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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学生汉语助动词习得偏误研究


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 ， 中 国和埃及两国交流和合作 日益增多 ， 在埃汉语

学习者人数也逐年递增 ， 埃及汉语推广工作前景 良好 。

自 ２００７ 年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以来 ， 中 国每年都向埃及派遣汉语教师志

愿者和汉语教师 ， 派出人数也随着汉语学习者的增加而逐年递增 。 笔者从 ２０ １ ５

年 ７ 月 至 ２０ １ ６ 年 ８ 月在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任教 。 在这为期
一

年的汉语教学

过程中 ， 通过课堂教学 、 问卷调查 、 收集学生家庭作业 、 访谈等方式 ， 了解 了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学生学习汉语助动词的具体情况 ， 并从中发现学生在汉

语助动词学习过程 中 出现的 问题 ， 因此 ， 本文拟对那些 问题进行研究 ， 试图找

出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 ， 进而提 出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

论文将研究范围限定在埃及汉语学习者在使用
“

能
”

、

“

会
”

、

“

可以
”

、

“

要
”

、

“

想
”

、

“

可能
”

、

“

应该
”

、

“

必须
”

这八个助动词时产生的偏误 。 在研究过程中 ，

面 向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汉语学习者及汉语教师发放调查 问卷 ， 调查其助动

词 习得情况及教学情况 ， 找 出埃及学习者在使用勘动词时偏误发生的高频区 。

针对偏误进行分析 ， 对产生偏误的原因进行探索 ， 以期能够找 出避免类似偏误

的教学策略 。

关键词 ： 埃及学生 ； 汉语助动词 ； 偏误 ； 对外汉语教学 ； 语言习得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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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

、 缘起及意义

笔者于 ２０ １ ５ 年 ７ 月通过孔子学院总部 ／国家汉办招募 ， 前往埃及开罗大学孔

子学院担任汉语教师志愿者 ， 并于 ２０ １ ６ 年 ８ 月 期满回 国 。 在
一

年的教学过程中 ，

担任过初级综合课 、 中级综合课及高级综合课的授课教师 。 在批改埃及学生家

庭作业时 ， 发现埃及学生常常会造出这样的句子 ：

他可以生病了 。

学校规定我们不在教室吃饭。

看书能使我可以放松 。

我不想买
一

件衣服 。

诸如此类的句子很多 ， 通过观察 ， 我们发现这些句子和汉语助动词有关 。 这

些偏误的具体类型有以下几点 ：

（

一

） 混淆相近语义的助动词 。

在
“

他可 以生病 了
”

中 ，

“

可 以
”

不能表示非期待的 、 消极的结果 ， 因此 ，

应该用
“

可能
”

来表示
“

推测 、 估计
”

， 不能用
“

可 以
”

。

（二 ） 遗漏助动词 。

“

学校规定我们不在教室吃饭
”

意思是 ： 按学校的相关规定 ， 不允许在教室

吃饭 。 句子应该加插入助动词
“

能
”

， 组成
“

不能
”

来表示不允许 。

（三 ） 误加助动词 。

“

看书能使我可以放松
”

中 ， 已经有了助动词
“

能
”

表示用途 ， 不需要再插

入助动词
“

可以
”

， 因此 ， 应当删去助动词
“

可以
”

。

（ 四 ） 助动词否定不当 。

“

我不想买
一

件衣服
”

是 由 肯定形式
“

我想买
一

件衣服
”

加上否定副词
“

不
”

转变而来的 。 但否定词
“

不
”

是对所有量的否定 ， 它表示的是
“

我
”

不

想买任何衣服 ， 而不是特定的
“
一

件衣服
”

， 因此应该删除数量结构
“
一

件
”

。

在学生家庭作业中 ， 上述列举的这类句子不胜枚举 ， 尤其是在初级阶段 ， 出

错率很高 ， 高级阶段的学生仍然存在助动词偏误的 问题 。 助动词在 日常交际中

使用频率很髙 ， 埃及学生在学习助动词时常常觉得很 困惑 。 而教师对如何抓住

此类偏误问题的关键 ， 如何给学生讲清楚助动词 的意义和用法常常显得束手无

策 。 这也说明我们现有的关于助动词的教学方法 、 策略及教材存在局限性 ， 要

改变这种现状 ， 就必须对埃及学生在助动词的哪些方面出错 ， 为什么 出错及应

该采取什么对策进行深入而细致地分析 。

目前 ， 针对欧美 、 日本 、 韩国 、 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助动词偏误研究成果

１





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显著 ， 但针对埃及等阿拉伯 国家和地区的汉语学习者使用助动词产生的偏误研

究较少 。 埃及作为
“
一

带
一

路
”

沿线 国家 ， 中埃两国交流 日 益密切 ， 汉语推广

前景 良好 。 本文希望通过调查研究 ， 进
一

步认识埃及学生使用助动词产生的偏

误和导因 ， 从而探讨出纠偏策略 ， 将理论研究与教学联系起来 ， 总结埃及学生

习得汉语助动词的特点 ， 指导埃及汉语助动词 的教学 ， 减少甚至避免学生使用

助动词时产生偏误 ， 促进汉语在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教学 。

— 、 现有研究成果综述

（
―

） 助动词本体研究

助动词 ， 又叫能愿动词 。 现代汉语第
一

部语法专著 《马 氏文通 》 对助动词类

进行过分析 ， 称这类词为
“

助动字
”

。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 研究者们纷纷对这

类词的名称 、 词性 、 数量和划分标准等的 问题进行 了热烈 的探讨 。 我们可 以透

过学界对这类词 的命名 ， 看 出研究者们对该类词的认识 。 章士钊 （ １ ９４ １ ） 最早

将这类词命名 为
“

助动词
”

， 张志公 （ １ ９ ５４ ） 称该词为
“

能愿动词
”

。 这两个名

称
一

直沿用至今且为大部分学者接受 ， 但早期还有部分学者有其他意见和见解 。

例如高名凯 （ １ ９４８ ） 称之为
“

能词
”

， 陈望道 （ １ ９ ７８ ） 称这类词为
“

衡词
”

。 钱

乃荣 （ １ ９９０ ） 称之为
“

能愿词
”

。 在词类划分问题上 ， 学界在意义和句法功能这

两个判断标准上争论不休 ， 有的学者将这类词划分为副词 ， 有的学者将这类词

归入动词 ， 还有些学者认为这类词应该作为独特的
一

类词 ， 由于很多文章对此

已经做过详细论述 ， 再加上文章篇幅有限 ， 本文就不再
一一

赘述 。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 李人鉴在他的论文 《关于所谓助动词 》 中 ， 从句法结构

形式上分出助动词的 内部小类 。 吕叔湘 （ １ ９９９ ） 和刘月华 （ ２００ １ ） 则从意义标

准上对助动词 内部进行分类 ， 同时也概括了各个助动词的具体义项 。 遗憾的是 ，

在对助动词
“

能
”“

会
”“

可 以
”

进行语义概括时 ， 所列举的义项不能囊括所有

的用例 ， 义项的概括仅仅只停留在表面 ， 没有注意将这些义项联系起来 。

关于助动词
“

能
”

、

“

会
”

、

“

可 以
”

的个案研究成果显著 。 这方面的研究成

果主要有 ： 刘月华 （ １ ９８ ３ ） 讨论了十五个助动词所表示的不同意义 ， 其中包括
“

能
”

、

“

会
”

、

“

可以
”

， 并在义项分析的基础上 ， 利用 图表的形式将肯定和否定

不对称的情况进行对 比 。 邓小菲 （ ２００ ６ ） 将
“

能
”

按照语义进行分类 ， 用认知

理论解释了
“

会
”

表可能性的用法 ， 描述了
“

会
”

分布的句式和语境 ， 概括
“

可 以
”

的各个义项 ， 并对不同义项的否定形式进行探讨 。 继而找出
“

能
”“

会
”

“

可 以
”

不同义项之间的语义联系 。 指出三个词在表达
“

能力
” “

可能性
”

这两

个语义范畴的分布特征 ， 从而找出三个词 的具体差异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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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助动词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随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事业的蓬勃发展 ， 汉语助动词的第二语言教学

研究涌现出 了颇多研究成果 。 如段筱曼 （ ２０ １ ３ ） 从两个电视节 目
——

《

“

汉语桥
”

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 》 和 《世界大不同 》 中搜集偏误语料 ， 对偏误进行分类整

理 ， 最后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 但该项研究缺乏对同
一

母语背景的学生进行国别

性研究 。

杨晓健 （ ２０ １ ４ ） 基于语料库和 问卷调査 ， 考察留学生对于
“

能
”

、

“

会
”

、

“

可以
”

这三个助动词存在的交叉义项的 习得先后情况 ， 指出 了如何正确安排

这三个词的教学顺序 ， 对助动词的课堂教学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

王莹 （ ２０ １ ５ ） 首先辨析了
“

能
”“

会
”“

可以
”

之间存在的异 同 ， 然后将

ｈｓｋ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 的偏误例句作为语料来源 ， 并针对偏误原因提出相应的

解决方案 。

综上 ， 针对助动词
“

能
” “

会
” “

可 以
”

的研究成果颇丰 ， 但针对其他助动

词 ， 诸如
“

想
” “

要
” “

应该
”“

必须
” “

可能
”

的研究成果较少 。 另外 ， 对产生

偏误的原因分析大都只停留在
一

些表面现象上 ， 缺乏深入汉语本体的偏误分析 ，

．

说明我们对学生产生偏误的根本原因较为模糊 ， 因此 ， 提出 的改进办法也较为

笼统 ， 不太明确 ， 因此可操作性较差 。

随着汉语教学的蓬勃发展 ，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同
一

母语背景下的外国

学生学习和使用汉语助动词产生的偏误进行研究 ， 硕果累累 ， 例如 ： 王艳

（ ２００９ ） 从词义 、 肯定否定句式 、 疑问句式三个方面 ， 将汉语助动词
“

想
”“

要
”

“

会
”“

能
”“

可 以
” “

应该
” “

得
”

和泰语相应的助动词进行 比较 ， 预测偏误并

设计及发放调査问卷 ， 从而探讨泰国学生使用产生的偏误 。 蒋传瑛 （ ２０ １ ０ ） 对

比汉语和阿拉伯语助动词的异同 ， 找出 了 中 国学生学习阿拉伯语助动词遇到的

问题和困难 ， 并提出解决对策 。 徐美玲 （ ２０ １ ０ ） 将
“

能
” “

会
” “

可 以
”

这三个

汉语助动词和泰语 ＤＡ Ｉ 就语义和句法两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 找 出两种语言助动

词的差异 。 慕海珑 （ ２０ １ ２ ） 通过对比中韩两种语言在表达
“

能
” “

会
” “

可以
”

的意义时使用的不 同表达形式 ， 分析出三个词的细微差别 ， 并指出韩国学生运

用
“

能
” “

会
” “

可以
”

这三个助动词时产生的偏误原因 ， 并提出行之有效的教

学策略 。 尚超 （ ２０ １ ３ ） 将汉语助动词
“

能
” “

会
” “

可 以
” “

要
” “

想
”

与蒙古语

表相同语义的词进行比较分析 ， 探讨蒙古国学生习得助动词的偏误情况 。 孔德

媛 （ ２０ １ ３ ） 对比分析
“

能
”

和
“

会
”

这两个汉语助动词和表示相近语义的英语

情态动词

“

ｃａｎ
，
ｃｏｕ ｌ ｄ

，
ｍａｙ ，ｓｈａ ｌ ｌ

，ｓｈｏｕ ｌ ｄ
，
ｗ ｉ ｌ ｌ

，
ｗｏｕ ｌ ｄ

，
ｍｕ ｓ ｔ

”

， 得出汉语助动词

和英语情态动词 出现
一

对多或多对
一

的现象是
“

不谋而合
”

的结论 ， 因为两种

语言在用法上有些形式的区别 ， 造成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在学习汉语助动词
“

能
” “

会
”

时产生偏误 。 白 云 （ ２０ １ ４ ） 则考察了 日 本学生使用
“

能
” “

会
” “

可

以
”

这三个助动词产生的偏误情况 ， 从汉语 内部迁移 、 母语负迁移 、 学习环境 、

学习方式或态度等方面分析偏误原因并提出教学建议 。 王喆扬 （ ２０ １ ５ ） 对比 了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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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
”“

会
”“

可 以
”

这三个汉语助动词和 印尼语中相应的表示推测 、 估计的动

词
“

ｂ ｉ ｓａ／ｂ ｏ ｌ ｅｈ／ｄａｐａｔ／ｍａｍｐｕ／ｍｕｎｇｋ ｉ ｎ／ ｓａｎｇｇｕｐ

”

， 分析了这三个汉语助动词的

习得难度 ， 探讨出针对印尼学生助动词学习 的教学建议。 李梦婵 （ ２ ０ １ ３ ） 将汉

语助动词
“

能
” “

可能
” “

能够
”“

可以
” “

会
” “

应该
” “

应
” “

应当
”“

要
”“

想
”

“

该
” “

得
” “

愿意
”“

肯
”“

敢
”

与法语表相 同语义的
“

ｐｏｕｖｏ ｉｒ／ｄｅｖｏ ｉ ｒ ／ｖｏｕ ｌ ｏ ｉ ｒ／ｆａ ｌ ｌ ｏ ｉ ｒ／ ｓａｖｏ ｉ ｒ／ｐｅｎｓ ｅｒ／ ｓ ｏｎｇｅｒ进行对比 ， 提出

了针对马达加斯加汉语教学的可行性意见 。

综上 ， 汉外助动词对比研究以 日韩 、 东南亚和英语背景下的助动词偏误研

究居多 ， 但针对阿拉伯语为母语的 国家和地区的助动词偏误分析较少 ， 不能适

应正在蓬勃发展的阿拉伯 国家和地区汉语教学发展需要 。 本文根据埃及学生助

动词偏误实际及学生的学习特点 ， 结合笔者在埃及教授埃及学生的实际教学经

验对助动词教学提出相应的对策。

三 、 研究 内容 、 方法和语料来源

（
一

） 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研究埃及学生在学习和使用助动词时产生的偏误规律与原因 ， 试

