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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语介词
一

直以来都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 ， 也是苏丹学生学 习 汉语的难点

之
一

。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在意义和用法上有异 同之处且使用频率较高的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 苏丹学生在使用时错误率较高 ， 因此成为本文研究的缘 由和依

据 。

本文 以苏丹喀土穆大学 中文系学生为调查对象开展 问卷调查 ， 结果显示苏丹

学生在使用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这三个介词时 出现混用 、 误用 、 错序 、 误加 、

冗余等偏误问题 ， 对 以上偏误 问题进行分析后发现 ： 母语负迁移 、 教材编写 中 出

现的不足和教师因素导致 了偏误 问题 出现的主要原 因 ； 学 习 兴趣 ， 学习语言的环

境影响等 ， 也是导致偏误 出现的 因素 ； 同时提出 面向苏丹学生的汉语教学策略 ，

从而减少阿拉伯学生在使用汉语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的偏误 ， 提高学生学

习 汉语的积极性 ， 帮助教师更好地教授汉语 。 本文也希望帮助教师 了解阿拉伯学

生在使用汉语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时经常 出现的错误与造成这些偏误的

原因 ， 并提 出相应的教学方法 。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种 ：

一

是文献解析法 ， 通过已收集的 资料和统计分

析 ， 梳理自 己 的看法与认识； 二
是偏误分析法， 对 苏丹喀土穆大学二年级到四年级

的 学生做了 应用调 查， 然 后分析学生在使用“
对

”
、

“

对

于”
、

“

关

于”
时

产生的 错

误， 同 时提出 一
些

建议； 三
是调查法， 本 文采用问 卷调查收集了喀 土穆大学中 文

系的学生在学习“
对

”
、

“

对

于”
、

“

关

于”
这

三个介词的过程中出 现的错误。 本

文共分六章， 第 一
章

是汉语介词“
对

”
、 “

对

于

”、
“

关

于

”的
文

献综述、研 究 目的  和研

究意义、研 究 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以及 研究方法。第 一 章
介

绍了“ 对
”

、
“对

于

”

、


“关于

”

的语
法

功能与其异同。第二 章 是调查问卷设计及调查结果包括问卷设 计， 对象，

及调 查 结果。第三 章 是“对”
“

对
于 ”

“关
于”

的偏
误

分析，在这 个 部分找出偏误 的分类

，发现 有 误用，互用 ， 错序 等 偏误种类。第四 章 介绍了偏误 原因分析，如：   母语负

迁移，教材 编 写中出现 不 足，教学 引 导不 足 ，学习 兴 趣等。第五 章 是苏丹学生学

习介词“对”
、

“
对

于

”

、“
关

于

”

的教
学

建议，第一 个建
议

是在母语负迁移；



老师要给学生讲清楚 ， 学生在使用这两个介词时不要按照阿拉伯语介词的语法形

式来进行对比 ， 因为阿拉伯语里面的 ■ 可以是汉语
的

“对
于

”
和

“关
于

”。


如

“对
于

” 。教师要给学生讲清楚用汉语介
词

“对
于

”的句子都 可以换
用 “

对
”

； 但是用

“

对
”

的句子有
一

些不能换用
“

对于
”

。 教师还要注意阿汉介词的对 比 ， 在阿语中没有

应对的汉语介词 ， 多练习此介词 以保证学生理解和掌握 。 在阿语中有应对的汉语

介词 ， 教师应当教授阿汉介词异 同之处 ， 给学生做明晰的解释 ， 并 以练习方式来

测试学生的理解度 。 根据
“

由简及深 ， 由 易到难
”

的 顺序展开教学等其他教学建 议。

第六章是结 论 ，对本论文的研 究内容进行总 结 。希望本文能够帮助教师更好地预

测和解释汉语介词使用法和纠正偏 误 ，并让苏丹学生更好的学 习与掌 握。

关键词 ： 阿拉伯语汉语学习者 ； 苏丹喀土穆大学 ；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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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节 研究的 目的和意义

一

、 研究 目的

随着世界各国
“

汉语热
”

的 出现 ， 在苏丹汉语也开始吸 引 很多学生前来学习 ，

在学 习汉语的过程中 ， 汉语的独特的语法规则成为苏丹学生学 习汉语的难点之
一

。

汉语介词虽然数量少 ， 但是使用频率较高 ， 用法较复杂 。 介词是汉语中表达语法

意义非常重要的重要手段 ， 苏丹喀土穆大学学生在学 习汉语介词过程中遇到很多

困难 ， 使用 时经常会出现大量偏误 。

关于汉语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本体研宂很有成果 ， 学术界对汉语介

词的类别 、 语法意义 、 和语法功能等方面做 了不少的研究 ， 但从对外汉语的角度

研究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的成果较少 ， 这三个介词 以阿拉伯语为母语的

学生为对象 ， 进行研究的成果很少 。 因此本文将对这些介词进行对比研宄 ， 并指

出苏丹学生在使用这些介词时 出现的偏误 ， 最后分析 出这些偏误 出现的原因并给

出教学建议 。

二 、 研究意义

本文的研宄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

一

是帮助苏丹学生更好地学 习汉语 。 本文通过研宄苏丹喀土穆大学学生汉语

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在学习方面普遍的
一

些偏误 ， 如 ： 混用 ， 误用 ， 错

序 ， 等其他偏误 ， 然后对这写失误进行分析 ， 并找出造成偏误的原 因和解决问题

的
一

些好办法 ， 同 时也提 出教学策略 ， 这样可 以减少苏丹学生在使用汉语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时的偏误 ， 从而提高学生学习 中汉语的积极性 。 二是帮

助教师更好地教授汉语 。 研究成果有助于教师了解苏学生在使用汉语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时经常出现的错误与造成这些偏误的原因 ， 并提 出相应的教学

法方法 。

１



 ｇ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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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对外汉语领域对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的相关研究概述

从下文的对外汉语教学的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的研宄可以看出来 ，

学术界很早就意识到 了研宄对教学的意义和作用 ， 目前 己经可 以对介词
“

对
”

、

“

对

于
”

、

“

关于
”

的研宄与对外汉语教学进行实践的连接 ， 并结合留学生的偏误分析

和对对外汉语的教学提 出
一

些针对性的建议 。 但是比较遗憾的是缺乏针对母语为

阿拉 彳白语的学生相关的研究成果 。

下文将从两个角度对研究的发展现状进行概述 。

―

、 从国别的角度进行研究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 的发展 ， 有不少的学术界就开始从对外汉语教学来研宄汉

语语法和教学 《 对外汉语教学中介词教学 》 （邢意和 ， ２００５ ） 首先按照介词的分

类进行归纳 ， 然后总结 出几种
一

般常见类型 ， 后来进行偏误分析 ， 在这个偏误分

析的基础上给留学生提 出在对外汉语的介词教学中科研使用 的教学方法与策略 ，

并促进对外汉语有效的
一

些教学建议 。

《韩国 留学生习得汉语介词偏误分析 》 （吴成焕 ． ， ２００６ ） 作者主要考察韩国

学生学习汉语介词 的影响 ， 习得的 因素 ， 以及使用情况 ， 然后分析 了韩 国学生习

得汉语介词偏误的主要类型与偏误的原因 ， 从而为韩语为母语的 留学生的介词教

学提 出
一些意见 。 《外国人实用汉语语法 》 （李德津 ， 程美珍 ， ２００８ ） 该书从对外

汉语教学的角度 ， 对介词的语法解释得很详细 ， 所有的例子都有针对性 ， 而且书

中的讲解都有翻译 。

《泰国学生汉语常用 易混介词 习得研宄 》 （秀莲 ， ２０ １ １ ） 这篇论文以 四个介词 ：

“

对于
”

、

“

给
”

、

“

对
”

、

“

向
”

为例 ， 提到 了泰国学生学 习 易混介词的时候
一

般遇

到哪
一

些 问题 ， 习得这些介词 的过程中和 习得结果是如何 ， 然后对介词
“

对于
”

、

“

给
”

、

“

对
”

、

“

向
”

的教学进行
一

些教学建议 ， 并解释了应该采取哪
一

种教学策

略 ， 然后对泰国学生介词的把握情况作了
一

个具体的分析 。

《塞尔维亚中高级学生常用汉语介词偏误分析与教学对策 》 （伊万娜 ， ２０ １ ２ ） ，

２



绪 论

运用 了偏误分析法对塞尔维亚的学生在学习汉语常用介词 的过程 中经常 出现的偏

误进行分析 ， 然后对塞尔维亚学生的介词教学提出 了参考意见 。

《 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汉语介词偏误分析及教学策略 》 （仇姝婷 ，

２０ １ ４ ）
， 该

文选取了英语为阿拉伯语的学生最常用 的介词
“

在
”

、

“

跟
” “

对
”

、

“

从
”

作为对象 ，

从句法 ， 语义和语用与对应的英语介词进行了对 比分析 ， 总结分析 了英语为母语

的留学生在使用时 出现的错误 。 《汉语阿拉伯语介词的异同与翻译 》 （纳米尔 ， ２０ １ ８ ）

该文把阿拉伯语介词和汉语介词进行对 比研宂 ， 主要从语义 ， 翻译和句法这三个

方面进行分析 ， 研宄的结果显示阿拉伯语介词和汉语介词既有
一

样的地方 ， 又有

明显差别 。 《泰国学习者汉语介词 习得过程研究 》 （吴明昊 ， ２０ １ ８ ） 这篇论文是针

对泰 国 留学生的汉语介词习得做研宄 ， 并针对汉语介词在 习得的过程中遇到 的困

难 。 最后提供
一

些教学建议 。

《

“

对
”

和
“

关于
”

互换条件初探 》 （刘顺 ， １ ９９８ ） 该文从语法意义入手对汉

语两个介词
“

对
”

和
“

关于
”

进行对 比分析 ， 指 出两个介词之间有密切 的关系 ，

两个介词有时候可 以互换 ， 有时不可 以互换 。 并找出 了两者在语法意义上相 同和

不同 点 ， 并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说 明 了造成这利 １现象的主要原因 ， 从而总结 出两

条规则 ， 然后通过言语材料验证总结 出具体的条件 。 《韩国 留学生汉语介词的使用

偏误分析一
“

关于
”

、

“

对
”

、

“

对于
”

（李萌 ， ２０ １ １ ） ， 通过偏误分析得 出韩 国学生在

使用这三个介词是经常 出现的错误 ， 并提 出偏误的原因 ， 最后提出
一

些教学对策 。

《泰 国学生使用介词
“

对
”

、

“

对于
”

和
“

关于
”

的偏误分析 》 （丁茹菲 ， ２０ １ １ ） 这

篇论文是对汉语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进行偏误分析研宄 ， 并找 出泰国学

生在学 习这三个介词常见的偏误 ， 从而提供解决这些偏误的
一

些办法及教学建议 。

《基于 ＨＳＫ 动态语料库介词
“

对 、 对于 、 关于
”

