ）

冷ｎ 山种 山１ １典４１ １ ＾（在 、 从 、 钟 、 向 ） （＞ 龙 ２^

１ ． 我 这 件 事 感到 很 快乐 。

２ ． 学生口语 课 很 感兴趣 。

３ ． 四年 前 我 去过 中 国 东北 ， 那时候 我 中 国 的

印象 不 太好 。

４ ． 小时候 我 除了 对 画画儿 感兴趣 ， 其他的

都 不 感兴趣。

５ ． 这 里 我 要 特别 杜先生 请个安。

五、 北下面的阿拉伯潮ｆｆｉ译成狭语 ！ 咎 ＞＾ １心峰Ｍ 山糾如

１  ？ ＬＢ＾

ＬｔｔＡｉＣ－ Ｉ ＶｌＵＶａ

２ ，４ １ Ｊ 

－

Ｎ  ＼ ｌ公 １

３ ，

１ 

？

＇巧
６ 

Ａ 、

ｊ

ＩＪｕＩｊ Ｉ一

 （ｊ
Ｌｉｌａ ｌ ｉ 

‘

＊

４ ．少 ｉｊ
ＳｊｕＪＵｉ

Ｓ也 少ｒｉｌ％Ｖ ｉＡｊｌｉａｌ ｔ

ＱＡ ．＾ ＜＾ １ ４ —^

６ ． ＜■ ．山 １

ｊ 

ＡＪ ｉ

ｊ
ＬａｌｘＪ Ａ （ＪＳｃ

＾ＨＭｊＪＪｕ
 （ｊｊ ｌ４ｊ １

ｙ ．＾ｉｃ－Ｃｊ
ｊ

ｈ＾ （ＪＬ５
ｊ Ａ＾ ＼

，ｖ ｌ

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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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 ＜ｌｘｉｕｌｂ （＾ １ ｉＩｊＩＳ
ｊＶ Ｉ

１ 〇 ．从一１ １从
３＾４１心

ｊ
Ｊｉｉｓｉ

谢谢

Ｈａｎａｎ ｙａｓｓ ｉｒ（甜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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