图 找 出避免或减少偏误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 研究的对象为埃及学生在使用
“

能 、 可 以 、 会 、 想 、 要 、 可能 、 应该 、 必须
”

这八个助动词时产生的偏误及

其原因及纠偏策略 。 本文研究的主要 问题有 ：

第
一

， 混用偏误 ， 主要偏误类型有 ：

（ １ ） 混用
“

可以
”

和
“

可能
”

。

（ ２ ） 混用
“

可以
”

和
“

会
”

（ ３ ） 混用
“

要
”

和
“

想
”

。

（ ４ ） 混用
“

应该
”

和
“

应该
”

。

第二 ， 遗漏偏误 ， 主要类型为 ：

（ １ ） 遗漏
“

能
”

、

“

会
”

、

“

可以
”

。

（ ２ ） 遗漏
“

想
”

、

“

要
”

。

（ ３ ） 遗漏
“

可能
”

。

（ ４ ） 遗漏
“

应该
”

和
“

必须
”

。

第三 ， 误加偏误 ， 主要变现为 ：

（ １ ） 误加助动词
“

能
”

、

“

会
”

、

“

可以
”

。

（ ２ ） 误加
“

可能
”

。

（ ３ ） 误加
“

应该
”

和
“

必须
”

。

第四 ， 否定用法偏误 ， 包括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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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能
”

、

“

会
”

、

“

可以
”

否定不当 。

（ ２ ）
“

要
”

否定不当 ．

（ ３ ） 助动词否定式后续成分偏误。 包括助动词否定式未对数量结构 、 动词

重叠及句尾
“

了

”

进行调整而引起的偏误 。

（二 ） 研究方法及语料来源

本文的研究运用 了第二语言 习得与教学及第二语言研究的相关理论 ， 如 中

介语理论 、 对比分析理论 、 偏误分析理论等 。

下面就上述理论做
一

个简单的介绍和说明 ：

中介语理论

中介语 （ ｉ ｎｔｅ ｒ ｌ ａ ｎｇｕ ａｇｅ ） ， 指的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在习得 目 的语的过程中形

成的介于 目 的语和母语之间 的
一

种过渡语言 ， 也称
“

过渡语
”

， 它处于不断地

发展变化之 中 ， 并逐渐 向 目 的语靠近 。 该理论 由美 国语言学界 ｓ ｅ ｌ ｉ ｎｋｅｒ 于

１ ９６９ 年提 出 ，

“

它产生的原 因有语言迁移 、 对 目 的语规则的过度概括 、 训练转

移 、 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五个方面 。

”？
中介语的研究 ， 不但可 以 了解学习者在

语言习得过程中 的
一

般性规律 ， 还可 以 了解到教师的教学 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

亟待完善之处 ， 从而提高第二语言教学水平 。

对比分析理论
“

对比分析是通过对比不同语言来确定潜在错误的方法 ， 从而把第二语言

习得环境下必须学习 的和不必学习 的东西最终区分开来 。 对比分析的 目 的是为

了预测哪些领域容易 习得 ， 哪些领域不容易 习得 。

”？
本文在对相近语义的助动

词的分析过程中 ， 较多地将学生的母语阿拉伯语助动词与汉语助动词进行比较

分析 ， 力求在学生的母语和 目 的语之间找到
一

个切入 口 ， 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

和把握两种语言的差异 ， 以期能够减少再
一

次偏误的发生 。

偏误分析理论

所谓偏误 ， 是指学习者在使用第二语言时所产生的对 目 的语的偏离现象 ，

是 以 目 的语为标准反映 出来的二语习得的不足之处 ， 学习者在第二语言习得过

程中产生的偏误具有系统性和规律性 。 本课题运用这
一

理论依据筛选出系统性

和规律性的偏误例句 ， 辨别
“

偏误
”

与
“

失误
”

。 偏误分析是对学习者二语习得

过程中生成的偏误进行分析 ， 探索学习者产生偏误的系统性和规律性 ， 从而更

加清楚透彻地了解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 ， 为第二语言教学提供参考和理论依据 。

本文运用到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

首先 ， 采用文献综述法 。 从经典的现代汉语语法专著 （主要是 《现代汉语

八百词 》 和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 ） 中提取 、 归纳助动词
“

能
”

、

“

会
”

、

“

可以
”

、

“

可能
”

、

“

想
”

、

“

要
”

、

“

应该
”

、

“

必须
”

表示的所有义项 ， 并进行必要的 比较

？
尚超 ． 蒙古国学生习得能愿动词的语法偏误研究 ［Ｄ ］ ． 吉林大学 ，

２０ １ ３ ．

？
周海中 ／刘绍龙 ．元认知与二语习得 【

Ｍ
］

．上海外语教育 出版社 ，
２００ １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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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 查阅研究者们对这一领域的汉语本体探究 、 习得研究及对比分析相关文

献 ， 吸取其研究成果。

其次 ， 米用 问卷调查法 。 问卷调查
一

共两份 ？

？

一

份是针对学生的 ， 主要考
察学生对助动词的掌握情况 ； 另

一

份是发给在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诸位汉
语教师的 ， 主要考察埃及助动词 的教学情况 。 助动词习得情况调查 问卷的设计

是根据学生 以往产生的偏误情况进行的 ， 以试题的形式出现 ， 共 ２８ 题 ， 分为单
项选择题 、 判断改错题和句型转换题 。 单项选择是针对埃及学生在 日 常交流中
出现的混用偏误设计的 ， 判断改错题是针对

“

误加 、 遗漏
， ，

两种类型的偏误设
计的 ， 句型转换考察的是学生将助动词的肯定形式变为否定形式的习得情况 ，

是针对埃及学生经常出现的助动词否定用法偏误设计的 。 同时 ， 对正在埃及开

罗大学孔子学院授课的教师进行 问卷调查 ， 以便 了解埃及当地助动词 的教学情
况 。

再次 ， 列举示例及对 比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结合恰当语境 ， 列举出具体偏
误用例 ， 并对其进行偏误分析 ； 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将学习者的母语与 目 的语进

行比较分析 。

本文语料来源有两种渠道 ：

一

是埃及学生的家庭作业 、 课堂 口头报告 、 日

常交际搜集到的偏误用例 ；
二是通过对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初级阶段的学生进行

调查 问卷搜集到的助动词偏误例句 。

四 、 本课题开展的专项调查

为 了保证 问卷调查的科学性和真实性 ， 保证调查对象在无干扰的情境中作
出 回答。 因此 ， 问卷调查遵循如下原则 ：

１ ． 问卷中 的 问题应该避免价值倾向 ， 保持价值中立 。

２ ． 提问应该最大程度地避免否定性 问题 。

３ ． 提问语言尽量做到通俗易懂 ， 使调查对象能够正确理解问题 。

４ ． 问卷不须太长 ， 问题不要太多 ， 避免调查 问卷产生疲倦心里 ， 以及给问

卷后期整理分析工作造成不必要的 困难 。

５ ． 尽量避免宗教争端 、 种族歧视等敏感问题的提问 。

６ ？ 应尽量以 日 常交际经常使用 的语言设置 问题 。

首先 ， 本次调查需要对学生的助动词使用情况进行考察 ， 以期能够把握埃
及学生助动词的习得使用情况 。 为 了调查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 调查 问卷的调查

对象为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 ２０ １ ５ 年秋季学期的 ３ ７０ 名学生 ， 其职业涉及到大
学中文系学生 、 导游 、 商人 、 空乘 、 中文外其他专业的大学生 、 中小学生等 。

年龄从 ６
—

６０ 岁不等 。 不仅考察学习者的助动词习得情况 ， 也考察学生的学习

动机和 目 的 。 在正式开始之前对调查对象的上述基本情况进行书面询 问 ， 以便
对调查对象进行更加准确 的分析 。 在 问卷 内容的设计上 ， 笔者根据 自 身教学实
践经验 ， 查找学生课上习 作 、 课后练习 、 考试试卷 、 课上 口头报告 、 课后访谈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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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相关语料 ， 经过筛选后确定针对
“

能 、 可以 、 会 、 想 、 要 、 可能 、 必须 、

应该
”

这八个学生最常出错的助动词进行问卷内容的设计与编写 。 为 了更全面 、

系统地了解学生助动词的掌握情况 ， 调查 问卷以试题的形式 出现 。 同时 ， 为 了

保证此次调查的全面性 、 真实性和有效性 ， 问卷试题的具体例句设置上力求简

单且典型 ， 使学生能够 比较轻松 、 顺利地完成试题 。 试题 由易到难设置 了选择

题 、 判断改错题 、 句型转换题三种题型 ， 共 ２７ 道题 。 其中 ， 选择题是针对学生

经常出现的近义助动词混用偏误设计的 ， 判断改错题主要考察遗漏和误加两种

偏误情况 ， 句型转换题主要考察学生将助动词 由肯定句改为否定句的掌握情况 。

该项调査 问卷详见附录
一

。

其次 ， 本课题还对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师进行 问卷调查 ， 主要考察

教师在助动词教学过程中 的教学情况 。 考察 内容包括教师在助动词教学中重点

讲解 了哪些助动词 、 针对近义助动词的辨析讲解情况及助动词课后练习情况 。

此外 ， 还询 问 了教师对当地使用 的助动词教材的看法及建议 。 为 了 更加详细地

了解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 ， 以保证调查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 调查 问卷在正式开

始之前对教师的性别 、 年龄 、 国 内任教或派出单位 、 教授的课程 、 所学专业 、

教学语言 、 外语水平等基本情况进行书面询问 。 这一问卷调查详见附录二 。

综上 ， 问卷调查分为两份 ：

一

份主要考察学生对汉语助动词的使用情况 ，．

调查对象为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 ２０ １ ５ 年秋季学期的 ３ ７ ０ 名学生 ； 另外的
一

份

主要是为 了 了解对外汉语教师对助动词知识讲解的情况以及对当地教材中助动

词注释和说明的认识和看法 ， 调查对象为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 名公派教师及

９ 名汉语教师志愿者 。

（

一

） 助动词 习得情况调查结果

该调查 问卷共发出 ３ ７ ０ 份 ， 收回有效问卷 ３７０ 份 。 其中 ， １ ９
一

２ １ 周 岁 的学

生为 ３４０ 人 ， 占总数的 ９ １ ．８９％ 。 ６
－

１ ８ 周 岁 的学生 ５ 人 ， 占总数的 １ ． ３５％ 。 ２２
－

３０ 周岁 为 １ ８ 人 ， 约 占总数 ４ ． ８６％ 。 ３０
－

６０ 周 岁 的学生 ７ 人 ， 占总数的 １ ． ９ ０％ 。

女生为 １ ０ ３ 人 ， 约 占总数的 ２ ７ ．８４％ ， 男生为 ２６ ７ 人 ， 约 占总数的 ７ ２ ． １ ６％ 。 大学

中文系学生 ３００ 人 ， 占总数的 ８ １ ．０８％ ， 其他 ７０ 人 ， （含导游 、 商人 、 空乘 、 除

中文外其他专业的大学生 、 中 小学生 ） 占总数的 １ ８ ． ９２％ 。 ９０ ． １％的汉语学习者

学习汉语的动机是找到
一

个好工作 。 仅有 ９ ．９％的学习者想通过学习汉语去 了解

中 国及中 国文化 。 ８ ３％的学 习者选择来孔子学院学习汉语是想得到孔子学院奖学

金去中 国免费留学 。 １ ７％的学习者选择来孔子学院学习汉语是因为孔子学院是当

地唯
一一

个可以学习汉语的地方 。

统计 出来的偏误例句按照偏误类型可分为混用 、 遗漏 、 误加 、 否定用法偏

误四种 。 如下所示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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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混用

助动词混用偏误具体情况如下 ：

混 用 的 助 动偏误表现 Ｉ

偏误比偏误例句



ｍ


可以一可能 混用
“

可能
”

和
“

可以
”

５ ６ ． ９８％ 我买 了 洗衣机 ， 可能不用

手洗了 。



她可以生气了 。



可以
一＾ 该用

“

可 以
”

的地方错用 ５ ３ ． ７ ５％ 我的宿舍会做饭 ：



成
“

会
”



要
一

想混用
“

要
”

和
“

想
”

 ５４ ． ６ ７％ 我
一

定想去中 国留学 。

我昨天要去 买衣服 ， 但是



后来没去 。



必须
一应该 把该用

“

必须
”

的地方错 ５ ５ ． ２４％ 埃及法律规定成年男子应



｜

用成
“

应该
”



｜ ｜

该参军 。



２ ． 遗漏

埃及学生常常遗漏汉语助动词 ， 具体情况如下 ：

遗漏的助动词偏误表现 ｜

偏误 比
｜

偏误例句



ｍ


ｉ表不允许时 ， 遗漏
“

能
”

６２ ． ２３％ 学校规定我们 不在教室吃


＾


＾表推测时 ， 遗漏
“

会
”

和 ６７ ． ７５％ 下 周 考试他
一

定取得好成



句尾的
“

的
”

＾


表提 出可能的选择或建议 ６ ５ ． ３８％ 在埃及旅游 ， 你去看看金字



时 ， 遗漏
“

可以
”



塔 ， 也去海边玩 。



想表计 划 、 打 算 时 ， 遗 漏 ４２ ． ０３％ 他昨天去买菜 ， 但是不知道



菜市场在哪里 ， 所以没去 。

要表必要时 ， 遗漏
“

要
”

５０ ． ８ ２％ 我家离学校很远 ， 每天坐
一



个小时的地铁才到学校 。

运１表按情理不宜做某事时 ，
５ ３ ．４７％ 你不对老师那么没礼貌 。



遗漏
“

应该
”



必须表按事理只能做某事时 ， ５２ ． ９２％ 《古兰经 》 规定穆斯林女孩



遗漏
“

必须
”



嫁给穆斯林男人 。



Ｗｍ表 对某种 情 况 进行推 测 ３４ ．５９％ 他生病了 ， 不过也不
一

定 。



｜

时 ， 遗漏
“

可能
”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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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误加

误加偏误率较低 ， 但也存在误加助动词的情况 ， 具体情况如下 ：

误加的助动词偏误表现 ｜

偏误 比
｜

偏误例句



＾误加表示可能的
“

会
”