的偏误分析 》 （赵立新 ， ２０ １ ２ ）

对留学生学习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在使用这三个介词时 出现的偏误进行了 分

析 ， 按照分析的结果提供了
一

些教学建议 。 《越南学生学习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等介词的偏误分析 》 ， （阮清云 ， ２０ １ ３ ） ， 越南学生不管在交际表达还是在撰写文章

的时候都出 现 了不少的偏误尤其是混用和错用 ， 因此这篇论文采取了 三个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来进行分析。

《英美国家留学生汉语介词
“

对
”

、

“

对于
”

的 习得研宂 》 （ 雷慧芳 ， ２０ １ ４ ）

３





以英语为母语的留学生把
“

对
”

、

“

对于
”

进行研宄及分析 ， 深入地 了解学生在使

用
“

对
”

、

“

对于
”

的过程 中常出现的错误 ， 再找 出造成这些偏误的原因 ， 后来根

据实际的教学情况提出策略 。 《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的偏误分析 》 （詹雅

伦 ， ２０ １ ５ ） 作者采取了外国人使用 的偏误率高的三个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采用调查问卷法 ， 对象是英语为母语的 留学生 ， 按照调查结果进行了偏误分析 。

《汉语常用介词
“

关于
”

、

“

对于
”

、

“

对
”

、

“

至于
”

的教学研宄 》 （王琴 ２ ０ １ ５ ） 这

篇论文从 （ Ｈ ＳＫ ） 汉语水平考试中选取了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

“

至于
”

四个

介词进行分析 ， 了解留学生在使用这四个介词时经常 出现的偏误 ， 并找 出造成这

些偏误的原因 ， 发现学生主要的偏误类型有序错用 、 误加 、 遗漏的偏误 。 《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的语义类别及来华留学生偏误分析 》 （邢健 ２０ １ ５ ） 这篇论文

提出 了这三个介词在意义和用法方面有异 同 ， 这些介词的使用率较高 ， 而且留学

生在使用这三个介词时经常会 出现偏误 ， 该文对所发现的偏误进行分析 ， 最后提

供
一

些教学建议 。

《汉语对象类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习得研宂综述 》 （刘亚男 ２０ １ ６ ）

认为汉语介词 中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在意义和用法方面有异 同 ， 这是对外汉

语教学的重难点 。 本文 即对 目 前学界对此三者本体 ， 习得情况 ， 偏误分析和教学

对策的研究进行综述 。 《基于对外汉语教学的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使用偏误分

析 》 （李彤 ２０ １ ６ ） 该文从这三个介词的意义和用法方面进行偏误分析 ， 从而得 出

结论 。 《留学生介词结构
“

关于
”

、

“

对于
”

式话题句的教学研宄 》 （赵伊然 ，
２０ １ ７ ）

这篇论文从介词
“

关于
” “

对于
”

的语法功能做 出分析研宄 ， 然后按照分析结杲提

供
一

些教学的建议 。

《泰国学生使用介词
“

对
”

、

“

对于
”

和
“

关于
”

的偏误分析 》 （林素芳 ２０ １ ８ ）

这篇论文是对泰语的介词和汉语的介词 中进行 了仔细地分析 ， 然后分别从词语的

性质 、 语法 、 定义、 结构及作用等其他方面进朽
１

了 比较 。

上述研宄涉及的领域较广 ， 但进行对 比研宄 的 内 容相对较少 。 尤其是阿拉伯

语学生学习汉语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方面的研宄成果更少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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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著作类研究概述

很多汉语著作家对汉语介词做 了不少 的研宄和分析 《汉语介词和介词短语 》

（金 昌 吉 ， １ ９９６ ） 该书通过汉语介词与介词短语进行探讨 ， 并分析介词的来源 ，

还介绍了汉语介词的特点 ， 同时比较重视汉语介词和介词短语的语法功能 。 《外国

人学汉语语法偏误分析 》 （李大忠 ， １ ９９６ ）
—

书采用 了 正误对 比分析法分析了来 自

十多 国家的留学生介词偏误 ， 该书对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有很大的帮助 。 《现

代汉语介词研宄 》 （付雨贤 、 周 小兵 、 李炜 １ ９９７ ） 该书 比较重视介词的研宄 ， 对

相关的介词系统的考察 ， 并分析 了介词的组合功能 。 《实用汉语语法 》 （ 刘月 华 ，

２００ １ ） 该书对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的语法特点和短语的语法功能作 出 了

陈述 ， 作者认为汉语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有异 同 。 《介词运用隐现问题研

宄 》 （ 陈信春 ， ２００ １ ） 这本书研宄了六十三个汉语介词 ， 从每
一

个汉语介词的语法

意义和语法功能进行解释 。 《介词与介 引 功能 》 （ 陈 昌来 ， ２００２ ） 该书对汉语介词

的语法意义和语法特点 ， 汉语介词之间 的 区别 ， 汉语介词和其他词性的差异提供

了 自 己的观点 。 该书还对介词 的句法 ， 意义 ， 和语用 的功能进行解释 。 《现代汉语

八百词 》 （ 吕 叔湘 ， ２００６ ） 这本书对汉语介词进行仔细的说明 ， 并介绍介词之间 的

区别 ， 其中
“

对
”

与
“

对于
”

的区别 。

以上的研宄都设计到 了这些 ， 缺少对 比类型 ， 不管在阿拉伯语或者其他的语

言都没有进行对 比研宄 ， 并没有特别针对阿拉伯语背景 ； 苏丹国家 的学生学习 汉

语的这三个介词没有谈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一

、 文献分析法

本文通过 己收集的资料和统计分析 ， 梳理 自 己的看法与认识 。

二 、 偏误分析法

对苏丹喀土穆大学二年级到 四年级 的学生做 了应用 调查 ， 发现学生在使用

５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时产生的错误并作出分析 ， 同时提出
一

些建议 。

三 、 调查法

本文采用 问卷调查收集了 喀土穆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在学习
“

对
”

、

“

对于
”

、

“

关

于
”

这三个介词的过程中 出现的错误 。

四 、 观察法

本文指进行对课堂教学的观察 ， 从而分析教师 、 学生 、 环境等对汉语介词学

习所产生的影响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研究的创新之处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的研宄成果是特别丰富 的 ， 但是针对阿拉伯语为母

语的学生
一

个研宄都没有的 ， 留学生在使用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时存在 的错

误不少 ，

“

对
” “

对于
”“

关于
”

作为留学生学习汉语介词的重点和难点 。 本文 以苏

丹喀土穆大学学生采用汉语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为研究 目标 ， 进
一

步探

讨出现偏误的原因并提出
一

些教学建议 。

二 、 研究不足

本论文之所 以会存在
一

些不足之处是 、 因为笔者个人的汉语水平不够高 ， 对

一

些偏误 的产生原因采集的不够全面 ， 因此笔者在论文中提出 的建议有可能不够

充分 。

二是本文只 出现阿拉伯语留学生学习汉语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 但是

没有设计到其他留学生进行对比 。

近年来 ， 汉语本体的研宄及其他汉语教学研究方面有 了不少的成杲 ， 可是对

阿拉伯语为母语的学生来说 ， 学习汉语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这方面的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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宂
一

个都没有 ， 所以笔者今后会多采集有关的资料 ， 更加深的这方面的研宄课题 ，

以及对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的学习者提供
一

些建议与帮助 。

７





第一章 汉语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语法意义


￣￣

第一章 汉语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语法意义

^

和语法功能概述

第一节
“

对
”

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

一

、

“

对
”

的语法意义

１ 、 汉语介词
“

对
”

是由动词
“

对
”

演变来的 ， 它还保留
“

对待 、 对付 、 朝 、 向
”

的意思 。 例如 ：

（ １ ） 他把试验的注意事项 ，
＿ ． ＿ ．对．学生说说 。 （ 向 ）

（ ２ ） 她对企王点了 点头 ， 什么都没有说 。 （ 向 、 朝 ）

（ ３ ） 你们封工作＿爰认真负责 ，

一

丝不苟 。 （对待 ）

（ ４ ） 她対人很热情 。 （对待 ）

二 、

“

对
”

的语法功能

２ 、 汉语介词
“

对
”

引进和动作有关的事物或者
“

对
”

的宾语也是动词的受事 。 例

如 ：

（ １ ） 对．这．次．考选的成．绩我不太满意 。 （不满意 …成绩 ）

⑵ 对严格要求直 ．己的Ｘ 他
一

向很尊重 。 （尊重 ． ． ． ． ． ． ．人 ）

“

对
”

可 以作动词 ， 还可以作介词 。 作为动词 的时候
“

对
”

有
“

对待
”

、

“

对

付
”

或
“

朝
”

、

“

向
”

的意思 。 例如 ：

（ １ ）Ａ ： 这场比赛谁对谁 。

Ｂ ：广州队对西安队 。

（ ２ ） 我们家的 门 口对着
一

颗老槐树 。

① 刘月 华 ． 实用汉语语法 ［Ｍ ］ ． 北京商务印刷馆 ， ２ ０ １ ２ 年 ： ２８５ ２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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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汉语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语法意义

第二节
“

对于
”

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

一

、

“

对于
”

的语法意义

汉语介词
“

对于
”

用于 引进牵涉的对象或者事物的关系者 ， 宾语为名 词 （短

语 ） 动词 （短语 ） 或主语 （短语 ） ， 由
“

对于
”

构成的介词短语 ， 在句子中 ， 主要

修饰谓语动词 （短语 ） 或形容词 （短语 ） ， 若位于句首 ， 则修饰整个谓语 ， 有时 ，

也作定语 。 介词短语
“

对于 ． ． ． ． ． ．

”

作状语时 ， 谓语多 比较复杂 。

二 、

“

对于
”

的语法功能

１ 、

“

对于
”

的 宾语表示谓语动词的受事 ， 语义上受句 中 的谓语动词的支配 。 例如 ：

（ １ ） 鲁迅到 了 晚年 ，
．对土时．间抓得更紧．

。 （抓紧时间 ）

（ ２ ） 你问错人 了 ， 对．于．这企地方 ， 我并不熟悉 。 （不熟悉这个地方 ）

这样用 的
“

对于
”

可 以有两种作用 ： 第
一

个作用是通过
“

对于
”

使动作 的受

事者位于动词之前 ， 处于醒 目 的地位 ， 从而使之更为突 出 ； 第二个作用是句子结

构 的要求 ： 用介词
“

对于
”

把动作 的受事提到动词前 以后 ， 可 以减少动词后 的宾

语 ， 补语等成分的长度 。

２ 、

“

对于
”

引进与动作有关的事物 ，

“

对于
””

的宾语在语义上不受动词 的支配 。 例

如 ：

（ １ ） 对 ．无这个问题 ， 我的看法与你不同 。

（ ２ ） 教学＿法对．无提高教学．质量有很大作用 。

３ 、

“

对于 ． ． ． ． ． ．来说
”

引 进某种判断或者看法所针对的人或事物 。 用
“

对于 ． ． ． ． ． ．来说
”

时 ，

一

般是表达说话人的判断或者看法 ， 所针对的人的看法不
一

定是
一

样 的 。

例如 ：

本来像这样的劳动活 ， 对于他这样
一

个老矿工来说没有什么新课 。

这句话是表达说话人的看法 ， 认为
“

他是
一

个老矿工
”“

千这样的劳动活
”

①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 （增订本 ）
［
Ｍ

］

．北京商务印刷 ， １ ９８０（ ５ ） ：２１ ０ －２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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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汉语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语法意义


肯定不是第
一

次 。

第三节
“

关于
”

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

一

、

“

关于
”

的语法意义

表示涉及的事物 。

（ ａ ） 关于＋名 。

最近看了
一

些￣国 际问题的材料／
￣牛郎星和织女星 ， 民间有个美丽的传说 ／

？运

输 问题 ， 我还想再说几句 ／他写的小说不少 ， 有？解放战争的 ， 也有？农村生活的

（ ｂ ） 关于＋动 ／ 小句 。

￣兴修水利 ， 公社正在全面规划 ／
￣学校增加招生名额 ， 你们准备采取哪

一

种措

施 ？

（ ｃ ）
‘

关于． ．的
’

＋名 。

？节约用煤的建议 。 卜唐山发生地震的消息 。

二 、

“

关于
”

的语法功能

介词
“

关于
”

的宾语表示动作行为关涉的事物或者范围 。 由
“

关于
”

组成的

介宾短语作状语的时候 ， 总是应该放在句首 。 例如 ：

（ １ ） 关土这座亘塔 ， 相传有这样
一

个故事 。

（ ２ ） 关．于．这仝Ｍ题 ， 大家再考虑
一

下 。

由
“

关于
”

组成的介宾短语作定语的时候 ， 后面应该力 ｔｒ的
”

。 例如 ：

（ １ ） 我还要打听
一

下关＿于＿桂林嫂的消息 ． ． ． ．

（ ２ ） 这本书里收集了很多关无衡底动物的原始资料 。

（ ３ ） 当时流传着很多关于他刻苦做诗 ．

的故事 。

①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 （增订本 ）
［
Ｍ

］
．北京商务印刷 ， １ ９８０（ ５） ： ２１０ －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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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汉语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语法意义

第四节
“

对
”

和
“

对于
”

的异同？

１ 、 据上面所提到 的
“

对
”

的语法意义是 由动词
“

对
”

演变来的 ， 它还保留

着
“

对待
”

、

“

对付
”

、

“

朝
”

、

“

向
”

的意思 。

“

对于
”

没有这个用法 。 例如 ：

她
一

直对人很热情 。

＊

她
一直对 ．于．

人很热情 。

这个句子还有上面的上述各例 中 的
“

对
”

都不能用
“

对于
”

替换 。

２ 、 介词
“

对
”

引 进和动作有关的事物或者
“

对
”

的宾语也是动词 的受事 ，

即跟
“

对于
”

的用法 １ 和 ２ 相 同 。 例如 ：

⑴
．对 ．这次考逑的成绩我不太满意 。 （ 不满意 ． ． ． ． ． ．成绩 ）

（ ２ ） 对严格要求 ．自 ．己的＿人 ， 他
—

向很尊重 。 （尊 …人 ）

（ ３ ） 这次试验 ， 对我们的研宄非常重要 。 （

“

试验
”

和
‘“ ‘

研宂
”

有关 ）

上述句子中 的介词
＂

对
”

都可 以换成
“

对于
”

。

“

对于 ． ． ． ． ． ．来说 （说来 ）

”

也可 以说成
“

对 ． ． ． ． ． ．来说 （ 说来 ）

”

。 例如 ：

（ １ ） 北方的气候 ， 対养．花来说 ， 不算好 ， 冬天很冷 ， 春天多风 ， 夏天不是干

旱就是倾盆大雨 ， 秋天是最好的 ， 可是会闹霜冻 。

（ ２ ） 起名儿 ， 对．农家．人来说 ， 不是重要的事 。

（ ａ ） 表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 只能用介词
“

对
”

。 例如 ：

大家？我很热情 ／我们￣老板完全信任／他￣老王有意见 。

（ ｂ ） 介词
“

对
”

用在助动词 ， 副词的前后都可以 ， 也可用在主语前面 （有停

顿 ） ， 意思相 同 。 俠 Ｉ如 ：

我们会？这个 问题找 出好办法／我们？这这个 问题会找 出好办法／
？这个 问题 ， 我

们会找 出好办法 。 大家都￣这个 问题很感兴趣 ／大家？这个 问题都很感兴趣／
￣这个 问

题 ， 大家都很感兴趣 。

“

对于 ． ． ． ． ． ．

”

不能放在助动词和副词之后 ， 只能放在另两个位置 。

①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 词（增订 本
）
［

Ｍ
］．北京商务印 刷 ， １９８０ （５ ） ：１５ ６－１

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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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汉语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语法意义


第五节
“

对于
”

和
“

关于
”

的异同

１ 、 介词
“

关于
”

、

“

对于
”

的意思不
一

样 。

“

对于
”

引进动作的对象 ，

“

关于
”

的宾

语表示牵涉的范围 。 例如 ：

（ １ ） 关．于．织女星 ， 民间有个非常美丽的传说。

（ ２ ） 对土中逼历史文化 ， 我们应该进行研宄分析 。 （研宄 ． ． ． ． ． ． 中 国历史文化 ）

有时候
“

对于
”

的宾语虽然不是动词的受事 ， 但是和谓语动词或者句 中某
一

动词关系仍然较密切 。 如前面有关
“

对于
”

的例句 ：

（ ３ ） 这个办法对 提高教学质量有作用 。

在这个句子中 ， 可 以说
“

这个办法参与提高 （教学质量 ）

”

。

（ ４ ） 对于犯错误的干部 ，

一

般要采取说服的方法 ， 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

在这个句子中 ，

“

犯错误的干部
”

正是
“

说服
”

的对象 。

如果介词的宾语既是动作涉及的对象 ， 又表示动作涉及的范围 ， 那么 ， 用
“

对

于
”

、

“

关于
”

都可 以 。 例如 ：

（ ５ ） 対．于农业 ， 轻工业 ， 我们有可行的政策 。

关．于农业 ， 轻工业 ， 我们有可行的政策

（ ６ ） 关于举行朗诵 比赛的 问题 ， 同学们有不同的看法 。

对：ｆ举行朗诵 比赛的 问题 ， 同学们有不同的看法 。

如果名词只是动作涉及的范围 ， 那么 只能用
“

关于
”

。 例如 ：

（ ７ ） 关于她 ， 能够 回到我记忆里来的就是这么
一

点 。

２ 、

“

关于
”

总是位于句首 ， 在主语的前边 ， 而
“

对于
”

， 可用在主语前 ， 还可 以用

在主语后 。

３ 、 由
“

关于
”

构成的介词短语可以单独作标题 ， 但是
“

对于
”

不能 。 例如 ：

关于提高学生水平 。 这个短语可以单独作标题 。

＊

对于提高学生水平 。 这里的短语不能单独作标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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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汉语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语法意义

第六节
“

对
”

和
“

关于
”

的异同？

汉语介词
“

对
”

和
“

关于
”

在语义只有
一

个相 同的
一

项 ， 即 引 进关涉对象 。

在使用介词
“

对
”

和
“

关于
”

均有话题标记功能和篇章衔接功能 。

“

对
”

和
“

关于
”

的不同点 ：

一

、 语义特点

介词
“

对
”

用于 引进动作指 向对象 ， 动作对待对象和动作针对对象 ， 但
“

关

于
”

没有这三个义项 。

“

对
”

、

“

关于
”

均可进关涉对象或者范围 ， 但
“

关于
”

主要

引 进动作行为所涉及的范围 ， 而
“

对
”

主要 引 进有对待关系的对象或者话题 。

二 、 句法特点

１ 、

“

关于
”

主要用于限定话题的范围 ， 比如 ：

（ １ ） 书 中还记载 了很多关于植物生长发育 的资料 。

２ 、

“

关于
”

介宾短语后
一

般有停顿 ， 而
“

对
”

介宾短语后不
一

定有停顿 ， 比

如 ：

（ １ ） 对本章 中 尚未解决的 问题 ， 我们会在下
一

章具体讨论 。

（ ２ ） 关于这
一

点 ， 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 中 国 的近代

① 詹雅伦 ． 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的偏误分析 ［Ｄ ］
． 福建师范大学 ， ２ ０ １ ５（ ０ ５ ） ：３１ －

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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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调查问卷设计与分析

第一节 问卷设计

一

、 调查对象

共分三个组 ： 二年级 ３０ 人 ， 三年级 ３０ 人 ， 四年级 ３０ 人 。

苏丹喀土穆大学
一

年级的学生刚开始学习 中文 ， 还没有学习到介词部分 ， 所

以 问卷没有调查
一

年级的学生 。

二 、 调查问卷的构成

调查 问卷总共有 四个题型 。 第
一

大题是分为两个部分的选择题 ， 第
一

个选择

题是给学生两个答案
“

对于
”

、

“

关于
”

然后要求学生从这两个选项中选
一

个 。 第

二个选择题是给学生两个答案
“

对
”

、

“

对于
”

， 同样要求学生选
一

个来填空 。

第二大题共是三道判断正误题 。 第三大题是 自 由造句就是让学生用
“

对
”

、

“

对

于
”

、

“

关于
”

造句 ， 这样能够意识到学生对这三个介词的理解程度 。

在第 四题包括三个问题 ：

一

是写 了
一

些介词包括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然

后让学生在每
一

个学过的介词上画 圈 ；
二是 问学生在使用

“

对
”

、

“

对于
”

时是否

觉得有区别 ， 如果他们 的 回答是有区别就让他们写 区别之处 ；
三是问学生在使用

“

关于
”

、

“

对于
”

时是否觉得有区别 ， 如有的话就要写区别之处 。

三 、 发放与回收

调查 问卷共发放 １ ００ 份调查 问卷表 ， 收回 ９０ 份 ， 收回来的 ９０ 份都有答案 ，

问卷的 回收率是 ９０％ 。 达到 了这个调查的 目 的 ， 调查问卷是可信的 ， 有效的 。 ９０

份调查问卷中二年级 ， 三年级 ， 四年级各有 ３０ 份 。 具体情况见图 １ ：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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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调查问卷分析