４０ ． ８６％ 我希望我 的汉语会越来越



Ｗｌ误加表示能力 的
“

可以
”

３ ３ ．５ ２％ 我喜欢看书 ， 因为看书能使



我可以放松 。



１误加表示能力 的
“

能
”

３５ ． ９６％ 结婚可 以使男人们能更努力



地去工作 。



ｉｍ误 加表情 理上 有必 要 的 ２２ ． ３％

￣ ￣

以后我们
一

定要应该更加努



“

应该
”



力学习汉语。



￥１误 加 表 示 必 要 性 的
“

必 ２ １ ． ０５％ 你愿意必须跟她做好朋友

￣￣

可能 丨

误加表推测的
“

可能
” ｜

２ １ ． ０７％
丨
他
一

定可能是生病 了 。

４ ． 否定用 法偏误

助动词否定偏误的主要表现为 ：

“

能
”

、

“

会
”

、

“

可 以
”

、

“

要
”

否定不当 、 在

助动词否定式后误加数量结构 、 动词重叠式和动态助词
“

了
”

、 应该使用可能补

语否定式时误用助动词否定式 、 助动词否定式错序 。 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

被否定的助动偏误表现 ｜

偏误 比偏误例句

＿

ｎ


ｍ


Ｉ对
“

能
”

进行否定 ， 该用 ８０ ． ３３％ 这儿很吵 ， 我不能睡觉 。

可能补语否定式 的地方误



用
“

不能
”



＃对
“

会
”

进行否定 ， 该用 ７ ０ ．０９％ 我上周不会来上课 。

“

不会
”

的地方误用
“

不



ｔｒ


可以对表准许的
“

可 以
”

进行 ７ ６ ． ２３％ 老师说上课不可以睡觉 。

否定 ， 该用
“

不能
”

的地



方错用成
“

不可 以
”



１对表示意愿的
“

要
”

进行 ５２ ． ５４％ 问 ： 假期你要去打工吗 ？

^

否定 ， 该用
“

不想
”

却错答 ．

？ 假期我不要去打工 。



用为
“

不要
”



助动词否定式后加数量结 ７ ７ ． ０５％ 我不想喝
一

杯咖啡 。

构



｜

助动词 否定式后加动词重
｜６ ３ ． ９８％ ｜

我不想去海边玩玩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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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叠式 Ｉ Ｉ

助动词否定式后加
“

了
”

５５ ．７ ３％ 我弟弟不会说话了 。

从 以上习得情况调查结果来看 ， 学生在使用汉语助动词时 ， 产生很多偏误

类型 。 主要偏误类型有 ： （ １ ） 混用
“

可 以
”

和
“

可能
”

。 （ ２ ） 混用
“

可以
”

和
“

会
”

。 （ ３ ） 混用
“

要
”

和
“

想
”

。 （ ４ ） 混用
“

应该
”

和
“

应该
”

。 （ ５ ） 遗漏
“

能
”

、

“

会
”

、

“

可 以
”

。 （ ６ ） 遗漏
“

想
”

、

“

要
”

。 （ ７ ） 遗漏
“

可能
”

。 （ ８ ） 遗漏
“

应该
”

和
“

必须
”

。 （ ９ ） 误加助动词
“

能
”

、

“

会
”

、

“

可 以
”

。 （ １ ０ ） 误加
“

可

能
”

。 （ １ １ ） 误加
“

应该
”

和
“

必须
”

。 （ １ ２ ）
“

能
”

、

“

会
”

、

“

可 以
”

否定不当 。

（ １ ３ ）
“

要
”

否定不当 。 （ １ ４ ） 助动词否定式后续成分偏误 ， 其中包括助动词否

定式未对数量结构 、 动词重叠及句尾
“

了
”

进行调整而引起的偏误 。

如果对偏误类型按照偏误率从高到低排序可得出 ： 否定用法偏误 〉遗漏偏

误 〉混用偏误〉误加偏误 。 如果对偏误类型的各个次类进行排序 ， 可得出 ：

（ １ ） 混用偏误 ：

混用
“

可以
”

和
“

可能
”

〉混用
“

应该
”

和
“

应该
”

〉混用
“

要
”

和
“

想
”

〉混用
“

可以
”

和
“

会
”

（ ２ ） 遗漏偏误 ：

遗漏
“

会
”

〉遗漏
“

可 以
”

〉遗漏
“

能
”

〉遗漏
“

应该
”

〉遗漏
“

必

须
”

〉遗漏
“

要
”

〉遗漏
“

想
”

〉遗漏
“

可能
”

（ ３ ） 误加偏误 ：

误加
“

会
”

〉误加
“

能
”

〉误加
“

可 以
”

〉误加
“

应该
”

〉误加
“

必

须
”

〉误加
“

可能
”

（ ４ ） 否定用法偏误 ：

“

能
”

的否定偏误 〉助动词否定式后加数量结构偏误 〉
“

可以
”

的否定

偏误 〉
“

会
”

的否定偏误 〉助动词否定式后加动词重叠式偏误 〉助动词否定式后加
“

了
”

＞
“

要
”

的否定

本文将偏误的性质把它们分为混用 、 遗漏 、 误加 、 否定用法偏误四个偏误

类型 ， 每章将对偏误类型及其导因和纠偏策略进行针对性论述 。

（二 ） 助动词教学情况调查结果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师
一

共 １ ９ 名 ， 公派教师 １ ０ 名 ， 他们均为 国 内

学校的教师 ， 年龄在 ３ ５
－

５ ６ 周岁不等 ， 教授的科 目 为英语 、 语文 、 历史 。 汉语

教师志愿者 ９ 名 ， 他们均为 国 内 院校的本科毕业生或在读研究生 ， 年龄在 ２２
－

２ ５ 周岁之间 ， 所学的专业为阿拉伯语 、 教育学 、 体育 、 对外汉语等 。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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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重点讲解的助动词

通过对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师进行调查 ， 发现 １ ９ 名教师中 ， 有 １ ３ 名教师

教过初级学生汉语助动词 。 其中 ，
１ ０ 名教师表示 ： 重点讲解哪些助动词 ， 主要

是根据教材上对助动词的注释和说明而定 ， 只有在学到教材重点强调的助动词 ，

教师们才会对其做重点讲解 。 仅 ３ 名教师表示会根据学生使用助动词产生的 问

题、 困惑和 出现的偏误情况来选择重点讲解的对象 ， 对学生容易疑惑或出现大

量偏误的助动词进行重点讲解 。

出现助动词 的教材是初级阶段学生所使用 的 《发展汉语初级综合 １ 》

？
， 为

了方便 ， 本文将该教材简称为
“

教材
”

。 该教材共收录的助动词有 ： 想 、 要 、 可

以 、 能 、 会 、 应该 、 得 、 愿意 。 调查 问卷表明 ， 针对这八个助动词的讲解时间

和 内容的排序 ， ７ ６ ．９％的汉语教师排序如下 ： 要 〉可以 〉会 〉能 〉想 〉得 〉应该 〉愿意 。

这样的排序大致都是根据教材对生词讲解的多少而定的 ， 以下就是教材对

各助动词的注释 ：

助动词 ＷＭ

想 Ａｕｙ

Ｗｐ ｎ ｔｔ ｏ

，
ｗｏｕ ｌ ｄｌ ｉ ｋｅｔ ｏ

要 Ａｕｘ ．ｗａｎ ｔ
，ｗ ｉ ｓｈ

可 以 Ａｕｘ ．ｃａｎ
，ｍａｙ

能 Ａｕｘ ．ｃａｎ
，ｂ ｅａｂ ｌ ｅｔ ｏ

会 Ａｕｘ ．ｃａｎ
，ｂ ｅａｂ ｌ ｅｔ ｏ

应该 Ａｕｘ ．ｓ ｈｏｕ ｌ ｄ
，ｏｕｇｈ ｔｔ ｏ

要 Ａｕｘ ．ｍｕ ｓ ｔ
，ｓ ｈｏｕ ｌ ｄ

会 Ａｕｘ ． ｂ ｅｌ ｉ ｋｅ ｌ ｙｔ ｏ
，
ｂ ｅｓ ｕｒｅｔ ｏ

要 Ａｕｘ ．ｂ ｅａｂ ｏｕ ｔｔ ｏ

初级阶段教师教学使用 的语言为英语 。 教材注释的生词注释及课后说明也

为英语 。

“

想
”

、

“

要
”

和
“

愿意
”

、

“

可 以
”

、

“

能
”

和
“

会
”

、

“

应该
”

、

“

要
”

和
“

得
”

、

“

会
”

和
“

要
”

注释过于接近 ， 容易使学生对此产生困惑 。 对此 ， ６ ３ ． ５％

的汉语教师认为教材上对于助动词的注释较清楚 、 准确 ， 能帮助学生理解和掌

握助动词 。 ３６ ．５％的教师认为教材注释应该使用 阿拉伯语 。

？
荣继华 ． 《发展汉语 ？ 初级综合 》 （ Ｉ ）［Ｍ ］ ． 北京 ： 北京语言大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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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语义相近的助动词辨析讲解情况

从针对教师的调查 问卷反馈意见来看 ， 约 ８ ０％的教师没有注意对近义助动

词进行辨析讲解 。 即使在教材对某些近义助动词进行重点说明时 ， 很多教师还

只是
一

句带过 ， 或者仅仅向学生朗读教材上的说明 ， 并未通过列举大量的例句 ，

来帮助学生总结与归纳 。 仅 ３ 名教师表示在课文讲解时 ， 注意挑选 自 己认为重

要或者认为学生容易混淆的助动词进行重点讲解 ， 同时 ， 对该助动词的义项进

行适当的扩展和延伸 。

３ ． 练习情况

调查 问卷显示 ， 关于助动词 的课后练习布置 问题 ， 大部分汉语教师表示如

果教材中存在针对某些助动词设计的练习题 ， 教师会要求学生在课后完成教材

中 的课后练习 ， 并在下
一

节课讲解 。 如果在某些助动词学习 结束后 ， 教材没有

给出相应的课后练习 ， 则大部分教师表示 自 己不会 、 也没有注意到帮助学生设

计适当 的练习来巩固所学的助动词知识点 。 而且 ， 埃及学生课后练习 的参与热

情不高 ， 即便敎师 已经 明确要求学生完成课后作业 ， 也有很多学生不会 自觉完

成课后练习 。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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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混用及其导因和纠偏策略

所谓混用 ， 是指
“

对具有相 同意义的词在具体的适用条件上不 明确而导致

的本该用 Ａ 词却选用 了Ｂ 词 的错误
”

。

？
埃及学生使用助动词产生混用偏误的主

要原因是学生对在相 同或相近义项下的几个词的使用条件和范围掌握不清 ， 因

而在使用时选错了助动词 。

从习得情况调査结果来看 ， 混用偏误率 比较高 。 为 了更准确地了解埃及学

生使用助动词产生混用偏误的具体情况 ， 同时印证调查的准确性及真实性 ， 本

文结合学生课后习作 、 访谈等形式搜集到的语料进行具体分析 ， 例句如下 ：

１ ． 混用
“

可能
”

和
“

可以
”

， 例如 ：

（ １ ）＊我买了洗衣机 ， 可能不用手洗了 。

（ ２ ）＊明天可 以要开会 。

例 （ １ ） 中 ，

“

不用手洗了
”

， 属于积极的 、 期待的成分 ， 因此 ， 需要用
“

可

以
”

来表示条件允许 。 原句应改为
“

我买了洗衣机 ， 可以不用手洗了
”

。

例 （ ２ ） 中 ，

“

开会
”

属于中性词 ， 不含积极性成分 ， 也不含消极性成分 ，

应该用
“

可能
”

来表示推测 、 估计 。 例 （ ２ ） 应改为
“

明天可能要开会
”

。

＇

２ ． 表允许时 ， 该用
“

可以
”

的地方错用成
“

会
”

， 例如 ：

（ ３ ）＊我的宿舍会做饭 。

例 （ ３ ） 中 ， 句子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我的宿舍允许做饭。 应该使用
“

可 以
”

来表示做饭是允许的 ， 不能用
“

会
”

。

３ ． 表意愿时 ， 混用助动词
“

要
”

和
“

想
”

。 例如 ：

（ ４ ）＊我
一

定想去中 国 留学 。

（ ５ ）＊我要报名参加唱歌比赛 ， 但是我唱得不好 ， 就没报名 。

例 （ ４ ） 含有绝对程度副词
“
一

定
”

， 应该用
“

要
”

来表示强烈的意愿 ， 不

用
“

想
”

。 原句应为
“

我
一

定要去中 国留学
”

。

例 （ ５ ） 中 ，

“

参加 比赛
”

这种打算只停留在心里 ， 因而应该用
“

想
”

， 而不

用
“

要
”

。

４ ． 本该用
“

必须
”

的地方错用成
“

应该
”

， 例如 ．

？

（ ６ ）＊要想去中 国 留学 ， 应该通过 ＨＳＫ 四级考试 。

（ ７ ）＊埃及法律规定所有的成年男子都应该去参军 。

例 （ ６ ） 要表达的意思是 ： 通过 ＨＳＫ 四级考试是去 中 国 留学的必要条件 ， 所

以要用
“

必须
”

来表示某种硬性条件和要求 ， 而不该用
“

应该
”

。

例 （ ７ ） 要表达的意义是成年男子去参军是法律明文规定的 ， 不允许更改或

违抗 。 预设义为
“

否则就会违反国家法律规定 ， 受到严厉的惩罚
”

。 因此 ， 应该

用
“

必须
”

。

产生偏误的原因和
“

可以
”

和
“

可能
”

、

“

想
”

和
“

要
”

、

“

应该
”

和
“

必须
”

５ ５

李元元 ． 能愿动词
“

会
”

、

“

能
”

和
“

可 以
”

的偏误分析及教学建议 ［
Ｄ

］
．兰州大学 ，

２０ 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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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对助动词 的意义存在交叉有关。 因此 ， 本章在分析上述三个偏误小类时 ，