―

、 填空题第一题的统计分析

二年级 图 （填空 １ ）

８ ０ ． ００％

６０ ． ００％＿

ＩＭ ｌｉ ｌ ｌｌ ｌ．ｉ ｌ ｌｉ ｌ ｌ

Ｎ题 １Ｎ 题 ２Ｗ 题 ３ ｜

Ｖ ｉ

ＪＭ！ ４Ｍ 题 ５

■ 答对 ■ 答错 ■ 没冋答

图 １ 二年级 填空 １ 作答情况图

由上图可见 ： 第
一

题有 ４７％学生是答对的 ， ４ ０％学生答错的 ， １ ３％没冇 Ｍ 答

这逍题 。 第二题冇 ４７％答对的 ， ３３％答错的 ，
２０％没冇 丨

ｙ
｜答 。 第三题冇 ４３％答对

的 ， ５ ３％答错 的 ， ３％没 回答 。 第 四题 的 丨
ｙ

丨 答对 的学生共冇 ３ ０％ ， 答错的学生冇

５ ３％ 。 笫五个 问题冇 ２７％的学生答对的 ， 冇 ６ ０％答错的 ， 并苻 １ ３％的学生没 ｜

Ｈ
丨答 。

匕 图可 以清晰地看到学生的错误率较高 。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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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 图 （ 填空 １ ）

７０ ． ００％

６０ ． ００％

＿＿ ｉ ｉ１＿
５０００％

Ｉ１ＩＩＩ
４０ ＇ ００％

Ｉ Ｉ１ ｈＩＩ■ ■

Ｅ Ｉ１

０００％Ｈ Ｌ Ｉ■ 邊■ 圃＿Ｉ Ｉ ｂｂ■■ 麵

问题 １问题 ２问题 ３问题 ４问题 Ｓ

０ 答对 ■ 答错 麴 没回 答

图 ２ 三年级填空 １ 作答情况 图

上 图可见 ： 问题
一

有 ６０％的学生答对的 ， 答错的学生有 ４０％ 。 问题二 同样有

６ ０％学生答对 的 ， ４ ０％答错的 。 问题三和 问题四 各有 ６ ３％的学生答对的 ， ３３％ 的

答错的 ， ４％没回答 。 问题五有 ５７％的学生答对的 ， ４０％的学生答错的 ， ３％没回答。

从图 ２ 可 以发现学生的错误率减少 了 ， 这就表示学生幵始掌握
“

对于
”

、

“

关

于
”

的异同 。

叫年级图 （ ±真空 １ ）

１ ００％

９０％＿驪

ＩＩ１ｇ

｜
ＩＩ｜ＩＩ

ｉ１．Ｉ ｉｉ ：ｌｌＩＩ ．

问题 １问题 ２问题 ３问 题 ４问题 ５

級 阅答对 ＿ 阅答错 鼸 没 间答

图 ３ 四 年级填空 １ 作答情况 图

图 ３ 说明 ： 在 问题
一

答对的学生有 ９ ３％ ， 答错的有 ７％ 。 问题二有 ９０％的

学生答对 的 ， 只有 １ ０％的学生答错的 。 问题三有 ６ ０％的学生答对的 ， ４ ０％的学生

答错的 。 问题四 有 ７３％的学生答对 的 ， ２７％的学生答错的 。 在 问题五答对的学生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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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６３％ ， 答错的有 ３０％ ， 有 ７％没有 回答 。

从上图就可以发现 四年级 的学生 回答对 的百分率是最高 ， 这可能因 为他们学

习汉语的时 间是最长的 ， 所以他们的错误率没有二年级和三年级高 。

二 、 填空题第二题的统计分析

二年级图 （填空２ ）

８ ０ ． ００％

７ ０ ． ００％

６ ０ ． ００％

５ ０ ． ００％

４ ０ ． ００％

ｉＩＬ １ １ ．ｌｌ ｉＩｌ ｌ．

Ｉ

’

＂
］ 题 

１ ｜

ｎ
Ｊ Ｊ？ ２Ｎ ？ ３问题 

４ＭＳ ５

■ 符对 ■ 拧枏 ■ 沒 ！
ｙＪ ｔｆ

ｒａ４ 二年级拟空 ２ 作答ｗ况 图

由此可见 ： Ｎ题
－

有 ５７％的学生答对的 ， ３３％答错的 ， １ ０％没有 Ｍ答 。 Ｈ 题

： 二冇 ３ ０％是答对的 ， ６７％答错的 ， ３％没 ｜

ｕ
｜ 答 。 ｆ

＂
ｊ题三有 ３ ３％的学牛．答对的 ， ４３％

答错的 ， １ ７％ 的学生没回答 。 Ｈ题 四 Ｍ答对的学生冇 ５７％ ， 有 ３７％的学生答错的 ，

而冇 ７％的学生没有 Ｍ答 。 问五有 ５ ３％的学生答对 的 ， 冇 ３ ３％的学生答错的 ， １ ４％

的学生没有回答 。

从这个图也很 明显地可 以看到学生错误较多 ， 尤其在 问题二错误率很高 。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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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 图 （填空２ ）

９０％

８０％■

：：
Ｉ［，

丨卜 丨
：

丨

化 ＩＵ ：１ １
丨

Ｒ ｊ ｉｉ ｌ问 题 ２问题 ３问题 ４问题 ５

傾 答对 麵 答错 驪 没回 答

图 ５ 三年级填空 ２ 作答情况图

由此 图可见 ： 学生在第
一

个 问题有 ８ ０％的答对的 ， 有 １ ３％答错的 ， 有 ７％ 没

有回答 。 第二个 问题有 ５７％的学生答对的 ， ４０％答错的 ， ３％没有 回答 。 在第三问

题有 ７０％ 的学生答对的 ， 答错的学生有 ３ ０％ 。 第 四个 问题有 ５７％的学生是答对的 ，

４３％ 的学生答错 的 。 第五个 问题有 ７ ０％的学生答对 ， ３ ０％答错的 。

从图 ５ 可以发现答对的学生越来越多 ， 这就表示学生在使用 介词
“

对
”

、

“

对

于
”

有了 很好的 了解 。

四年级图 （填空 ２ ）

９０％

８０％

７０％■＿
６０％＿｜｜＿

５〇％｜ＩｌＩ
４０％ＩＩＩ圓 ＿■

Ｅ ｌ ｉＩＩＩＩＩＩＩＬ
问 题 １问题 ２问题 ３问题４Ｎ题５

讕 回答对 續 回 答错 麵 没 回答

图 ６ 四年级填空 ２ 作答情况图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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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 图可见 ： 在第
一

个 问题有 ７７
°

／。的学生答对的 ，
２３％的学生答错的 。 第二

个 问题有 ６７％的学生答对的 ， ３３％的学生答错的 。 问题三有 ７０％的学生答对的 ，

３０％ 的学生答错的 。 问题四答对的学生有 ５７％ ， 答错 的有 ４ ３％ 。 问题五有 ６０％的

学生是答对的 ， ３７％的学生答错的 ， 而有 ３％的学生是 回答的 。

三 、 判断题的统计分析

二年级 图 （ 判断正误 ）

８０％

７ ０％

６ ０％

Ｈ ｅｉｌ． ｉ
问题 １问 迦 ２ 问题 ３

■ 答对 ■ 答错
？

■ 没 ［

＂
丨 答

阁 ７ 二年级判 断正误作符怙况 阁

图 ７ 说明 ： 学生在第
一

个 问题有 ５３％答对的 ， ４７％答错的 。

在第 二个 问题有 ４０％答对 的 ，
５７％答错的 ， ３％没 回答 ， 第三个 问题有 ３ ３％

答对 ， ６７％答错的 。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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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 图 （判断正误 ）

７０％

６０％

５ ０％－

 ｜
Ｉ

２ 。％ ！＿ 圖
１ ０％＿ ＊

ｐ
３＿ 卜

：

〇％ ｌ ｉＳｍ ： ｔ ． ＬＳｋＪ＾ｒ
．ｍ

问 题 １ 问题 ２问题 ３

戀 答对 ＿ 答错 議 没回答

图 ８ 三年级判断正误作答情况图

上 图说 明 ： 问题
一

有 ６ ３％ 的学生答对的 ， ３７％答错的 。 问题二有 ５０％的学生

答对的 ，
４３

°
／。的学生答错的 ， ７％没回答 。 问题三有 ５７％的学生答对 的 ， ４ ０％的学

生答错的 ， ３％没回答 。

四年级图 （判断正误 ）

８０％

７０％

６０％

ｓ〇％ｍｍ^

ｉ ｈ ｉ

－

问题 １ 问题 ２ 问题 ３

纽 答对 鼷 答错 顧 没回答

图 ９ 四 年级判 断正误作答情况 图

图 ９ 说 明 ： 问题
一

答对的人数有 ７ ３％ ， 答错的有 ２７％ ， 而 问题二答对的人

数有 ５７％ ， 答错的有 ４３％ ， 同样 问题三有 ５７％的学生是答对的 ， 有 ４ ３ 答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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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以上所看到的 图可 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学生的汉语学习时间越长错误率就减

少 了 。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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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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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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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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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关于
”

的偏误分析

通过汉语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的相关研究 ， 可以看出 ， 这三个介词

在用法方面存在
一些差异 。 母语为阿拉伯语的学习者在学习这三个介词的过程中 ，

很容易忽略这些差异产生偏误 。 笔者通过调查 问卷分析 ， 学生访谈以及课堂实际

教学的观察将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的偏误类型划分为混用 、 错序 、 误用 、 误

加 、 冗佘偏误 。

第＿节
“

对
”“

对于
”

的偏误分析

一

、 混用
？

混用偏误是指在句 中该用 甲介词的地方用 了 乙介词 ， 导致语义表达不顺 。 （鲁

健骥 ，
１ ９ ９４ ） ， 以下的例子学生 ０ 该用

“

对
”

却用
“

对于
”

， 这就造成混用偏误 。

例如 ：

例 １

＊他对于老王有
一

点意见 。 （ 二年级学生 ， 填空 ）

正确用法 ： 他对老王有
一

点意见 。

例 ２

＊大家都对于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三年级学生 ， 造句题 ）

正确 ： 大家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

例 ３

＊对于我这个作业很难 。 （二年级学生 ， 造句题 ）

正确 ： 对我来说 ， 这个作业很难 。

例 ４

＊中 国朋对于我很热情 。 （ 四年级学生 ， 填空题 ）

① 鲁健骥 ． 外国人学汉语的语法偏误分析 ［
Ｊ

］
．语言教学与研究 ，

１ ９９４ （ １ ） ．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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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 ： 中 国朋友对我很热情 。

例 ５

＊对于他的工作我有意见 。 （二年级学生 ， 造句题 ）

正确 ： 对他的工作我有意见 。

上述偏误均是 由于混用 了介词
“

对
”

、

“

对于
”

造成的 。 在例 １ 和例 ４ 根据 《现

代汉语八百词 》 吕叔湘 明确地说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我们 只 能用
“

对
”

而不

能用
“

对于
”

。 《实用汉语语法 》 刘 月 华谈到
“

对
”

和
“

对于
”

的语法功能时说明

“

对于
， ，

不可 以用在助动词 ， 副词后 ， 但是
“

对
”

可 以用在副词和助动词的前或

后 ， 因此 出现以上的偏误 。

造成这些偏误的原因是学生对
“

对
”

、

“

对于
”

的 了解还不够好 ， 汉语里面的

每
一

个介词都有不 同 的语法功能和意义 ， 这是汉语的特殊性 ， 但是在阿拉伯语中

没有和
“

对
”

、

“

对于
， ，

相应的格式 ， 所 以这些介词 的 区别对苏丹学生来说难度较

高 ， 阿拉伯里面
“

ｃ＾
， ，

可以是汉语里面的
“

对
”

和
“

对于
”

， 导致了阿拉伯 的学

生学 习汉语的这三个介词时 出现的 问题很多 。 例如 ：

一他ＩＩ他老师有意见 。

一我们对于任何 问题都有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 ０ 每Ａ
Ｗ 
^

因此造成这个偏误的主要原因 是受母语迁移的影响 。 在阿拉伯语没有跟
“

对

于
”

相对应的词汇 。

据调查 问卷结果 （ 填空
一

的第五个问题 ） 可 以看 出二年级有 ７０％的学生答错 ，

三年级有 ４０％的学生答错 ， 四年级有 ３０％的学生答错 。

二 、 错序
？

错序偏误指是由于句子中 的某个成分在句 中 的位置不恰当 ， 导致语义不通顺 。

（鲁健骥 ， １ ９９４ ）

“

对于
”

错偏误例句如下 ：

① 鲁健骥 ． 外 国人学汉语的语法偏误分析 ［
Ｊ

］
．语言教学与研究 ，

１ ９９４ （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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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６

＊大家都对于个话题很感兴趣 。 （ 四年级学生 ， 造句题 ）

正确 ：对于这个话题 ， 大家都很感兴趣 。

例 ７

＊我们会对于这个 问做出决定 。 （三年级学生 ， 判断正误 ）

正确 ： 我对于这个问题会做出决定 。

例 ８

＊我要
一

个解决题的方案 ， 对于这个问题。 （三年级学生 ， 造句题 ）

正确 ： 对于这个问题 ， 我要
一

个解决问题的方案 。

例 ９

＊你有什么 问题吗 ？ 对于时间 的管理 （二年级学生 ， 造句题 ）

正确 ： 对于时间 的管理 ， 你有什么 问题吗 ？

例 １ ０

＊校长没有做任何评论对于这件事情 。 （ 四年级学生 ， 造句题 ）

正确 ： 校长对于这件事情没有做任何评论 。

错序的偏误也是对苏丹学生来说有难度的 问题 ， 特别是 ：

“

对于
”

和
“

关于
”

的错序学生经常会出现不少的偏误 ， 他们会把
“

对于
”

放在错的位置 。

上述出现了语序错误 。 也是跟刘月 华在 《实用汉语语法 》 所说的
“

对于
”

不

能放在助动词和副词后面 ， 只 能放在前面 。 因为学生没有按照
“

对于
”

的语法形

式运用而产生 问题 。 这个是困扰学的
一

个 问题 ， 特别是汉语水平不高的学生 。 在

这里产生这个偏误的主要原因也是受语迀移的影响 。 因为阿拉伯语 Ｗ ）

用在助词和副词前后都可以 。 例如 ：

＊

你有什么 问题吗 ？ 对于时间的管理 。

下面的两个用在阿拉伯语中都是正确的 。

ＪＡ
Ｏ－Ｊｌ ｌ４对于时间的管理你有问题吗 ？

ｙ
ｉ 斗』 一

＞你有什么 问题吗 ？ 关时间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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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

对于
”

、

“

关于
”

的偏误分析

一

、 混用

例 １ １

＊对于提高工作效率 。 （ 四年级学生 ， 判断正误 ）

正确 ： 关于提高工作效率 。

例 １ ２

＊我关于 中药 ， 知道的 比较多 。 （三年级学生 ， 填空题 ）

正确 ： 我对于 中药 ， 知道的 比较多 。 （还可以说 ： 关于中药 ， 我知道的 比较多 ）

例 １ ３

＊对他我只是知道这
一

点 。 （ 四年级学生 ， 造句题 ）

正确 ： 关于他 ， 我只是知道这
一

点 。

例 １ ４

＊这论文里搜集 了很多对于 中草药的原始资料 。 （ 四年级学生 ， 填空题 ）

正确 ： 这论文里搜集了很多关于 中草药的原始资料 。

例 １ ５

＊老王快要考试了 ， 关于时间抓得更紧 。 （ 三年级学生 ， 填空题 ）

正确 ．

？ 老王快要考试 了 ， 对于时间抓得更紧 。

上述偏误均是 由于混用 了介词
“

对于
”

、

“

关于
”

造成的 。 在例 １ １ 偏误是根据

刘月 华在 《实用汉语语法 》 所说的
“

对于
”

不可以单独作文章标题 。 吕叔湘在 《现

代汉语八百词 》 也说 明 了
“

关于
”

可 以单独做文章 的标题 ， 但
“

对于
”

必须加上

名词才行 。 比如 ： 关于文风 问题 ， 对于文风 问题的看法 。 例 １ ２
“

关于
”

的结构是

有 问题 的 ， 因为丁茹菲在 《泰国学生使用介词
“

对
”

、

“

对于
”

和
“

关于
”

的偏误

分析 》 说 明
“

关于
”

作状语是只 能用在主语前面 。 但是阿拉伯语里面没有这样的

语法特点 ， 因此学生容易会犯这样的错误 。 吕叔湘在 《现代汉语八百词 》 也谈过

“

关于
”

只能用在主语前 ； 但是
“

对于
”

用在主语前后都可以 。 关于草药 ， 我知

道得很少 （

＃

我关于草药 ． ． ． ） ／对于 中草药 ， 我很感兴趣 （
＝我对

一

中草药 ） 。 例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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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误是根据刘月 华在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 说明
“

关于
”

如果名词只是动作涉

及的范围 ， 那就只能用介词
“

关于
”

， 他还造个句子说 ； 关于他 ， 能够回到我记忆

力来就是这么
一

点 。 例 １ ４ 根据李彤在 《基于外汉语教学的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使用偏误分析 》 提到 由
“

关于
”

组成的介宾短语作定语的时候 ， 后面要加上
“

的
”

。

比如 ： 饮本书 里收集了 很 多关干海底动物 的咨料 。 因此在这里只 能用
“

关于
”

而

不能用
“

对于
”

。

．例 １ ５ 的偏误根据刘月华在 《实用汉语语法 》 在介绍
“

对于
”

的语法意义和用

法时谈到
“

对于
”

的宾语表示谓语动词的受事 ， 语义上受句子中 的谓动词的支配 。

比如 ： 鲁迅到 了晚年 ， 对于时间抓得更紧 。 （抓紧时间 ）

造成这些偏误的原因还是学生的母语影响 ， 在阿拉伯语只用
一

个词来表示
“

对

于 、 关于
”

的意思用法 ， 就是 用法如下 ：

＊

对于这个问题你直接跟李老师联系 。

关于这个 问题你直接跟李老师联系 。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 ：

“

对于
”

、

“

关于
”

的偏误率是最高的 ， 大部分的苏丹喀土

穆大学学生都在
“

对于
”

、

“

关于
”

的异同并不是很了解 ， 这就造成偏误原因之
一

，

调查 问卷中有三个 问题是关于
“

对于
”

和
“

关于
”

大部分的学生没有答对 ， 拿第

三个 问题做比例 ， 在这个问题二年级共有 ３０ 名 回答这个问题 ， 其中有 ２０ 个学生

回答错 ， 三年级的学生共有 ３０ 名其中有 １ ２ 个学生回答错 ， 四年级的学生共也是

３０ 名其中有 １ ７ 个学生回答错 。 像这两个介词 的异 同点需老师很详细地给学生讲

解 ， 而学生也不得去复习这些介词 ， 也需要多做练习才可 以更好地掌握两个介词

的用法和意义 。

— ＼ 错序

“

关于
”

的错序偏误例句如下 ：

例 １ ６

＊我关于中 国历史 ， 知道的很多 。 （ 二年级学生 ， 判断正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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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 ： 关于 中 国历史 ， 我知道的很多 。

例 １ ７

＊我关于中药 ， 知道的 比较多 。 （二年级学生 ， 填空题 ）

正确 ： 关于 中药 ， 我知道的 比较多 。

例 １ ８

＊我关于苏丹经济情况什么都不知道 。 （三年级学生 ， 造句题 ）

正确 ： 关于苏丹经济情况 ， 我什么都不知道 。

例 １ ９

＊我知道的不多 ， 关于北京历史 。 （二年级学生 ， 造句题 ）

正确 ： 关于北京历史 ． 我知道的不多 。

例 ２０

＊网上关于动物爱情故事 ， 越来越多 。 （ 四年级学生 ， 造句题 ）

正确 ： 关于动物爱情故事 ， 在网上越来越多 。

上述例子出现 了语序的错误 。 根据上面所谈到的
“

关于
”

不能用在主语后面 ，

而它
一

般放在句子的幵头 。

苏丹学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错序 ， 原因是学生受母语迁移的影响 ， 因为在阿

拉伯语里没有
“

对于
”

、

“

关于
”

相对应的结构 ， 可以用
一

个词汇 来

表达汉语的两个介词 。

上面 的偏误大部分是二年级 的 ，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
“

关于
”

的语法并不

了解 ， 他们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该用
“

关于
”

而不用
“

对于
”

反之亦然 。 大部分

的学生在 断正误时 ， 未能发现
“

关于
”

的位置是不对 。 因此教师在讲汉语介词

时特别要强调其位置 ， 为避免学生犯这样的错误 。

三 、 误用

有
一些苏丹喀土穆大学学生因为对这种介词 的实际了解不深 ， 所以会出现以

下的 问题 ：

例 ２ １

＊我刚开始学 习汉语时花了很多时间学习关于拼音 的发音 。 （ 四年级学生 ，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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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题 ）

正确 ： 我刚开始学习汉语时花了很多时间学习拼音的发音 。

例 ２ ２

＊关于工作他工作 了
一

直很认真 。 （二年级学生 ， 造句题 ）

正确 ： 他工作
一

直很认真 。

例 ２ ３

＊关于这个水果的价格 ， 我觉得太贵了 。 （三年级学生 ， 造句题 ）

正确 ： 这个水果的价格我觉得太贵了 。

例 ２４

＊对于这个词 ， 你应该好好学习 。 （ 四年级学生 ， 造句题 ）

正确 ： 这个词你应该好好学习 。

例 ２５

＊对于这件事我不太理解 。 （三年级学生 ， 造句题 ）

正确 ： 这件事我不太理解 。

上述偏误是由于误加 了
“

对于
”

、

“

关于
”

而造成的 。 根据詹雅伦 在 《介词
“

对 、

对于 、 关于
”

的偏误分析 》 所谈到汉语介词
“

关于
”

主要引 进动作行为关涉的范

围 ， 在句 中作状语或者定 ， 作状语的时候应该放在句首 。 如例 ２ １ 前面不需要加
“

关

于
”