分别先就语义将两个近义助动词进行语 内 和语际的对 比分析 ， 在此基础上 ， 结

合课后习作 、 访谈等方式搜集到的偏误用例进行分析 ， 以期能够找出减少或避

免发生类似偏误的具体方案 。

第一节 混用
“

可以
”

和
“

可能
”

首先 ， 我们先将第
一

对近义助动词
“

可以
”

和
“

可能
”

进行语义比较。

吕叔湘在 《现代汉语八百词 》 中列出 了
“

可 以
”

的 四个义项 ： １ ． 表示可能 ，

能单独回答 问题 ， 否定用
“

不能
”

， 不说
“

不可以
”

；
２ ． 有某种用途 ， 否定用

“

不能
”

， 不说
“

不可以
”

；
３ ． 表示许可 ， 否定用

“

不可 以
”

或
“

不能
”

， 不能用

来单独回答问题 ；
４ ． 值得 ， 不能单独回答问题 ， 前面常加

“

很 、 倒
”

， 后面的动

词常重叠或带动量 。 该书把
“

可能
”

归入副词 ， 词义注释为
“

表示估计、 也许 、

或许
”

。 由此可见 ，

“

可 以
”

和
“

可能
”

都能表
“

推测 、 估计
”

。 另外 ， 阿拉伯语

既可以翻译为
“

可能
”

， 也可以翻译为
“

可 以
”

。

？
也就是说 ， 助动词

—

＆

可以
”

和
“

可能
”

在阿拉伯语翻译中是
一

对同译词 。 事实上 ， 两个词在汉语

中具有较为 明显的区别 ， 例如 ：

助动词
“

可以
”

表示
“

某方面条件达到规定 的要求或标准
”

， 属于褒义词 ，

而助动词
“

可能
”

只表 某种可能性 ， 并没有特殊的感情倾 向 ， 属于 中性词 。

因此
“

可 以
”

后不能加非期待的 、 消极的成分 ，

“

可能
”

表达未来发生的
一

种可

能性 ， 后续成分可 以是积极的 ， 也可以是消极的 。

从以上分析可知 ，

“

可能
”

和
“

可以
”

在阿拉伯语当 中的对应形式是重合的 ，

而且在汉语中 ， 都能表示
“

推测和估计
”

， 这就导致埃及学生误以为汉语中两词

也是相同的 ， 可以随意替换 ， 从而造成埃及学生对这两个助动词的混淆 。 例句

如下 ：

（ ８ ）＊她很可以生气 了 。

（ ９ ）＊明天可以要下雨 。

（ １ ０ ）＊学汉语可能去 中 国 留学 。

（ １ １ ）＊这时候可以遇到很多的困难 。

例 （ ８ ） 中 ，

“

生气
”

属于非期待的 、 消极的成分 ， 只能用
“

可能
”

来表示

推测 ， 而不用
“

可以
”

。 况且 ，

“

可能
”

表示
“

推测某事发生的几率
”

， 这
“

几率
”

有大有小 ， 因此能用程度副词来修饰
“

几率
”

的大小 ， 也可以用否定副词
“

不
”

表示
“

推测某事没有发生的几率
”

。 而
“

可 以
”

表示
“

事物进入容许的范围
”

，

界限十分清晰 ， 因此在量上是固 定的 ， 不能受程度副词修饰 ， 不能前加否定词

表示否定意义 。 例 （ ８ ） 中 ， 句子出现了程度副词
“

很
”

， 因此 ， 只能用
“

可能
”

，

而不能用
“

可以
”

。 句子应该改为
“

她很可能生气了
”

。

？

蒋传瑛 ． 《基础阶段词汇教学探索——多视角下 的阿拉伯语 》 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 ２〇 ｉ 〇 年第
一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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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９ ） 想表达的意思是对明天天气的推测和估计 ， 因为天气属于中性词 ，

不属于积极 、 期待成分 ， 也不属于消极 、 非期待成分 。 只能用
“

可能
”

来表示 ，

而不用
“

可以
”

。

例 （ １ ０ ） 说话者想表达的意思是学汉语具有去 中 国 留学的机会 《
“

去中 国 留

学
”

属于积极 、 期待性成分 ， 应该用
“

可以
”

表示学汉语具备这个条件和机会 。

这个句子不表示说话人的推测和估计 ， 因此 ， 不能用
“

可能
”

表示 。

例 （ １ １ ） 中 ，

“

遇到很多 的困难
”

属于非期待的 、 消极的成分 ， 因此 ， 只能

用
“

可能
”

， 而不用
“

可 以
”

来表示可能性 。 因此 ， 例 （ １ １ ） 应该改成
“

这时候

可能遇到很多的困难
”

。

上述偏误产生的原因可能与教材的编排有
一

定的关系 。 初级阶段的汉语教

材并未收录助动词
“

可能
”

， 而且将
“

可 以
”

解释为
“

提供
一

种可能的选择
”

，

这种解释容易导致学生把
“

可以
”

和
“

可能
”

等同起来 。 实际上 ，

“

可以…… ，

也可 以……
”

表示
“

提出某种容许的建议
”

。 因此 ， 教材应该收录助动词
“

可

能
”

， 并将
“

提供
一

种可能的选择
”

这
一

注释修改为
“

表示提出某种容许的建

议
”

。

另外 ， 汉语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应该重点强调
“

可 以
”

和
“

可能
”

语义 、 用

法及强调两者后续成分色彩意 义不 同 ， 举 出适当 的例子 ， 帮助学生正确区分助

动词
“

可以
”

和
“

可能
”

。

第二节 混用
“

可以
”

和
“

会
”

这
一

节我们将分析埃及学生在表示
“

允许
”

的意义时 ， 在该用
“

可以
”

的地

方错用成
“

会
”

的偏误情况 。 《现代汉语八百词 》 指出 ，

“

可 以
”

可 以表示许可 ，

否定用
“

不可以
”

或
“

不能
”

， 不能用来单独回答问题 。

“

会
”

表示可能 、 有能

力做某事 、 善于做某事 ， 不表示
“

允许
”

的意义 。 埃及学生错用
“

会
”

表示
“

允许
”

， 可能与第
一

节中 ， 学生混用
“

可 以
”

和
“

可能
”

有关 ， 很多学生可能

误以为
“

会
”

能表示
“

可能
”

的意义 ， 而
“

可 以
”

和
“

可能
”

可 以相互替换 ，

因此
“

可 以
”

和
“

会
”

也能相互替换 ， 从而产生如下偏误 ：

（ １ ２ ）＊我的宿舍会做饭 。

（ １ ３ ）＊我的书房会喝茶 。

例 （ １ ２ ） 和例 （ １ ３ ） 都表示允许 ， 应该用
“

可以
”

表示做某事是允许的 ， 不

能用
“

会
”

表示 。

第三节 混用
“

要
”

和
“

想
”

这
一

节我们将分析第三组助动词
“

想
”

和
“

要
”

的混用偏误情况 。 两词都

能表示
“

希望 、 打算
”

的意义 。 《现代汉语八百词 》 把
“

想
”

归入动词中 ， 表示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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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 打算
”

的意义 ， 必须带动词宾语 ， 可受程度副词修饰 。 表示这个意义
时 ， 我们可 以把它归入助动词

一

类 。 该书还指出
“

要
， ，

表示助动词时 ， 表示五

个义项 ： １ ． 表示做某事的意志 ， 否定不说
“

不要
”

， 说
“

不想
”

或
“

不愿意
， ，

；
２ ．

须要 、 应该 ， 否定用
“

不要
”

， 多用于禁止或劝 阻 ；
３ ． 表示可能 ， 前面可加

“

会
”

， 句尾可加
“

的
”

， 表示否定不说
“

不要
， ，

， 说
“

不会
”

；
４ ？ 将要 ， 前面

可加
“

快 、 就
”

， 句尾常加
“

了

”

；５ ． 表示估计 ， 用于比较句 。 因此 ， 两词语义
有交叉 ， 而且后面都能加动词 。

另外 ，

“

要
”

和
“

想
”

在阿拉伯语翻译中属于同译词 ’ 两者都可以对应阿拉
伯语的助动词

“

七 丨

”

、

‘

ＳＵ
”

， 表示意愿 。 事实上 ， 两词的语义侧重和用法不同 ：

“

想
”

作助动词时 ， 表示 内心的打算和想法 ， 而
“

要
”

表示意愿时 ， 强调某种
决心或决定 。

“

想
”

表不的
“

心里的打算和意愿
”

在量上可大可小 ， 因此可以用
程度副词来表示该意愿的强弱 。 而

“

要
”

表示
“

下定决心
一

定要做某事
”

， 强调

该
“

意愿或决心
”

非常强烈 ， 因此
“

要
”

只能受到
“

偏偏 、 偏 、 就 、

一

定
， ，

等
表不绝对程度副词修饰 ， 不能接受相对程度副词的修饰 。

虽然语气程度和语用特征不同 ， 但埃及学生可能很难把握这
一

点 。 再加上

在阿拉伯语翻译中 ， 两词属于 同译词 ， 埃及学生很容易将
“

要
”

和
“

想
”

混用

起来 。 这样的例子很多 ， 例句加下 ：

（ １ ３ ）＊我
一

定想在
“

汉语桥
”

比赛中拿到第
一

名 。

（ １ ４ ）＊他要去买衣服 ， 但是找不到钱就没去 。

上面两个偏误例句是 由于混淆助动词
“

想
”

和
“

要
”

造成的 。 例 （ １ ３ ） 中

含有副词
“
一

定
”

， 想要表达的意思是 ：

“

我
”

无论如何都要拿到
“

汉语桥
， ，

比

赛的第
一

名 ， 意愿非常强烈 ， 应该用助动词
“

要
，，

来表示 ， 而不能用
“

想
， ，

。 因

为
“

想
”

表达的意愿和打算只停留在 内心 ， 而不
一

定要去实施 。 因此例 （ １ ３ ）

应改为
“

我
一

定要在
‘

汉语桥
’

比赛中拿到第
一

名
”

。

例 （ １ ４ ） 中 ，

“

要
”

隐含
“

无论如何都要去做某事
， ，

的意义 ， 而句子所表示
的

“

去买衣服
”

这个动作没有发生 ， 仅停 留在
“

他
”

的 内心 ， 因此 ， 只能用
“

想
”

， 而不能用
“

要
”

。

为 了帮助埃及学生降低此类偏误率 ， 更好地进行汉语交流 。 教材应该强调
这两个助动词 的语义 、 用法和语用 的区别 ：

“

想
”

往往表示 内心的想法和打算 ，

而
“

要
”

则表示某种决心 ， 表示行动上
一

定要去做的事 ， 主观意愿强烈 。

“

想
”

可以受
一

般相对程度副词
“

很
”

的修饰 ， 而
“

要
”

只能受绝对程度副词
“
一

定
”

的修饰 。 问时 ， 设置适当的例句和课后练习 ， 帮助学生加强对这两个助动词意
义和用法的掌握和认知 。

第四节 混用
“

应该
”

和
“

必须
”

最后 ， 再来分析
一

下
“

应该
”

和
“

必须
”

这对近义助动词的混用情况 。 埃
及学生在应该使用

“

必须
”

时 ， 往往误用
“

应该
， ，

。 这可能和助动词
“

必须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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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
”

能表示相互交叉的意义有关 ， 这两个助动词都能表示
“

有必要做某事
”

和
“

必然如此
”

的意义 。 但两者的语义强度不同 ．

？ 表
“

有必要做某事
”

时 ，

“

必

须
”

表示的必要性强度远远大于
“

应该
”

， 其预设义为
“
一

定要这样 ， 否则将会

出现严重的后果
”

； 而
“

应该
”

则表示
“

这样做在道理上是正确 的 、 合理的
”

，

其预设义为
“

有必要这样做 ， 否则就不符合情理
”

。 表
“

必然如此
”

时 ，

“

必须
”

表示
“

只能这么做 ， 否则别无他法
”

， 比如
“

过河必须有船
”

， 表示
“

不可能出

现其他的情况
”

。

“

应该
”

表示
“

按照事物发展规律 ， 事情有可能会这样发展
”

，

“

应该
”

的语气含有
一

点不确定的意味 。

再加上教材将两者都注释为 ｓｈｏｕ ｌ ｄ
， 使得埃及学生在使用两个词时 ， 产生

较多的偏误 。 下面将列举
一些埃及学生在汉语交流 中 出现的偏误用例 ， 例句如

下 ：

（ １ ５ ）＊ 《古兰经 》 规定 ， 穆斯林斋月应该封斋 。

（ １ ６ ）＊这次暑假我要上辅导班 ， 但是我家离开罗很远 ， 所以没办法 ， 我应

该租房 。

（ １ ７ ）＊如果你想买这种房子 ， 应该有大约四百万 。

（ １ ８ ）＊我的车坏了 ， 应该等修理后才能开 。

例 （ １Ｗ 表达的是伊斯兰教义规定穆斯林斋月 强制要求封斋 ， 含有强制执

行 、 不容商榷的意味 ， 因此 ， 应该用
“

必须
”

来表示 ， 应改为
“

《古兰经 》 规定 ，

穆斯林斋月 必须封斋
”

。

例 （ １ ６ ） 表示因为家离开罗很远 ， 暑假需要上辅导班 ， 除 了租房 ， 没有其

他办法 。 因此 ， 需要用
“

必须
”

来表示租房是解决问题的唯
一

途径 ， 除此之外 ，

别无他法 ， 应改为
“

这次暑假我要上辅导班 ， 但是我家离开罗很远 ， 所 以没办

法 ， 我必须租房
”

。

例 （ １ ７ ） 表示的是拥有四百万是买这种房子的前提条件 ， 应该用
“

必须
”

，

而不用
“

应该
”

， 因 为
“

应该
”

的必要性较弱 ， 而
“

必须
”

程度很强 ， 句子应改

为
“

如果你想买这种房子 ， 必须有大约四百万
”

。

例 （ １ ８ ） 表示的意思是
“

修理后
”

是
“

能开
”

的必要条件 ， 应该用
“

必须
”

来表示
“

事实上必要
”

， 因 为它的预设义是
“

除此之外 ， 别无他法
”

。 应该改为
“

我的车坏了 ， 必须等修理后才能幵
”

。

上述四个用例都是 由于在应该使用
“

必须
”

的地方错用成了
“

应该
”

造成

的偏误 ， 其偏误产生的主要原 因是学生对助动词
“

应该
”

和
“

必须
”

的语义强

度不太了解 。

为 了避免类似上述偏误的再次发生 ， 汉语教材应该基于第二语言习得者的

习得情况而编排设计 ，

“

应以 目 的语及其文化与学习者的母语及其文化的对比为

前提和基础……还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学习者的文化北背景 、 宗教信仰 、 教育传

统 、 认知特点和心理需求等 。

”？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所使用 的汉语教材在

“

必须
”

和
“

应该
”

这两个助动词的讲解上存在不少缺陷 ， 例如 ： １ ． 将
“

应该
”

？
赵金铭主编 ：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４ 年 ， 第 １Ｓ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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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为
“

ｓｈｏｕ ｌ ｄ
，ｏｕｇｈｔｔ ｏ

”

， 该注释过于粗糙 ， 又缺乏适当的例句和练习帮助

学生理解和巩固该词的意义和用法 。 ２ ． 初级阶段的教材没有收录
“

必须
”

。 因此 ，

学生在应该使用
“

必须
”

意义时 ， 很容易误用
“

应该
， ，

。 教材应该因地制宜选择

适当 的助动词进行详细讲解 ， 设计适当 的例句和练习 ，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点进

行 ：

首先 ， 应该把助动词
“

必须
”

收录到初级阶段学生的教材中 。

其次 ， 增加适当 的例句和课后练习 ， 帮助学生掌握和巩固
“

应该
”

和
“

必

须
”

的意义和用法 。

再次 ， 教材应该强调
“

应该
”

表示商量 、 劝说的语气 。 如果涉及到法律法

规等原则性 问题 ， 不允许更改 ， 则应该用
“

必须
”

。

“

必须
”

除了表示
“

没有其

他办法 ， 不这么做不行
”

， 还表示
“

某些成事所需要的条件
”

。

最后 ， 强调两者的语用差别及其隐含的时间概念的差异 ：

“

必须 、 要
”

表示

命令式或强制式的
“

事理或情理上的必然
”

， 体现其不可更改性 ， 语气强硬 ，

一

般用于上级对下级或长辈对晚辈发出命令时 ， 含有警告的意味 。 助动词
“

应该
”

可 以用来表示未来时间发生的事情 ， 也可以表示过去时间发生的事情 ， 而
“

必

须
”

只能用来表示未来时间发生的事情 。

一

般
“

应该
”

用来表示过去时间发生

的事情 ， 含有
“

责备
”

、

“

遗憾
”

的意味＾ ． ．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教学过程中 ， 笔者 了解到学生们非常清楚
“

必须
”

表示
“

不得不这么做
”

、

“

没有商量的佘地
”

的意思 ， 仍然会在该使用
“

必须
”

的地

方使用表示
“

情理上理应如此
”

的
“

应该
”

。 他们认为这样做要有礼貌些 。 在初

级班的教学过程和平时交流 中 ， 笔者发现学生们在使用英语时 ， 在该用 皿＾＾
，

ｈａｖｅｔ ｏ 的地方 ， 总是用成 ｓｈｏｕ ｌ ｄ 。 这可 以证实
“

应该
”

和
“

必须
”

的误用不

仅是因为学生语言认知上的 问题 ， 而且也是文化认知上的差异 。 教师应该在教

授这两个助动词时向学生详细说明这
一

点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本章将埃及学生学习和使用汉语助动词产生的混用偏误进行较为细致的分
类 ， 主要包含混用

“

可 以
”

和
“

可能
”

、

“

想
”

和
“

要
”

、

“

必须
”

和
“

应该
， ，

这

三对近义助动词 。 同 时分析 了助动词混用产生的原 因 ， 如 ： 混用
“

可 以
， ，

和
“

可能
”

的主要原因则是对两个词所表示的感情色彩了解不够 ； 混用
“

要
”

和
“

想
”

的主要原 因是对两个词所隐含的意愿大小 、 语义强弱不够了解 ； 在本该

使用
“

必须
”

的地方误用
“

应该
”

的主要原 因在于学生对助动词
“

必须
， ，

和
“

应该
”

的语义强度掌握不足 。 本章还提出 ， 教材的编排和教师教学影响着学
生对助动词的学习和认知 ， 应该根据学生认知和学习上遇到的 困惑进行及时解

答 。 最后 ， 提出行之有效的教材编排和教学策略 。 在课堂教学和教材编排时 ，

应该 向学生重点讲解这三对助动词 的异 同 ， 以期能够帮助学生避免类似偏误的

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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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遗漏及其导因和纠偏策略

助动词遗漏偏误 ， 是指第二语言习得者在遣词造句时 ， 在应该使用助动词

来表达意愿 、 能力 、 可能 、 估计等意义的地方没有使用助动词造成的偏误 。

一

般来说 ， 初级阶段的学习者 自知对某些词的不够掌握 ， 常常采用
“

回避
”

的学

习策略 ， 试图 以此来避免错句 、 病句的发生 。 在学习汉语助动词时 ， 这种学习

策略 ， 严重导致了该用助动词而不用 的现象 。 然而 ， 有时候不用助动词似乎也

不影响表达 ， 如 ：

例 １ ： 明天我很忙 ， 不回家吃饭 。 ／明天我很忙 ， 不能回家吃饭 。

例 ２ ：
—

到秋天 ， 大雁就往南飞 。 ／
一

到秋天 ， 大雁就会往南飞 。

例 ３ ： 如果他再努力
一

点 ， 就上大学 了 。 ／如果他再努力
一

点 ， 就可以上大

学了 。

例 ４ ： 他今天吃披萨 。 ／他今天想吃披萨 。

例 ５ ： 我参加
一

个婚礼 。 ／我要参加
一

个婚礼 。

例 ６ ： 下这么大的雨 ， 他不来了 。 ／下这么大的雨 ， 他可能不来了 。

例 ７ ： 他很早就回家了广现在到家了 。 ／他很早就回家了 ， 现在应该到家了 。

例 ８ ： 我每天吃
一

个鸡蛋 。 ／我必须每天吃
一

个鸡蛋 。

通过对比分析得知 ， 以上列举的左右两个句子在意义表达上存在差异 。 这

些差异就是由于插入助动词引起的 。

例 １ 插入助动词
“

能
”

后表示 由于很忙 ， 客观条件不允许回家吃饭 。 而插

入前 ， 句子不能表达
“

由于没有客观条件而不能做某事
”

的意义。

例 ２ 插入助动词
“

会
”

后 ， 表示
“

按照客观规律 ， 某事
一

定会发生
”

的意

义 ， 而插入前句子不含
“

可能
”

的意义 。

例 ３ 插入助动词
“

可 以
”

后 ， 句子表示
“

具备某种能力或条件
”

， 意思是 ：

如果他再努力
一

点 ， 就具备上大学的能力和条件了 ， 含有惋惜的意味 。

例 ４ 插入助动词
“

想
”

后 ， 表示打算 、 计划今天吃披萨 ， 和没插入前
“

我

今天吃披萨
”

所陈述的事实相比 ， 意义存在较大出入 。

例 ５ 插入助动词
“

要
”

后 ， 可以表示两种意思 ：

一

种是我参加婚礼的意愿

非常强烈 ； 还有
一

种是我必要参加
一

个婚礼 。 与插入前的句子陈述
“

我参加
一

个婚礼
”

这样
一

个既定事实的意义不同 。

例 ６ 插入助动词
“

可能
”

表示推测 、 估计某种可能性 ， 与表示对某种既定

事实的陈述不同 。

例 ７ 插入助动词
“

应该
”

后表示推测 、 估计他应该到家了 ， 与陈述
“

他到

家了
”

这
一

事实意义不 同 。

例 ８ 插入助动词
“

必须
”

后表示如果不吃鸡蛋会有严重的后果 ， 与表示陈

述事实的
“

我每天吃
一

个鸡蛋
”

意义不同 。

可见 ， 插入助动词前后 的两个句子所表达的意义不 同 。 因此 ， 在句子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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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如果遗漏 了助动词 ， 就不能准确地表达某种意义 。 而且 ， 在很多情况下缺

少助动词会导致句子表达不完整 ， 出现语法问题 。

从习得情况调查统计数据总体看来 ， 遗漏偏误率 比误加高得多 ， 仅次于混

用偏误和否定用法偏误 。 其中 ， 遗漏助动词
“

会
”

的情况最多 ， 其次是遗漏助

动词
“

能
”

和
“

可以
”

， 遗漏
“

想
”

的情况最少 。 这可能和助动词表示的意义虚

实程度有关 ： 表示可能性的
“

会
”

词义较虚 ；

“

想
”

表示
“

计划 、 打算
”

， 意义

较为实在 ， 不容易被学生忽略 。

本章将按遗漏的助动词进行具体的偏误分类 ， 分为 四种偏误小类 ： １ ． 遗漏
“

能
”

、

“

会
”

、

“

可以
”

；
２ ． 遗漏

“

想
”

和
“

要
”

；
３ ． 遗漏

“

可能
”

；
４ 、 遗漏

“

应

该
”

和
“

必须
”

。 这四种偏误的典型用例和原因探析将会分别放在每个小节进行

论述 。

第一节 遗漏
“

能
”

、

“

会
”

、

“

可以
”

助动词
“

能
”

、

“

会
”

、

“

可以
”

都能表示
“

可能
”

的意义 。

“

能
”

和
“

会
”

还

可以用来表示
“

能力
”

的意义 。

“

能
”

和
“

可以
”

能表示
“

用途
”

和
“

许可
”

的

意义 。 可能是因为这些意艾 较容易被学生忽略 ， 因此助动词遗漏偏误 中 ，

遗漏
“

能
”

、

“

会
”

和
“

可以
”

的偏误率比较高 ， 其中 ， 遗漏
“

会
”

的偏误率最

高 ， 例句如下 ：

（ １ ９ ）＊冬天使我的头发变好 。

（ ２０ ）＊如果冬天不穿羽绒服 ， 恐怕感 冒 。

（ ２ １ ）＊因为我有房子了 ， 不用买了 。

例 （ １ ９ ） 表示冬天具备使
“

我
”

的发质变好的功能 。 例句遗漏 了表示能力 、

用途的助动词
“

能
”

。 所以需要加上
“

能
”

来表示
“

冬天
”

具备使头发变好的能

力或用途 。 例 （ １ ９ ） 应改为
“

冬天能使我的头发变好
”

。

在例 （ ２ ０ ） 中 ， 学生认为
“

恐怕
”

已经表示
一

种猜测 ， 不再需要使用
“

会
”

来表示推测 、 估计 。 事实上 ，

“

恐怕
”

只能表示某种担心 ， 并不能表示推测 。

“

会
”

才能表示对
“

感 冒
”

这个结果的估计 、 推断 。

“

恐怕会……
”

是
一

种固定

搭配 。 因此 ， 例 （ ２０ ） 应改为
“

如果冬天不穿羽绒服 ， 恐怕会感 冒
”

。

例 （ ２ １ ） 遗漏了助动词
“

可以
”

。 根据前半句
“

因为我有房子了
”

提供的条

件 ， 可以判断
“

不用买了
”

是指条件允许 ， 因此后半句应该加上
“

可以
”

， 原句

应改为
“

因为我有房子了 ， 可以不用买了
”

。

下面 ， 我们就对
“

能
”

、

“

会
”

、

“

可以
”

的遗漏情况具体分析 。 首先 ， 先来

看偏误率最高的
“

会
”

的遗漏情况 。

一

般用
“

会
”

来表示可能性 。 由于
“

可能

性
”

这
一

意义比
“

能力
”

、

“

用途
”

和
“

许可
”

等意义虚灵
一

些 ， 因此 ， 埃及学

生很容易遗漏助动词
“

会
”

， 例如 ：

（ ２ ２ ）＊他的意见很好 ， 老师同意的 。

（ ２ ３ ）＊这次考试我
一

定取得好成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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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如果是我 ， 我
一

定冷死 。

（ ２５ ）＊我希望能去中 国参加春节 ， 如果能去 ， 我
一

定就很高兴呀 ！

例 （ ２２ ） 中 ，

“

老师同意的
”

是根据
“

他的意见很好
”

这个基础推测 出来的

内容 ， 表示说话人的估计和推测 ， 然而结果并不
一

定如此 ， 因此需要使用
“

会
”

来表示
“

推测或估计
”

的意义 ， 否则句子语义就会发生变化 。 原句应改为
“

你

的意见很好 ， 老师会同意的
”

。

例 （ ２ ３ ） 的主语是第
一

人称 ，

“

会
”

隐含说话者对做某事的决心 ， 需要在句

尾加
“

的
”

，

“

会…… 的
”

是汉语的
一

个固定句型 ， 例 （ ２３ ） 应改为
“

这次考试

我
一

定会取得好成绩的
”

较为妥当 。

例 （ ２４ ） 中 ，

“

冷死
”

是指说话人推测出来的 内容 ， 而不是既成事实 ， 因此 ，

句子不能缺少表示推测的助动词
“

会
”

。 该例句的正确形式应该是
“

如果是我 ，

一

定会冷死的
”

。

例 （ ２ ５ ） 的
“

很高兴
”

是说话人推测 出来的 内容 ， 另外 ， 主语为第
一

人称 ，

隐含说话者的意愿和决心 ， 不表示对某种事实的描述 。 所以要加上表示推测的

助动词
“

会
”

和句尾的
“

的
”

。 例 （ ２５ ） 就变为
“

我希望能去中 国过春节 ， 如果

能去 ， 我
一

定会很髙兴的
”

。

其次 ， 我们再来看看遗漏助动词
“

能
”

的情况－

“

能
”

表示
“

某人具有某种

能力 、 条件或某物具有某种功能
”

的意义 。

一

般情况下 ， 如果主语是有生命的

个体 ， 大部分学生不会忽略助动词
“

能
”

表示
“

能力
”