来表示涉及的范围 。 后面可 以直接宾语 ； 另外 ，

“

拼音的发音
”

是具体的对象 ，

不要加
“

关于
”

来介引 。 那么 怎么纠正这些偏误呢 ？ 我觉得教师应该给学生很详

细地解释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的使用方法 ， 并对常见的错课要进行详细地分

析 ， 从而让学生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三个介词在意义 ， 语用有异 。

第三节
“

对
”“

关于
”

的偏误分析

—

、 混用

例 ２６

＊对提高这样的活动 ， 你先得考虑有几个人要参加 。 （三年级学生 ， 造句题 ）

正确 ： 关提高这样的活动 ， 你先得考虑有几个人要参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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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２ ７

＊对中药我什么都不懂 。 （二年级学生 ， 造句题 ）

正确 ： 关于中药我什么都不懂 。

例 ２８

＊对汉语水平考试我还有
一

些问题 。 （ 四年级学生 ， 造句题 ）

正确 ： 关于汉语水平考试我还有
一

些问题 。

例 ２ ９

＊对时间 问题你别担心 。 （三年级学生 ， 造句题 ）

正确 ： 关于时间 问题你别担心 。

例 ３ ０

＊我刚来 中 国时就很想回 国 ， 但是现在关于这里的
一

切都很熟 。 （ 四年级学生 ，

造句题 ）

正确 ： 我刚来 中 国时就很想回 国 ， 但是现在对这里的
一

切都很熟 。

上述的偏误是 由 于混用 了
“

对
”

和
“

关于
”

而造成的 。 例 （ ２６ ）（ ２７ ）（ ２８ ）

（ ２９ ） 该用
“

关于
”

却用 了
“

对
”

。 根据詹雅伦 《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的

误分析 》 所说 的汉语介词
“

对
”

可以 引 进动作指 向对象 ， 动作对待对象 ， 动作针

对对象 以及关涉对象 。

“

关于
”

的语义 比较简单 ， 主要引进关涉范围或者话题 。 伊Ｊ

（ ３０ ） 中应该用
“

对
”

却用
“

关于
”

。

二 、 误用

以下 的例子是在调查卷的造句题 ， 都是学生没有采用
“

对
”

作为介词 的 。

（ ３ １ ） 他说的非常对 。 （ 二年级学生 ）

（ ３２ ） 对 ， 我忘 了 。 （ 二年级学生 ）

（ ３ ３ ） 对 ， 我说汉语 。 （二年级学生 ）

（ ３４ ） 你是对的 。 （二年级学生 ）

（ ３ ５ ） 对 了 ，

一

会儿我还有课 。 （三年级学生 ）

（ ３ ６ ） 对 ， 我是学生 。 （三年级学生 ）

（ ３７ ） 他写的对 。 （二年级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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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 ） 对不起 ， 我不会再这样做了 。 （ 四年级学生 ）

（ ３９ ） 这个问题是对还是不对 ？ （三年级学生 ）

犯这些错误的学生大部分是二年级的 ，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才学 了
一

年多的 中

文 ， 教他们
“

对
”

的几种用法对他们的难度会有点儿高 ， 学生在使用这些介词 的

偏误率高 ， 尤其在使用
“

对于
”

、

“

关于
”

和
“

对
”

、

“

对于
”

来区别 ， 不过 ， 学习

汉语的时间越长学生越学会了这些介词的异同 ， 调查结果显示三年级学生的偏误

率没有二年级高 ， 四年级学生的偏误率没有三年级髙 。 学生学习汉语的时间长了 ，

他们慢慢就开始掌握这三个介词的 区别 。 还可能是 由于学生的态度而造成这些偏

误 ； 笔者通过课堂实际教学的观察还发现有
一

些学生的态度不够端正 ， 不认真上

课 ， 经常逃课这就导致 了他们对汉语介词不够理解 ， 从而出现不少的偏误 。

三 、 冗余

介词的冗余偏误是指在不应该使用介词的地方却使用 了 ， 从而影响句子的表

达 。 造成偏误的主要原因是对介词 的适用条件和范围不清楚 ， 不知道应该在什情

况下使用介词 。 （鲁健骥 ， １ ９９４ ）

例 ４ ０

＊关于 中 国历史文化据说博大精深 。 （ 四级学生 ， 造句题 ）

正确 ： 据说 中 国历史文化博大精深 。

例 ４ １

＊对这个问题我不太清楚 。 （二年级学生 ， 造句题 ）

正确 ： 这个 问题我不太清楚 。

例 ４ ２

＊她对喜欢 口语 。 （二年级学生 ， 造句题 ）

正确 ： 她喜欢 口语 。

例 ４３

＊对他说汉语很流利 。 （ 二年级学生 ， 造句题 ）

正确 ： 他汉语说得很流利 。

例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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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回家 。 （三年级学生 ， 造句题 ）

正确 ： 我们 回家 。

例 ４５

＊他对喜欢学习 。 （三年级学生 ， 造句题 ）

正确 ： 他喜欢学习 。

上述偏误均是 由于多加 了介词
“

对
”

和
“

关于
”

而造成的 。

从以上的偏误分析笔者在找出偏误类型时发现学生在使用
“

对
”

、

“

对于
”

、

“

关

于
”

犯的错误类型是不同的 ， 比如在
“

对
”

和
“

对于
”

出现两种偏误混用和错序 。

在
“

对于
”

、

“

关于
”

还 出现 了误用 的偏误 。 甚至在
“

对
”

、

“

关于
”

还 出现了 冗余

偏误 。

学生在使用
“

对
”

、

“

对于
”

时 只 出现了混用和错序偏误 ， 没有误用 的偏误 ，

这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学生在应该用
“

对于
”

的地方却用
“

对
”

（按照 吕叔湘 在 《现

代汉语八百词 》 所说的用
“

对于
”

的句子都能换用
“

对
”

， 但是用
“

对
”

的句子有

些不能换用
“

对于
”

） ， 虽然很多学生不知道这个用法 只是随便而选
“

对
”

但是这

才让学生没有误用偏误 的原因 。 学生使用错误最多的大部分都在
“

对于
”

和
“

关

于
”

， 很多学生不太理解哪里可 以用
“

对于
”

而不用
“

关于
”

反之亦然 ， 因为
“

对

于
”

和
“

关于
”

的 同
一

点 比较少的 ， 学生很容 易犯错误 。 因此根据偏误分析能看

出来学生在用
“

对于
”

、

“

关于
”

时 出现了 三种偏误类型 ； 混用 ， 错序和误用 的偏

误 。

在
“

对
”

和
“

关于
”

又出现了 另外
一

种偏误类型就是冗余 （不该使用 的介词

却使用 了 ） 。 根据本论文的调查 问卷 ， 笔者在分析
“

对于
”

的偏误类型时没有发现

学生有这种偏误 。

本调查 问卷第 四题
“

见附录
”

学生的答案居然表示他们对这些介词 的 了解还

是不够好 ， 学生的答案都是如下 ：

（４６ ）没有区别 。 （二年级学生 ）

（４７ ）有 ， 但是我不知道区别在哪里 。 （ 二年级学生 ）

（４８ ）
“

对
”

的意思是正确 ， 但是
“

对于
”

的意思是有关系 。 （三年级学生 ）

（４９ ）有区别 ，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 （三年级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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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 ） 我不知道 。 （二年级学生 ）

（
５ １ ）

“

关于
”

前面应该有主语 ，

“

对于
”

常常没有主语 （ 四年级学生 ）

“

这就

是造成混用的偏误
”

（５２ ）
“

对
”

是在 口语方面用 的 ， 但
“

对于
”

是在书面语 （三年级学生 ）

（
５３ ） 在意义上没有区别 ， 但是在语用上有差异 ；

“

关于
”

可 以用在句子的 中间 ，

但
“

对于
”

不可以 。 （ 四年级学生 ）

“

混用
”

（
５４） 我

一

看就觉得有语法区别 ， 不过具体的我也不知道 。 （ 四年级学生 ）

虽然 （据调查 问卷的第四个问题 ； 你学过那些介词 ？ ） 学生从二年级就开始

学习这三个介词 ， 但是偏误率还是很高 ， 原因有很多 ： 可能是学生的 问题 ， 学生

没认真学习所 以在使用时就出现 问题 ， 也有可能是教师的 问题 ； 老师可能没有给

学生讲清楚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有哪些不同 点 ， 这样学生很容易会犯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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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偏误原因分析

第
一节 母语负迁移因素

母语的干扰是留学生学习第二语言的偏误主要原因之
一

， 母语为阿拉伯语 的

苏丹喀土穆大学学生在使用汉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时经常会出现偏误是

由于 以下的原因 ：

一

、 错序

苏丹学生在使用汉语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经常会 出现错序偏误 ， 大

部分是受母语 的影响 ， 在汉语里面 ， 定语的位置是在名词性 中心语的前面 ， 但在

阿拉伯语中定语
一般放在名词的后面 。 例如 ：

例 １

Ｐ可语 ： ． ｌＷ ＇

＾ Ｊ

偏误 ： 阿麦经理满意对你工作态度 。

正确 ： 阿麦经理对你工作态度很满意 。

例 ２

Ｐ可语 ：
［ＪＡｊ

ｊ
Ｌｕ ｌ ｌ ＾＾

Ｉｃ ．

偏误 ： 阿里有 自 己的想法对于 问题的解决办法 。

正确 ： 阿里对于 问题的解决办法有 自 己的想法 。

从上面的例子可 以清楚地看 出 ， 偏误句子都是从阿拉伯语翻译 出来的 ， 母语

为阿拉伯语的学习者受到母语的影响 ， 因此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

二 、 混用

“

对于
”

、

“

关于
”

在阿拉伯语中可 以用 同
一

个词表达
“

ＪＭ
”

， 所以苏丹学

生用汉语介词
“

对于
”

、

“

关于
”

时经常会出现错误 。 例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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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５５

阿语 ： Ｖｕ
』 Ａｉｌｊｊｌｌｉ＾ ｊ

＊

偏误 ： 他知道的很多关于中 国文化 。

正确 ： 他对于中 国文化知道的很多 。

例 ５６

阿语 ：

偏误 ： 对于 ／关于提尚工作效率 。

正确 ： 关于提高工作效率 。

上述的例子 中从阿拉伯语翻译的 可 以翻成
“

对于
”

或者
“

关于
”

。

第二节 教材编写中 出现的不足

教材是体现教学 内 容的工具 ， 也是教学方面的重要要素之
一

， 教材中有关于

介词 的解释 ， 用练习编写顺序和例字等 ， 对汉语的学习者在学习汉语介词有巨大

的影响 ， 而教材编写 中 出现的不足也是苏丹喀土穆大学学生学习汉语介词出现偏

误原因的
一

个方面 。 据笔者对教材 《发展汉语－初级综合 ２ 》 的研宄 ， 发现这本书

很详细的解释
“

对于
”

和
“

关于
”