这
一

信息 。 但当主语是

没有生命的个体时 ， 特别是在表达比较复杂的复句时 ， 需要传递的信息很多 ，

加上初级阶段的学生对汉语的认知能力还 比较欠缺 ， 因此 ， 埃及学生在表达
“

某物具有某种功能
”

的意义时 ， 常常会遗漏
“

能
”

， 例句如下 ：

（ ２６ ）＊他们是老师 ， 所 以他们把孩子培养好 。

（ ２ ７ ）＊这个海滨城市离开罗不太远 ， 坐车差不多 四个小时就到 。

（ ２８ ）＊没有努力 ， 怎么有进步呢 ？

例 （ ２６ ） 前半句
“

他们是老师
”

是
一

种条件 ， 后半句
“

把孩子培养好
”

是

指在该条件下可能会产生的结果 ， 所以应该插入表示条件取向 的
“

能
”

， 原句应

改为
“

他们是老师 ， 所以他们能把孩子培养好
”

。

例 （ ２７ ） 所要表达的意义是 ： 这个海滨城市距离开罗不远 ， 只需要四个小

时的车程就能到达 。 学生要表达的意思是 ：

“

坐车 四个小时
”

这种行为具备
“

从

开罗到达这个海岸
”

的功能或用途 ， 因此该例句遗漏 了助动词
“

能
”

， 应该加上
“

能
”

表示
“

能够
”

的意义 。 例 （ ２ ７ ） 应改为
“

这个海滨城市离开罗不太远 ，

坐车差不多 四个小时就能到达
”

。

例 （ ２８ ） 是
一

个反 问句 ， 句中
“

怎么
”

能够加强反 问语气 ， 但不能代替助

动词
“

能
”

表示
“

可能性
”

的意义 ， 例 （ ２８ ） 应改为
“

怎么能有进步呢 ？
”

再次 ， 我们来探讨
一

下遗漏助动词
“

可 以
”

的偏误情况 。 这一偏误主要发

生在需要表达
“

提出两种或以上容许的选择或建议
”

的意义的时候 ， 没有掌握
“

可 以 … … ， 也可 以……
”

这一固定句型而引起的遗漏
“

可 以
”

偏误 ， 例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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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 ２９ ）＊在埃及吃早餐 ， 你吃面包 ， 吃烤肉 。 总之 ， 你有两种选择 。

（ ３０ ）＊周末 ， 你去拜访朋友 ， 在家看书 。

（ ３ １ ）＊在埃及参加婚礼 ， 你送花 ， 也送巧克力 ， 哪种都行 。

例 （ ２９ ） 是想提出
“

吃面包
”

和
“

吃烤 肉
”

这两种可供选择的建议 。 应该

用
“

可 以 … … ， 也可 以 ……
”

来表示提出建议 。 因此 ， 句子应该改为
“

在埃及

吃早餐 ， 你可以吃面包 ， 也可以吃烤 肉 。 总之 ， 你有两种选择
”

。

例 （ ３０ ） 提出 了两种度过周末的建议 ： 拜访朋友和在家看书 。 因此应该使

用
“

可 以 … … ， 也可 以……
”

来表示提出建议 。 例句应改为
“

周末 ， 你可 以去

拜访朋友 ， 也可以在家看书
”

。

例 （ ３ １ ） 中 ，

“

花
”

和
“

巧克力
”

是参加婚礼时 ， 两种不错的礼物 ， 该句提

出 了两种不同 的建议 ， 应该使用
“

可 以…… ， 也可 以……
”

来表示
“

提出两种

或两种 以上可供参考的建议和选择
”

。 因此 ， 原句应改为
“

在埃及参加婚礼 ， 你

可以送花 ， 也可以送巧克力 ， 哪种都行
”

。

可见 ， 在语言表达中 ， 如果应该使用助动词的地方而没有使用 ， 容易导致

表达出来的语义与想表达的语义产生 出入 ， 有时候会令人费解 ， 甚至会造成句

法偏误 。 是什么原因导致学生在使用这些助动词时发生遗漏偏误的呢 ？ 又该如

何避免这些偏误的再次发生呢 ？ 我们可 以从学生使用 的教材出发 ， 看看教材对
“

能
”

、

“

会
”

、

“

可 以
”

这三个助动词 的义项是否归纳完整 ， 举出例句是否能够

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和掌握其用法 。

经过翻阅开罗大学孔孔子学院初级阶段的汉语教材 ， 我们发现教材存在以

下不足 ： １ ． 没有列举
“

能
”

可 以表示
“

某物具有某种功能或用途
”

的意义 。 ２ ．

没有对助动词
“

会
”

表示
“

可能 、 推测
”

的意义和用法进行说明 。 而且 ， 没有

指出使用助动词
“

会
”

时 ，

一

般情况下 ， 需要在句尾加上
“

的
”

， 构成
“

会……

的
”

结构 。 ３ ？ 在解释
“

可以
”

表示
“

提出可能的选择
”

这
一

意义时 ， 没有创设

具体的语境 ， 来帮助学生理解
“

可 以
”

表示
“

提出建议
”

的意义 ， 反而在某种

程度上误导学生 ， 让学生误认为
“

可以
”

表示
“

可能
”

的意义 。

由于教材在注释和举例 、 练习 的编排上存在缺陷 ， 因此 ， 教师应该在课堂

上加强和补充 ， 以减少或防止此类偏误的发生 。

另外 ， 教师应该注意引 导学生总结学习规律 ， 帮助学生理解 、 记忆和掌握

助动词
“

能
”

、

“

会
”

、

“

可以
”

的不 同义项之间 的语义联系和 引 申演变规律 ， 还

应该积极主动地去 了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扰和疑惑 ， 从而有针对性地

辅导学生 ， 及时答疑解惑 。 具体来看 ， 可 以从以下几步进行 ：

１ ． 举出适当的例句 ， 帮助学生 了解
“

能
”

、

“

可 以
”

、

“

会
”

表达的意义及其

用法 。

（ １ ）
“

能
”

和
“

会
”

表示能力

ａ ？ 人类能说话 。 （表示生而具有的能力 ）

ｂ ． 我会写汉字 。 （表示掌握的技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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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

能
”

和
“

可以
”

表示允许 、 用途

ｃ ．

—

埃磅能／可以买
一

个面包 。 （表示功能 、 用途 ）

ｄ ． 你明天可以来上班了 。 （表示允许 ）

ｅ ． 问 ： 我能进来吗 ？ 答 ： 可以 。

（ ３ ）
“

能
”

和
“

会
”

表擅长 、 善于

ｆ ． 她很能吃 ， 午饭吃了十个面包 。 （表示量大 、 时间久等 ）

ｇ ． 他很会学习 ， 八岁就能说三种外语 。 （表示擅长 ）

⑷
“

能
”

、

“

会
”

、

“

可以
”

表示可能

ｈ ． 这么好的天气 ， 哪能下雨 ？

ｉ ．

一

到秋天 ， 树叶就会变黄 。

ｊ ． 等我有了钱 ， 就可以买车了 。

２ ． 练习 。

（ １ ） 她的腿好了 ，


走路了 。 （ 能／会／可以 ／不填 ）

（ ２ ） 小 明很
＿

跑 ， 跑了三千米都不累 。 （ 能／会／可以 ／不填 ）

（ ３ ）Ａ ： 我


进来吗 ？ （能／会／可以 ）

Ｂ ：


〇

—— （ ４ ） 骆驼


好几天不喝水。 乂能／会／可 以 ）

最后 ， 教师可 以设计
一

些 日 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对话与学生进行互动 。 比

如教师可 以 问 ：

“

他的病 明天会好吗 ？
”

学生回答 ：

“

他的病 明天会好 。

”

教师可

以纠正
“

他的病 明天会好的 。

”

第二节 遗漏
“

想
”

和
“

要
”

埃及学生在使用助动词时 ， 除 了遗漏
“

能
”

、

“

会
”

、

“

可 以
”

外 ， 还遗漏
“

想
”

、

“

要
”

以及
“

可能
”

、

“

必须
”

和
“

应该
”

。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遗漏
“

想
”

和
“

要
”

的情况 。 Ｉ

首先 ， 助动词
“

想
”

只能表示
“

计划 、 打算
”

的意义 ， 该助动词义项较为

单
一

。 因此 ， 大部分学生对该助动词掌握得比较好 ， 但也存在遗漏助动词
“

想
”

的情况 ， 例如 ： ｜

（ ３２ ）＊他不要钱 ， 他借书 。

（ ３ ３ ）＊他留下来照顾他生病的妈妈 ， 但是妈妈叫他去上学 ， 不让他来照顾 。

（ ３４ ）＊昨天他去买衣服 ， 后来下雨了就没去 。

（ ３５ ）＊我 申请奖学金 ， 但我的 ｈ ｓｋ 成绩还没出来 。

例 （ ３２ ） 中 ， 助动词
“

想
”

表示
“

内心的意愿和打算
”

， 由于
“

想
”

的缺失 ，

使得语句在语义和结构上不完整 。 。 例句中 的
“

借书
”

表示的是
“

他
”

内心的打

算 。 因此 ， 应该加上助动词
“

想
”

。 应改为
“

他不要钱 ， 他想借书
”

。

例 （ ３３ ） 想表达的意思是他原来打算留下来照顾生病的妈妈 ， 但是妈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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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 因此
“

留下来照顾妈妈
”

这个动作 尚未发生 ， 仅仅是内心的打算 。 应该

用
“

想
”

来表示打算 、 计划 ， 应该加上
“

想
”

， 原句应改为
“

他想留下来照顾生

病的妈妈 ， 但是妈妈叫他去上学 ， 不让他来照顾
”

。

例 （ ３４ ） 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他昨天本来计划去买衣服 ， 但是后来 由于下雨

了没有去 。 由于
“

去买衣服
”

这件事情没有发生 ， 只停 留在 内心计划中 ， 因此

需要插入表示
“

计划 、 打算
”

的助动词
“

想
”

。 原句应改为
“

昨天他想去买衣服 ，

后来下雨了就没去
”

。

例 （ ３ ５ ） 是学生在课间进行 口头报告时造出 的句子 。 需要补充的背景材料

是 ： 只有 ｈ ｓｋ 四级和 ｈ ｓｋｋ 的成绩达到合格线后 ， 才能 申请孔子学院奖学金到中
国 留学 。 例 （ ３５ ） 的后半句说 明 ｈｓｋ 成绩还没出来 ， 按规定 ， 是不能 申请奖学
金的 。 可见 ，

“

申请奖学金
”

表示说话人的 内心打算 ， 并未真正实施 ， 因此 ， 需

要插入助动词
“

想
”

， 原句应改为
“

我想 申请奖学金 ， 但我的 ｈ ｓｋ 成绩还没出
－

ｒ
ｆ
ｒ”

不 〇

学生遗漏助动词
“

想
”

， 可能是 由于不 了解句子表示的动作 已经发生 ， 成为

既定事实 ， 还是仅仅表示说话人 内心的打算 、 计划 。 也可能和学生为 了避免错

局而采取的
“

回避
”

学习策略有关 。

其次 ， 我们再来看看遗漏
“

要
”

的情况 。 助动词
“

要
”

的义项较为复杂 。

在应该使用
“

要
”

来表示
“

必要
”

的意义时 ， 学生容易遗漏
“

要
， ，

， 例句如下 ：

（ ３ ６ ）＊我的房子在第五层 ， 我每天上去很多次 ， 也下来很多次 。

（ ３ ７ ）＊今年的夏天很热 ， 每天喝很多水 。

（ ３８ ）＊如果我的领导是不好的 ， 我当然找到别的
一

个工作 。

例 （ ３６ ） 想表达的意思是 由于房子在第五层 ， 所 以每天都必须多次上楼和

下楼 。 显然 ， 句子缺少助动词
“

要
”

来表示
“

必须
”

、

“

有必要
”

的意义 ， 导致

句子的语义和结构残缺不全 。 需要加上助动词
“

要
”

， 句子语义才能完整 。 原句

应改为
“

我的房子在第五层 ， 我每天要上去很多次 ， 也要下来很多次
”

。

例 （ ３ ７ ） 中 ， 句子想表达的是 ： 天气很热 ， 每天必须喝很多水 。 因此 ， 应

该插入助动词
“

要
”

， 来表示
“

必须
”

、

“

有必要
”

的意义 。 原句意义的正确表达

形式应为
“

今年的夏天很热 ， 每天要喝很多水
”

。

例 （ ３８ ） 中 ， 学生想表达的意义是 ： 如果领导不好 ， 我必须另外找别的工

作 。 句子缺乏表示
“

必要
”

意义的助动词
“

要
”

。 否则 ， 句子后半部分所表达的

意义就无法和前半部分的句子连接和融合 。 原句应改为
“

如果我的领导不好 ，

我当然要找别 的工作
”

。

遗漏助动词
“

想
”

或
“

要
”

偏误产生的原 因可能和教材编排 以及学生的认
知有关 。 我们先看看教材在

“

想
”

和
“

要
”

的讲解 、 注释和练习 中 ， 是否存在

缺陷和不足 。

首先 ， 教材直接把
“

想
”

和
“

要
”

都解释为 ｗａｎｔ
， 两词 的注释过于接近 ，

没有强调两词语义和用法的区别 ， 学生难以理解两词存在的差异 。 因此 ， 教材

应该加强
“

要
”

和
“

想
”

的对比练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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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 教材只说明
“

要
”

表示意愿和决心 ， 并没有说明助动词
“

要
”

表示
“

有必要
”

、

“

必须
”

的意义 ， 使得学生很难全面掌握助动词
“

要
”

的意义和用

法。 因此 ， 汉语教材应该增加助动词
“

要
”

的义项 ， 并设计相应的例句和练习 ，

帮助学生掌握助动词
“

要
”

的义项及用法 。

第三节 遗漏
“

可能
”

在本章第
一

节 ， 我们 了解到学生在表示
“

可能
”

的意义时 ， 容易遗漏助动

词
“

会
”

。 同样 ， 在表示推测 、 估计等意义时 ， 学生往往也难免遗漏助动词
“

可

能
”