的意义和用法 ， 并采用这两个介词进行对比 。

但是本书对汉语介词
“

对
”

的解释不够清楚 ， 也没用其他介词进行对 比 。 如在第

八课 ， 课文二 （第 ７７ 页 ） ， 把
“

对
”

的意思解释为
“

ｒ ｉｇｈｔ

”“

ｃｏ ｒ ｒｅｃｔ

”“

ｔ ｒｕｅ
”

例如 ：

今天是你生 日 ， 对吗 ？

（ ． ． ． ． ． ． ， 对吗 ） 这种问句是表示 问话人对某事 已有了 自 己的看法 ， 提问 的 目标是想

得到对方的验证 。 回答的时候说
“

对 ， ． ． ． ． ． ．

”

或
“

不 （是 ） ， ． ． ． ． ． ．

”

例如 （第二十课 ，

２２４页 ） ：

（ ５７ ）Ａ ： 你是中 国人 ， 对吗 ？

Ｂ ： 过 ， 我是中国人 。

（ ５８ ）Ａ ： 明天是 ５ 月 １ ５ 号 ， 对吗 ？

Ｂ ： 不 ， 明天是 ５ 月 １ ４ 号 。

在第十二课 （第 １ ２４ 页 ） 把
“

对
”

的意思解释为
“

ｒｅｇａ ｒｄ ｉ ｎｇ

”“

ｃｏｎｃｅ ｒｎ ｉ ｎ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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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介绍动作的对象 ， ｓ＋ｄ ｕ ｉ
＋ｖ／ａｄ

ｊ
， 例如 ： 他对太极拳很感兴趣 ， 跑步对身体很

好 ， 我对看电视不感兴趣 。 但是设计的练习较少 ， 没有和其他的相近介词进行对

比 。

在第二十课 （第 ２２４ 页 ）

“

对 了
”

用在句首 ， 表示突然想起什么事情 。 例如 ：

（ ６ １ ）ＭＪＬ ＞ 我要告诉你
一

件事情 。

（ ６２ ）ＭＪＬ ＞ 你还没有吃饭吧 ？

（ ６３ ）ＭＪＬ ＞
—

会 ） １我要去上课 。

在 《发展汉语中级写作 》 第
一

版书上只介绍 了重点词语或结构 ， 没有进行

对比 。 如 ：

重点词语或结构ｍ

对． ． ． ． ． ．满意 ／不满意 。我对我的新房子 彳艮满意 ， 它离学校不

远 ， 走路 １ ５ 分钟就能到 。

玛丽对这次旅行不是很满意 ， 因为时 间

太短了 。

对 ． ． ． ． ． ．感兴趣此外 ， 我对郊游也很感兴趣 。

除了乒乓球 ， 我对足球和羽毛球也跟感

兴趣 。

第三节 教师因素

很多老师很优秀 ， 教得非常好 ， 但是也有教师因为个人的知识或教学经验不

足 ， 这就导致 了
一些 问题的 出现 。 笔者观察汉语课堂教学发现教师在教汉语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时经常会讲比较简单的结构 ， 常常 回避讲比较特殊的情

况 ， 也 回避对此介词进行 比以及指 出异 同之处 ， 本身教师跟学生沟通的时候就有

难点 ， 更不用说给学生讲难度 比较高的语法点 。 还有 ， 教师对学生的母语介词语

法特征
一

点 了解都没有 ， 教师给苏丹学生讲汉语介词讲得不够详细的 ， 这导致苏

丹学生在使用汉语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经常会 出现错 。 尤其在
“

对
”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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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没有给学生讲清楚
“

对
”

的用法 ， 因此在本论文的调查 问卷出现以下偏误 ：

（ ６４ ） 对 ， 我说汉语 。

（ ６５ ） 你是对的 。

（ ６６ ） 对 了 ， 我
一

会儿还有课 。

（ ６７ ） 对 ， 我是学生 。

（ ６８ ） 他写的对 。

（ ６９ ） 对不起 ， 我不会再这样做了 。

（ ７０ ） 这个问题是对还是不对 ？

第四节 学 习兴趣

无论做什么事 ， 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 。 兴趣对汉语的学习者有非常大的影响 ，

兴趣是特别强大的动力 ， 也是提高学习积极性和学习质量的
一

个重要的要素 ， 如

果做事情时兴趣不高的话 ， 在做任何事情时就做得不够好 。

由于中苏两国 的友谊加强并经济合作不断地增加 ， 开始学习汉语的苏丹人越

来越多 了 。 苏丹嘻土穆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也越来越多 了 ， 还在苏丹喀土穆设立 了

孔子学院 ， 给苏丹人提供了学好汉语并更好地了解中 国历史文化的
一

个好机会 。

充满魅力的 中 国文化吸 引 了很多苏丹人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 ， 但是笔者也发现整

个的汉语课堂中有学习 非常积极认真的学生 ， 但也存在
一

些学习态度不够端正 ，

学习热情不够高涨的
一

些学生 ， 这些学生在学习 汉语介词也会应他们的兴趣的大

小 出现水平的高伯

第五节 学 习语言的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指的是教师 、 课堂 、 教材 、 和社会的环境等 。 学习环境
一

分为两种 ：

第
一

种是课堂环境 ， 这种指的是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的活动 ； 另外
一

种是课外环境 ，

这种指的是课外举行的学习汉语的各种各样的活动 ， 比如举行诗歌 朗诵 比赛 、 汉

字听写 比赛 、 举行辩论赛 、 建立汉语角等其他活动 。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 课

外学习环境有两种 ： 第
一

种是 目 的语环境 ； 意味着只在中 国学习汉语 ， 另外
一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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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 目 的语的环境 ， 就是到国外学习汉语 。

在学习任何语言环境是特别重要 的要素 ， 于是苏丹学生在无学习环境的情况

下 ， 他们学 习汉语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的偏误
一

定会比在 中 国 的留学生

高 ， 这是因为留学生每天不管在课堂上或在课外 ， 都跟 中 国人交流 ， 他们的表达

能力相 比苏丹学生强 。 总之 ， 学 习语言环境的差异也是导致偏误的原因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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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过程中存在
一

些 问题 ， 针

对这些问题 ， 本文主要从下面三个方面提出
一

些建议 。

第
一

节母语负迁移方面

非汉语母语的学习者在没有完全了解 目汉语规则 的情况下 ， 在学习汉语的过

程中遇到跟母语相似可又不是相同 的特征时 ， 就会依靠母语的知识 ， 就是用母语

的知识来处理汉语知识 ， 因此出现 问题 ， 这就是母语负迁移 。 例如 ：

（ ７ １ ）
＋

五 月对我特别有意思 。 （缺词
“

来说
”

）

例 （ ７ １ ） 造成偏误的原因是遗漏 了介词 的框架
“

对 ． ． ． ． ． ． 来说
”

中 的
“

． ． ． ． ． ．来说
”

。

在汉语里面介词 的框架是必须完整 出现的 ， 但在阿拉伯语中表示
“

对 ． ． ． ． ． ．来说
”

直

接在
“

后面加上表某人或表某事物 的词语 ， 跟汉语介词不
一

样 ， 没有介

词框架 。 因此学习者在使用汉语介词框架的时候 ， 往往会犯错误 。

（ ７２ ）
＋

我不滿意对你的态度 。 （错序 ）

ｊ
ｃ

＂ ＊

ｕ ｕ ｌ  ＼ｊ ｉ

例 （ ７２ ） 造成偏误的原因是把介宾短语的位置放错了 。

“

不满意
”

是不能直接

接宾语的 ， 需要先把介词
“

对
”

放在宾语前置 。 但是在阿拉伯语介宾短语做状语

的时候他的位置
一

般是在它所修饰的形容词或者动词之后 ，

“

本＞ Ｄ－
”

放在
“

＃ １／ 之后 ， 留学生因为汉阿的语顺规则不
一

样而造成偏误 。

（ ７３ ）１老
一

辈人要 了解新
一

代人太难了 。 （ 多词
“

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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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ＪｊａＪ ｌ〇＊

造成例 （ ７３ ） 的偏误是 由汉语介词
“

对
”

的冗余 。 在阿语中 ， 介词
“

士
”

可 以翻

译为
“

对
”

或者
“

对 ． ． ． ． ． ．来说
”

， 太明显 以上的例句是 由阿拉伯语直接翻译而成的 。

实际上 ， 阿语介词 翻译成汉语的时候 ， 应该删掉介词 对应的介词
“

对
”

，

把
“

后的不定式直接放在句子的幵头作主语 。

面对母语为阿拉伯语的学生 ， 教师不仅要 了解汉语的介词知识 ， 也要 了解本

土母语介词语法特征 ， 并对阿汉介词 的语法进行对比 ， 也要 了解二者在语义和语

用方面相 同与异同 的地方 ， 使用适合母语为阿拉伯语的学生的汉语介词教学方案 ，

尽量少用或者不用英文翻译对应的词 ， 尽量用 阿拉伯语 中对应词 ， 这样更易使学

生掌握汉语介词 的意思 ， 而通过对 比能够掌握阿汉介词之间 的 区别之处 。

据调查 问卷结果可 以发现学生错误率较高的是
“

对于
”

和
“

关于
”

， 因此教师

在教这两个介词时要讲得特别仔细 ， 让学生 以后
一

看这些介词就知道其差异 。 老

师先要从它们的不 同点进行对 比 。 比如老师在讲这两个介词 的用法时要强调它们

的主要区别 ； 就是是在＾［置 ；

“

对于
”

可以放在主语的前后 ， 但是
“

关于
”

只能放

在主语的前面 ， 并给学生举例子 。 如 ：

（ ７ ４ ） 关于中 国文化 ， 我知道得不多 。

＊我关于 中 国文化知道得不 多

（ ７ ５ ）对于中药 ， 我很感兴趣 。

＊我对于中药很感兴趣

老师要给学生讲清楚 ， 学生在使用这两个介词时不要按照阿拉伯语介词 的语法

形式来进行对比 ， 因为阿拉伯语里面的 可 以是汉语的
“

对于
”

和
“

关

于
”

。

（ ７ ６ ） 关于中 国文化 ， 我知道得不多 。

＊ 对于 中 国文化 ， 我知道得不多 。

上面的两个句子在阿拉伯语里面可 以用
一

个句子来表达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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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教材编写方面

教材是教师与学生学习 的依据材料 ， 教材的设计与编写反映了 培养的 目 ， 教

学 内容 ， 教学要求与教学原则 ， 同时也是课堂测试的工具 ， 在第二语言教学中教

材是教学的核心 ， 好的教材使学生容易地学习 了新的语言新的知识 ， 编写质量不

好的教材反而变成学生学习第二语言 的故障 ， 本文面对的对象是阿拉伯语为母语

的苏丹喀土穆大学学生 。 因此在编写教材的时候 ， 应该有两个语言的专家
一

起探

讨教材中 的翻译明晰度与准确度 ， 和注释 问题 ， 这样学生会容易 的学习 汉语介词

并了解阿汉介词相 同与不同之处 ， 以及减少苏丹学生在使用汉语介词 出现错误 。

比如在 《发展汉语－初级综合 》 中 因为解释得太简单 了 ， 所 以教师要强调
“

对
”

的用法也要跟其他的相近介词进行对 比 。 如
“

对于
”

。 教师要跟学生讲清楚用汉语

介词
“

对于
”

的句子都可 以换用
“

对
”

； 但是用
“

对
”

的句子有
一

些不能换用
“

对

于
”

。

比如 ：

（ ７４ ）对于这件事 ，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

＝对这件事 ，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

（ ７ ５ ）我对你有意见 。

＊我对于你有意见 。

这样学生的错误率可能会有所下降 。

第三节 教学 引导方面

对外汉语教师是课堂的主要 引 导者 ，

一

位好老师可 以让很多学生学好汉语 ，

甚至是爱上汉语 ， 反过来
一

位教师可 以让学生反感学习汉语 ， 导致学生怎么学习

汉语也学不会 ， 更不用说让学生了解较特殊的汉语语法功能或者阿汉介词之间 的

区别之处 。 所以笔者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要注意 以下几点 ：

一

是注意阿汉介词 的对 比 ， 在阿语中没有应对的汉语介词 ， 教师应 当 引 起学

生的重视 ， 并给学生详细地讲语义和语用 ， 多练习此介词为保证学生理解和掌握 。

在阿拉伯语中有应对的汉语介词 ， 教师应当教授阿汉介词异 同之处 ， 给学生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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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的解释 ， 并 以练习方式为主来测试学生的理解程度 。

例如 ， 汉语介词
“

对
”

的阿文翻译只选用 并且教师要说明
“

对
”

和 之间的异 同 ， 即进行汉阿介词对 比 。 二是根据
“

由简到深 ， 由 易到难
”

的顺序该展开教学 ， 教汉语介词 的时候教师应该从容易到难 ， 从
一

般到特殊 ， 从

简单到复杂来讲 。 教师先讲解比较简单又常用汉语的介词 ， 后来再慢慢加入讲解

有难度较特殊的汉语介词 ， 在这过程中 需要进行阿汉介词对 比 。

教师教汉语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的时候先要简单地讲各个介词 的意

义和基本用法并给学生提出
一

些例子 ， 学生掌握好这三个介词 的用法和意义之后

教师再进
一

步给学生讲这三个介词 的异 同并进行对 比 。

三是教授汉语介词注意设置语境 ， 在教汉语介词时给学生学过的词汇包裹介

词让学生用这些词汇造句或者写
一

段话 ， 或者描述
一

个场景 。

四是纠正错误的方法要正确 ， 给学生纠正时要注意级纠正方法 ， 要用委婉的

纠正法以避免影响学 习 者的学 习兴趣 ， 要让学生 自 己意识到 自 己 的错误并改正 ，

后来教师可 以给学纠正并引 导学生 。

五是做好阿汉介词 的研宄对 比 。 作为对外汉语教师有必要对第二语言的语法

和语法功能有基础知识 ， 教师在业余时间要读第二语言相关的法知识并在课外多

跟学生讨论阿汉介词 的相 同之处与不同之处 。 这样会让学生对汉语介词有深刻的

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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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介词对阿拉伯语为母语的学生算是难点 ， 这是因为汉语的介词跟阿拉伯

语的介词完全不
一

样 ， 所以学生在使用汉语介词时经常会出现偏误 。

本文为了 发现苏丹喀土穆大学生在使用汉语介词常见的错误采用 了调查 问卷

法 ， 观察法 。 通过学生访谈 ， 课堂实际教学的观察 以及调查问卷分析发现学生在

使用
“

对
” ”

和
“

对于
”

时 出现了混用和错序偏误 ， 在使用
“

对于
”

和
“

关于
”

时

出现混用 、 错序和误加的偏误 ， 在使用
“

对
”

和
“

关于
”

时出现混用 ， 误用和冗

余的偏误 。 并通过调查结果发现二年级学生的偏误率是最高的 ， 尤其在使用
“

对

于
”

和
“

关于
”

时有 ６０％ 以上的学生犯错误 ， 但是四年级在调查问卷中 的题 目
一

答对的学生有 ９３％ ， 答错的只有 ７％ 。 题 目 二有 ９０％的学生答对的 ， 只有 １ ０％的

学生答错的 ， 这就说明学生的汉语学习时间越长他们的误错越减少了 。

通过偏误分析还发现学生造成偏误的主要原因是受母语的影响 ， 比如汉语的

介词
“

对于
”

只 能放在助动词和副词后面 ， 学生没有按照
“

对于
”

的语法形式运

用而产生 问题 。 这个是困扰学生的
一

个问题 ， 特别是汉语水平不高的学生 。

但是在阿拉伯语里面用在助词和副词前后都可 以 。 例如 ：

＊

你有什么 问题吗 ？ 对于时间的管理 。 ｊ
Ｊｕ

」叫＃ Ｗ ４？
』 少 —对于时

间 的管理你有 问题吗 ？〖以火Ａ Ｗ 
＾

ｄ
４」 士—你有什么 问题吗 ？

关于时 间的管理 。

上面的句子在汉语里面算是病句 ， 因为语序有 问题 ， 但是因为在阿拉伯语里

面没有前后顺序的影响 ， 所以学生
一

看这些句子就觉得完全没有 问题的 ， 因为学

生按照他的母语直接来翻译汉语的句子 。

使学生造成偏误的另外原因是教材 ， 教材中对汉语介词解释得不是很详细 。

例 如 《 发展汉语 －初级综合 ２ 》 第十二课把
“

对
”

的 意思解释为
“

ｒｅｇａ ｒｄ ｉｎｇ

”

“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ｉ ｎｇ

”

用于介绍动作 的对象 ， Ｓ＋ｄ ｕ ｉ
＋ｖ／ａｄ

ｊ
， 例如 ： 他对太极拳很感兴趣 ，

跑步对身体很好 ， 我对看电视不感兴趣 ， 但是设计的练习较少 ， 也没有对其他的

介词进行对 比 。

教师引 导不足也造成偏误的原因之
一

， 教师在教汉语介词
“

对
”

、

“

对于
”

、

“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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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

经常会讲 比较简单的结构 ， 常常 回避讲较特殊的情况 ， 也 回避对此介词进行

对 比以及指出 异同 。

本文通过调查 问卷形式 、 学生访谈 、 以及课堂实际教学的观察 ， 对苏丹喀土

穆大学 中文系 的学生学习
“

对
”

、

“

对于
”

、

“

关于
”

进行 了分析 ， 并提 出相应的建

议 ， 这对阿拉伯语为母语的学生在学习汉语时会有
一

定的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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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介词使用调查

同学 ： 您好 ！为了研究阿拉伯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学习 汉语的真实情况 ， 本人

设计 了这个简单的 问卷 ， 请您填写 。 非常感谢 。

基本信息 ：

１ ． 你学习 汉语多长时间 了 ？ ？

Ａ ． ０－３ 个月 Ｂ ． ３
－６ 个月 Ｃ ． ６－

１ ２ 个月 Ｄ ．

—

年 以上 Ｅ ．两年 以上

Ｆ ． 其他

２ ． 你是几年级的学生 ？Ｊｊ

Ａ ．
—

年级 Ｂ ．二年级 Ｃ ．三年级Ｄ ． 四年级 Ｅ ．毕业生

３ ． 你的汉语水平考试 （ ＨＳＫ ） 通过了几级 ？ ？）

Ａ ． 二级 Ｂ ．三级 Ｃ ． 四级 Ｄ ．五级 Ｅ ．六级 Ｆ ．没考过

请回答以下问題 ：

一

、 选择填空

对于 关于

１ ．



这个问题 ， 你直接跟老李联系 。

２ ． 老王快要考试 了


时间抓得更紧 。

３ ． 我


中药 ， 知道得比较多 。

４ ．

 ；

中药 ， 我知道得 比较多 。

５ ． 这论文里收集 了很多


中草药的原始资料 。

对 对于

１ ． 他


老王有
一

点意见 。

２ ． 中 国朋友


我很热情 。

３ ．



工作 ， 他
一

直很认真 。

４ ．我们


农业 ， 轻工业都有可行的政策 。

５ ．



搞这样 的活动来说 ， 总是多
一

点人好 。

二 、 判断正误 （对的打 Ｖ 错的打 Ｘ）ｕ＾ｉ ＼ｔ
－

＾
＞ｔａ ｉｘＡ＾ｂ

ｊ

１ ．Ａ ．关于中 国历史 ， 我知道的很多 。 （ ）

Ｂ ．我关于中 国历史 ， 知道的很多 。 （ ）

２ ．Ａ ．对于提高学生水平 。 （）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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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对于提高学生水平的几个方法 。 （ ）

３ ．Ａ ．我们对于这个问题会作 出决定 。 （ ）

Ｂ ．我们会对于这个 问题作出决定 。 （ ）

三、 使用 以下介词造句 （请尽量不要用词典 ； 也不要用上面出现过的句子 ）

（

１ （ｊ－ａｘｌ ｌ

１ ？ 对 ：


２ ．对于 ：


３ ． 关于 ：


四 、 请回答
一

下问题

１ ．你学过汉语哪些介词 ？ （在每个你学过的介词上画圈 〇）

ｊ
ｊ
ｊ ｆ＾ｘｕｉ ｉａ

对 对于 关于 为了比 除 了 从 把 被 朝 向 由 在 ． ．

上

在 ． ．下 跟 和

３ ． 你觉得这两介词
“

对
”

、

“

对于
”

使用法有区别吗 ？ 如果有的话请指 出区别

（可以用母语 回答或者用汉语举例进行说明 ） 。

Ｉｊ
ｊｄ ｉｊｌＳ

 （ｊｊ

？ ｉ

－４
＇ ＇ ！ ＇＊ ■

 （ｊ
ｉ

ｉＪ
Ｈａ ４ＡＵ ｊｕ〇１ ｜Ａｘｌｌ ｌ Ａｉｌｌ ｌ

Ａ ． 有区别之处 ：

 ：

Ｂ ． 没有

３ ． 你觉得这两介词
“

关于
”

、

“

对于
”

使用法有区别吗 ？ 如果有的话请指出区别

（可以用母语回答或者用汉语举例进行说明 ） 。

ＡｊＬｘＶ ＩｄｉｉｌＳ
ｑ｜

？
Ｑｌ３

＿＾
３ ＞Ｊ ！ （Ｓｊ

＾ ｌ—
‘训

？

＇表
（ｊ

ｉ （Ｊｆｔ

（Ｊ
Ｈａ ４ ４ｘｌｌ ｌ

、

＇ ｌ ＇々
＊

！ “ ，

） ｌ ｉ＆ Ａｊｔｌｌ ！

 ＇

Ｊｄ
ｊ

Ａ ．有区别之处


Ｂ ．没有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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