， 例如 ：

（ ３９ ）＊我以后工作的时候遇到很多 困难 。

（ ４０ ）＊如果父母不好好教育 ， 孩子走上犯罪的道路 。

（ ４ １ ）＊如果没有老师帮忙 ， 我会输 。

（ ４２ ）＊他还没到 ， 堵车了 ， 也没起床 。

例 （ ３９ ） 中 ，

“

以后工作的时候
”

指的是未来的时间 ， 因此 ， 例句是对未来

发生的事情进行估计 、 推断 ， 因此缺少助动词
“

可能
”

来表示
“

推测 、 估计
”

的意义 。 例 （ ３９ ） 应改为
“

我以后工作的时候可能遇到很多 困难
”

。
—

例 （ ４０ ） 中 ， 后半句表示某种推测 的结果 ， 应该用
“

可能
”

表示推测 、 估

计 ， 原句应改为
“

如果父母不好好教育 ， 孩子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
”

。

例 （ ４ １ ）

“

我会输
”

表示
一

种接近必然的可能性 ， 而句子想要表达的可能性

不是接近必然的 ， 只是
一

般的推测 ， 因此应该在
“

会
”

前插入助动词
“

可能
”

来降低这种可能性 。 原句改为
“

如果没有老师帮忙 ， 我可能会输
”

比较恰当 。

例 （ ４２ ） 中 ，

“

堵车
”

或者
“

没起床
”

都是表示对
“

他没到
”

的原因进行推

测和估计 ， 因此 ， 应该插入
“

可能
”

表示推测 、 估计 。 原句改为
“

他还没到 ，

可能堵车了 ， 也可能没起床
”

较为妥当 。

上述偏误情况的产生的原因可能和埃及学生对助动词
“

可能
”

的认知和掌

握不足有关 。 因为初级阶段汉语教材并未把
“

可能
”

列入助动词 ， 既没有对该

词进行详细说 明 ， 也缺乏相应的课后练习 ， 从而导致学生对该词认识不足 。 在

《对外汉语教学词汇大纲 》 中 ，

“

可能
”

作为
一

类词汇 ， 要求学生在汉语学习 的

初级阶段掌握该词汇 。 因此 ， 应该把助动词
“

可能
”

收入初级阶段汉语教材中 ，

并增加针对助动词
“

可能
”

的例句和课后练习 ， 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并掌握该词 。

第四节 遗漏
“

应该
”

和
“

必须
”

助动词
“

应该
”

和
“

必须
”

都可 以表示
“

有必要做某事
”

和
“

按事物发展

规律 ， 某事会发生
”

两种意义 。 学生表示
“

有必要做某事
”

时 ， 常常遗漏助动

词
“

应该
”

和
“

必须
”

， 例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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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 ）＊学生像尊重父母
一

样尊重老师 。

（ ４４ ）＊法律要求成年男子去当兵 。

以上两个用例分别遗漏 了
“

应该
”

和
“

必须
”

而产生的偏误 。 例 （ ４３ ） 表

示学生尊重老师的情理之中 的 ， 否则 ， 不符合情理 。 因此 ， 需要加上
“

应该
”

表示按情理 ， 做某事是正确的 。 例 （ ４４ ） 含有
“

法律要求
”

， 含有强制执行 、 不

允许更加 的意味 ， 因此 ， 需要加上
“

必须
”

表示
“
一

定要这么做 ， 否则会有严

重的后果
”

。

可见 ， 表示
“

按情理 ， 做某事是正确的
”

或者
“

按事物发展规律 ， 估计某

事会发生
”

两种意义时 ， 需要使用助动词
“

应该
”

， 否则句子表达不完整 ， 例如 ：

（ ４５ ）＊找房子 ， 考虑房子的周 围环境和交通状况。

（ ４６ ）＊我认为父母尊重孩子的选择 。

例 （ ４５ ） 想要表达的意思是 ： 房子周 围环境和交通状况是选择房子非常重

要考虑 的 因素 ， 考虑这些因素是有必要的 。 句子应该加上助动词
“

应该
”

。 例

（ ４５ ） 应该改为
“

找房子 ， 应该考虑房子的周围环境和交通状况
”

。

例 （ ４６ ） 想表达的意思是 ： 我认为情理上 ， 父母尊重孩子的选择是正确的 、

符合情理的 。 原句应改为
“

我认为父母应该尊重孩子的选择
”

。

埃及学生遗漏助动词
“

应该
”

的主要原 因很有可能是因为教材的原 因 。 首

先 ， 教材把助动词
“

应该
”

注释为
“

ｓｈｏｕ ｌ ｄ
，ｏｕｇｈｔｔ ｏ

”

， 这种解释过于片面 。

因为 ， 从汉英对比角度来看 ， 助动词
“

应该
”

和
“

ｓ ｈｏｕ ｌ ｄ
，ｏｕｇｈ ｔｔ ｏ

”

关系 比

较复杂 ， 它们之间 的关系不是
一一

对应的 ， 很难通过简单的对译进行解释 。 其

次 ， 由于汉语教师不会使用阿拉伯语 ， 初级阶段的学生汉语水平有限 ， 因此课

堂语言教学主要依赖英语 ， 对生词和课文的讲解都用英语进行 ， 学生很难理解
“

应该
”

表示的
“

按情理 ， 做某事是正确的
”

或者
“

按事物发展规律 ， 估计某

事会发生
”

的意义 。 再次 ， 教材缺乏针对该词相应 的练习 ， 从而导致学生对助

动词
“

应该
”

的认识不足 。 因此 ， 教材应该加强针对助动词
“

应该
”

的练习 ，

设置具体的语境 ， 帮助学生体会使用助动词
“

应该
”

前后句子语义的区别 ， 从

而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该助动词 。

接下来 ， 我们再来看看遗漏助动词
“

必须
”

的情况 。 助动词
“

必须
”

有两

种预设义 ：

一

种是
“

必须这么做 ， 否则后果很严重
”

； 另
一

种是
“

只能这么做 ，

别无他法
”

。 学生在表达某种命令或要求的时候 ， 常常遗漏助动词
“

必须
”

， 例

如 ：

（ ４７ ）＊ 《古兰经 》 规定 ， 穆斯林做礼拜 。

（ ４８ ）＊我没有生活费 了 ， 寒假去打工 。

（ ４９ ）＊法律要求每个男人都去当兵 ， 保卫祖国 。

（ ５ ０ ）＊老师要求我们按时到教室上课 。

例 （ ４７ ） 想要表达的意思 《古兰经 》 规定 ， 穆斯林必须做礼拜 ， 否则会有

严重的后果。 句子遗漏 了
“

必须
”

来表示
“

不这么做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

。 应改

为
“

《古兰经 》 规定 ， 穆斯林必须做礼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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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４８ ） 遗漏 了
“

必须
”

， 导致句子无法表达出
“

由于没钱付生活费而被迫

寒假去打工
”

的意思 ， 使得句子意思表达不完整 。 应该加上
“

必须
”

， 即
“

我没

有生活费了 ， 寒假必须去打工
”

。

例 （ ４９ ） 想表达的意思是 ： 按法律规定 ， 每个男人都
一

定要去当兵 ， 否则

就会引起很多麻烦 。 因此 ， 需要插入表示
“

必须这么做 ， 否则后果很严重
”

的

助动词
“

必须
”

， 原句变为
“

法律规定每个男人都必须去当兵 ， 保卫祖国
”

。

例 （ ５０ ） 中 ，

“

按时到教师上课
”

是规定的 、 被要求的 ， 不然会受到相应的

处罚 。 因此 ， 需要加上助动词
“

必须
”

， 原句应改为
“

老师要求我们必须按时到

教师上课
”

。

出现上述偏误与教材没有收录助动词
“

必须
”

有关 。 《对外汉语教学大纲 》

中 ，

“

必须
”

属于
一

级词汇 ， 要求学生认识和掌握该词 。 因此 ， 教材应该收录
“

必须
”

， 并设计相应的练习和例句 ， 帮助学生全面理解该词的语义和用法 。 强

调
“

必须
”

存在两种预设义 ：

一

种是
“

如果不这么做就会有某种不 良的后果
”

；

另
一

种是
“

按照 自 然规律只能这么做 ， 别无他法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本章将埃及学生助动词遗漏偏误进行较为细致的分类 ， 主要分为 四种类型 ：

１ ．遗漏
“

能
”

、

“

会
”

、

“

可 以
”

。 ２ ．遗漏
“

想
”

和
“

要
”

。 ３ ．遗漏
“

可能
”

。 ４ ．遗漏
“

应该
”

和
“

必须
”

。 同时 ， 对各个助动词遗漏偏形成的原因进行探讨 、 分析和

归纳总结 ， 原因分析的角度主要从教材对相应助动词的编排缺陷等方面进行 。

同时 ， 就引起偏误产生的具体原因提出教材编排和课堂教学方面的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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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误加及其导因和纠偏策略

上一章我们分析了助动词遗漏偏误及其原因 ， 探索 出 了纠偏的
一

些策略 。

这
一

章我们将分析助动词的误加偏误 。 所谓助动词误加偏误 ， 指的是学习者在

使用助动词时 ， 没有掌握其限制条件 ， 在不该用助动词的地方仍然使用造成的

偏误现象 。 从偏误统计分析结果来看 ， 误加偏误的偏误率较遗漏偏误低 ， 这与

学生在汉语习得过程 中使用 的
“

回避
”

的学习策略有关 。 但是 由于学生对助动

词或其他句法成分的掌握和认知能力不够 ， 还是难免产生了误加助动词的情况 。

例如 ：

（ ５ １ ）＊结婚可以使男人们能更加努力工作 。

（ ５２ ）＊因为孩子们学习进步会很快 ， 所以老师经常表扬他们 。

（ ５ ３ ）＊我喜欢看书 ， 因为看书能使我可以放松 ？

（ ５４ ）＊他
一

定可能生病了 。

（ ５ ５ ）＊以后我们
一

定要应该更加努力学习汉语 。

（ ５６ ）＊你愿意必须跟她成为好朋方吗 ？

例 （ ５１ ） 中 ， 已经有了
一

个表示能力或功能的
“

可 以
”

， 不需要插入助动词
“

能
”

， 应该删掉多余的
“

能
”

。 例 （ ５ １ ） 应改为
“

结婚可以使男人们更加努力
工作

”

。

例 （ ５２ ） 中 ，

“

孩子们学习进步很快
”

是既定事实 ， 句子不表示可能性 ， 因

此 ， 不需要插入助动词
“

会
”

。 原句应改为
“

因为孩子们学习进步很快 ， 所以老

师经常表扬他们
”

。

例 （ ５ ３ ） 想要表达的意思是 ： 看书具有使我放松的功能和用途 。 句中 已经

使用 了
“

能
”

表示能力 、 用途 ，

“

因为读书能使我放松
， ，

意思表达完整 ， 不需要

再插入助动词
“

可以
”

， 应该删掉 。 例 （ ５ ３ ） 应改为
“

我喜欢看书 ， 因为看书能

使我放松
”

。

例 （ ５４ ）
“
一

定
”

说明句子的语气十分肯定 ， 因此不需要再插入表示
“

推测
”

意义的助动词
“

可能
”

。

“

他
一

定生病 了
”

意思表述完整 ， 应该删掉助动词
“

可

能
”

， 例 （ ５４ ） 应该改为
“

他
一

定生病 了
”

。

例 （ ５５ ） 中 ，

“

以后我们
一

定要更加努力学习汉语
”

意思表述完整 ， 不需要再使
用

“

应该
”

， 句中
“

应该
”

是多余的 。 应改为
“

以后我们
一

定要更加努力学习汉
汗 ”

ＰＱＴ〇

例 （ ５６ ） 中 ，

“

你愿意跟她成为好朋友吗
”

意思表述完整 ， 不需要再插入助

动词
“

必须
”

。 助动词
“

愿意
”

表示意愿 ， 后面不能与助动词连用 ， 因此 ， 应该

删除助动词
“

必须
”

。 应改为
“

你愿意跟她成为好朋友吗 ？
”

以上六个用例分别是 由于误加 了助动词
“

能
， ，

、

“

会
”

、

“

可 以
”

、

“

可能
”

、

“

应该
”

、

“

必须
”

而引起的偏误问题 。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误加偏误呢 ？ 该如

何避免下
一

个类似偏误的产生 ？ 下面我们将上述助动词误加 的具体偏误情况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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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分析 。

第一节 误加
“

能
”

、

“

会
”

、

“

可以
”

习得情况调查统计发现 ， 误加
“

能
”

、

“

会
”

、

“

可 以
”

的偏误率最高 。 主要

偏误表现为 ： 在句子 己经隐含
“

可能
”

、

“

能力
”

、

“

用途
”

或
“

许可
”

意义或不

需表达这些意义时 ， 仍然使用
“

能
”

、

“

会
”

、

“

可 以
”

造成的语义重复 ， 先来看

看如下例句 ：

（ ５ ７ ）＊空调能具有使空气变冷的功能 。

（ ５８ ）＊学汉语让我会更加热爱中 国 。

（ ５９ ）＊孩子第
一

次可以走路 ， 说话都是父母教育的 。

助动词
“

能
”

、

“

会
”

、

“

可以
”

主要表示功能和推测 ， 如果
一

个句子不表示

由于能力 、 用途导致某
一

行为发生的意义或不表示主观态度 ， 就不能随便乱用 。

例 （ ５ ７ ） 中 ，

“

空调具有使空气变冷的功能
”

意义表达完整 ，

“

具有…… 的功能
”

是
一

个固定句型 ， 不需要再插入
“

能
”

表示能力 。 例 （ ５８ ） 不表示可能的意义 ，

所 以不用
“

会
”

。 例 （ ５９ ） 是客观陈述
“

走路 、 说话
”

的事实 ， 不表示
“

能力所

致使
”

或
“

允许
”

， 因而不能乱用
“

可以
”

。 这样的例子很多 ， 下面就针封
“

能
”

、

“

会
”

、

“

可以
”

进行具体分析 。

首先 ， 我们先看看误加
“

能
”

的具体情况 。 很多时候 ， 句子 己经隐含
“

能

力
”

意义或不需要表达
“

能力
”

意义 ， 埃及学生仍然使用助动词
“

能
”

而导致

该类偏误的发生 ， 例如 ：

（ ６０ ）＊听汉语歌曲能对提高我的汉语水平有好处 。

（ ６ １ ）＊我的父亲是个中文翻译 ， 对中 国和中 国文化都很能了解 。

例 （ ６０ ） 中 ，

“

对……有好处
”

在现代汉语中是
一

个固定句型 ， 已经能表述
“

听汉语歌曲
”

的功能 ， 即
“

提高我的汉语水平
”

， 不需要再使用助动词
“

能
”

来表示
“

功能和能力
”

， 应该删除助动词
“

能
”

。

例 （ ６ １ ） 说话人要表达的意思是 ： 我的父亲是个中文翻译 ， 很 了解中 国和

中 国文化 。

“

对… …很 了解
”

是
一

个固定句型 ，

“

对中 国和中 国文化都很 了解
”

意思表述完整 ， 不需要再插入助动词
“

能
”

。

接下来 ， 我们来谈谈误加
“

会
”

的偏误情况 。 据统计 ， 部分埃及学生在不

需要表达
“

可能
”

的意义的情况下 ， 仍然使用
“

会
”

， 例如 ：

（ ６２ ）＊下面 ， 我会来解释
一

下中国买房子或租房子的情况 。

（ ６ ３ ）＊老师让我会明 白怎样学好汉语 。

例 （ ６２ ） 中 ，

“

解释
一

下
”

表示
“

时短量小
”

， 用来缓和语气 。 句子并不需

要表达
“

可能
”

的意义 ， 因此应该删掉
“

会
”

。 应改为
“

我来解释
一

下 中 国买

房子或租房子的情况
”

。

例 （ ６ ３ ） 不表示可能性的意义 ， 所以不能用
“

会
”

。

最后 ， 我们再来看看误加助动词
“

可 以
”

的偏误情况 。 如果句 中某些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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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型 已经隐含
“

准许 、 功能 、 能力
”

的意义或不需要表示这些的意义的情况下 ，

仍然出现助动词
“

可以
”

， 我们就可以判断为助动词
“

可以
”

的误加偏误 ， 例如 ：

（ ６４ ）＊我的身体状况是可 以符合公司 的要求的 。

（ ６５ ）＊我有信心在经理这个职位上可以发挥我的优势 。

例 （ ６４ ） 中 ，

“

是……的
”

是
一

个固定句型 ， 表示强调 。

“

我的身状况是符

合公司要求的
”

意思表述完整 ， 不需要再插入助动词
“

可 以
”

来表示能力 。 应

改为
“

我的身体状况是符合公司要求的
”

。

例 （ ６５ ） 的语义指 向是指在经理职位上发挥优势的信心 ， 而不是能力 ， 也

不是许可 。 因此 ， 不需要用助动词
“

可以
”

作谓语动词的状语 。

埃及学生出现的
“

能
”

、

“

会
”

、

“

可 以
”

误加偏误情况 ， 说明这些学生还不

能较好地处理语言羡余的使用条件 ， 助动词是否需要
“

重复
”

及其适用条件 ，

学生还没有办法判断和识别 。 因此 ， 我们应该重视汉语词汇教学 ， 教材应该包

含词汇常见的义项 ， 在生词注释时增加助动词
“

能
”

、

“

会
”

、

“

可 以
”

表示可能

的意义 ， 并针对该意义设计相应的练习 ， 使学生掌握这三个助动词 。

第二节 误加
“

可能
”

误加偏误涉及的助动词除了
“

能
”

、

“

会
”

、

“

可 以
”

外 ， 还有
“

可能
”

、

“

应

该
”

和
“

必须
”

。 本节将会探讨
“

可能
”

的误加偏误情况 。

“

可能
”

表示
“

推测 、

估计
”

，

一

般用于对未知事件的推理和判断 。 如果表示已经发生或 已知的事件时 ，

仍然使用助动词
“

可能
”

， 就会引起误加
“

可能
”

的偏误 ， 例如 ：

（ ６６ ）＊昨天我很高兴可能认识了
一

位新朋友 。

（ ６ ７ ）＊刚开始学汉语的时候 ， 我可能学得很快 。

例 （ ６６ ） 中 ，

“

昨天
”

和
“

了
”

表明事件已经发生 ， 因此不应该再用助动词
“

可能
”

来表示推测 。 原句应改为
“

昨天我很高兴认识了
一

位新朋友
”

。

例 （ ６ ７ ） 中 ，

“

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
”

表示过去时间 ， 事情 已经发生 ， 状

态和结果不需要推测和估计 。 因此不需要再插入助动词
“

可能
”

。 原句应改为
“

刚开始学汉语的时候 ， 我学得很快
”

。

第三节 误加
“

应该
”

和
“

必须
”

本节将会继续对误加
“

应该
”

和
“

必须
”

的偏误情况进行分析 。 助动词
“

应该
”

和
“

必须
”

都表示
“

有必要做某事
”

或
“

某事会发生
”

的意义 ， 如果

句子不需要表示这些意义 ， 仍然使用这两个助动词 ， 就会引起误加偏误的产生 ，

例如 ：

（ ６８ ）＊希望 困难应该不会把你打倒 。

（ ６９ ）＊长时间的噪音环境必须会影响人们的学习和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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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６８ ） 中 ，

“

希望困难不会把你打倒
”

意思表示完整 ， 不需要再插入助动

词
“

应该
”

。 助动词
“

会
”

表示某种期待 ， 而助动词
“

应该
”

表示
“

有必要
”

或
“

推测 、 估计
”

的意义 ， 与原句意思不符 ， 应该删除 。

例 （ ６９ ） 说话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是 ： 长时间 的噪音环境势必会影响人们 的

学习和生活 。 句中 已经有了
一

个表示
“

推测 、 估计
”

的助动词
“

会
”

， 不需要再

插入助动词
“

必须
”

。 原句的正确表达方式应该是
“

长时间的噪音环境会影响人

们的学习和生活
”

。

另外 ， 如果句子的语气非常肯定 ， 则不需要再使用
“

应该
”

来表示估计 、

猜测 ， 例如 ：

（ ７０ ）＊我考得了这么好的成绩 ， 父母应该
一

定会非常高兴的 。

在这个例子中 ，

“
一

定会…… 的
”

是汉语固定句型 ， 表示语气十分肯定 ，

“

父母
一

定会非常高兴的
”

意思表述完整 ， 不需要再插入表示推测意义的助动词
“

应

该
”

， 因此要删掉
“

应该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本章列举了误加偏误涉及的助动词 ， 包括
“

能
”

、

“

会
”

、

“

可 以
”

、

“

可能
”

、

“

应该
”

和
“

必须
”

这五个助动词 。 将语义和功能相近的
“

能
”

、

“

会
”

、

“

可以
”

以及
“

应该
”

和
“

必须
”

归纳为两组分别讨论 。 并在每种偏误小类后解释产生

该偏误的原因 ， 并提出相应的教学和教材编排策略及建议 。

总体而言 ， 偏误产生的原因在于学习者在使用助动词时 ， 在句法环境 己经

发生变化时 ， 没有掌握其限制条件 ， 在不该用助动词 的地方仍然使用 ， 从而造

成的偏误的产生 。 然而 ， 初级阶段的学生在对助动词没有很大把握的情况下 ，

一

般会使用
“

回避
”

的学习策略 ， 所 以这类偏误较少 。 但初级阶段的学生 由于

接触到的汉语知识较少 ， 对于汉语中很多 固定句型不 了解 ， 在句法中 出现固定

句型时 ， 这些学生仍然使用助动词 ， 还是产生了误加偏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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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否定用法偏误及其导因和纠偏策略

否定用法偏误的偏误率很高 。 其中 ， 不仅包括
“

能
”

、

“

会
”

、

“

可以
”

、

“

要
”

的否定不当偏误 ， 还包括将助动词 的肯定句转换为否定句时 ， 由于某些成分

（数量结构 、 动词重叠和句尾的
“

了

”

） 没有做相应变化而引起的偏误 。 例句如

下 ：

（ ７ １ ）＊这儿很吵 ， 我不能睡觉 。

（ ７２ ）＊明天我很忙 ， 不可 以去看电影 。

（ ７３ ）＊我的书房不会做饭 。

（ ７４ ）＊我累 了 ， 真不要去上课 。

（ ７５ ）＊我不想买
一

件衣服 。

（ ７６ ）＊没下课你不能走了 。

（ ７ ７ ）＊你不应该去看看他 。

以上用例是助动词否定用法偏误的经典偏误 。 例 （ ７ １ ） 中 ，

“

睡觉
”

的失败

并非是因为
“

不允许或者主观上没有能力
”

， 而是 由于
“

很吵
”

这种客观因素导

致的 ， 不能使厨助动词否定式来表达 ， 应该用可能补语否定式
“

睡不着
”

来表
〃

＝

示
“

尝试过但并未有结果
”

， 原句改为
“

这儿很吵 ， 我睡不着觉
”

较为合适 。 例

（ ７ ２ ） 需要用
“

不能
”

来表示客观条件不允许 。 例 （ ７ ３ ） 需要用
“

不能
”

来表

示不具备某种用途或不允许 ， 而不能用
“

不会
”

。 例 （ ７４ ） 中 ， 表示
“

没有某种

打算
”

的意义 ， 只能用
“

不想
”

， 原句应改为
“

我累 了 ， 真不想去上课
”

。 例

（ ７５ ） 中含有否定词
“

不
”

， 是对所有量的否定 ， 后面不能用数量词语修饰 ， 应

该删掉数量结构
“
一

件
”

。 例 （ ７６ ） 作为否定句 ， 不应用动态助词
“

了
”

。 例

（ ７ ７ ） 中含否定词
“

不
”

， 表示否定句 ， 不应该使用动词重叠 。

根据 以上偏误情况 ， 本章将助动词否定偏误分为三个小类分别进行具体分析 ，

包括 ：
Ｌ

“

能
”

、

“

会
”

、

“

可 以
”

否定不当偏误 。 ２ ．
“

要
”

的否定不当偏误。 ３ ．

助动词肯定句转换成否定句时 ， 由于后续成分 （含数量结构 、 动词重叠 、 句尾
“

了
”

） 没有做出相应变化引起的偏误 。

第一节
“

能
”

、

“

会
”

、

“

可以
”

否定不 当

助动词
“

能
”

、

“

会
”

、

“

可以
”

存在肯定否定不对称情况 ， 再加上可能补语

也表示能力 、 可能等意义 ， 可能补语和助动词之间 的关系较为复杂 ， 因此 ， 埃

及学生对助动词
“

能
”

、

“

会
”

、

“

可以
”

进行否定时 ， 常常产生否定不 当偏误。

“

能
”

的否定不当偏误主要表现为 ： 该用可能补语否定式却误用 了
“

不能 ＇
“

会
”

的否定不当偏误主要集中在 ： 对表示可能性的
“

会
”

进行否定 ， 直接在

前面加上
“

不
”

表示失去某种可能性 。

“

可 以
”

的否定不当偏误主要表现在 ： 对

表示准许的
“

可以
”

进行否定时 ， 直接在前面加上
“

不
”

表示
“

不允许
”

， 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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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

（ ７８ ）＊我很饱了 ， 不能吃完这么多米饭 。

（ ７９ ）＊下这么大的雨 ， 他不可以晒太阳 了 。

（ ８０ ）＊我上周不会来上课 。

以上三个用例分别是对助动词
“

能
”

、

“

会
”

、

“

可 以
”

进行否定产生的偏误 。

例 （ ７８ ） 对
“

能
”

进行否定时 ， 应该用可能补语否定式
“

吃不完
”

而误用 了
“

不能
”

。 例 （ ７９ ） 想要表达的意思是 ： 下了很多的雨 ， 没有晒太阳 的客观条件 。

在这种情况下 ， 只能用
“

不能
”

表示
“

客观上不允许
”

， 因为
“

可 以
”

的否定形

式只能是
“

不能
”

。 因为在对表示准许的助动词
“

可以
”

进行否定时 ， 不能直接

在前面加上否定词
“

不
”

。 例 （ ８０ ） 所表示的时间是
“

上周
”

， 不表示可能性 ，

因此不用
“

不会
”

来表示 ， 只能用
“

不能
”

表示
“

主客观不允许
”

， 句子可以理

解为上周 由于某种因素不能来上课 。

下面我们就
“

能
”

、

“

会
”

、

“

可 以
”

的否定不当偏误进行具体分析 。 首先 ，

先探讨
“

能
”

的否定偏误 。 在对助动词
“

能
”

进行否定时 ， 埃及学生不能掌握

可能补语否定式和
“

不能
”

的差异 ， 将两者相混淆 。 赵元任 （ １ ９６８ ） 指出 ： 注

意
“

能
”

出现的频率 ， 比英文的 ｃａｎ 低得多 ， 因为动词有了补语之后 ， 通常都

用
“

动＋得＋补
”

或
“

动＋不＋补
”

拍能性语式 。 比方通常说 ：

“

看得见 衡不说
“

能看见
”

。 他认为
“

能
”

的语义有两个 ，

“

能够
”

和
“

可以
”

。 另外 ， 初级阶段

学生没有学过补语结构 ， 因此埃及学生在对
“

能
”

进行否定时 ， 不会运用可能

补语否定式 。

接下来 ， 我们来看看对
“

会
”

进行否定而产生的偏误 。 表示没有某种可能

性时 ， 用
“

不会
”

， 但是如果表示过去的时间或己知的事情 ， 不需要估计和推断 ，

则用
“

不会
”

。 例如 ： 我上周不会来上课 。 其中 ， 由于
“

上周
”

表示过去的时间 ，

而不来上课也是己知的事情 ， 因此 ， 不能用
“

不会
”

。

最后 ， 埃及学生对表示准许的
“

可 以
”

进行否定时 ， 常常直接在前面加上
“

不
”

， 用
“

不可 以
”

来对
“

可 以
”

进行否定 。 这可能和学生受到母语阿拉伯助

动词的否定用法的影响 。 阿拉伯语中 ， 对可能类助动词进行否定 ， 直接在前面

加否定副词
“

Ｖ
”

， 因此 ， 学生在表示对汉语助动词进行否定时 ， 也直接加上否

定词表示 。 事实上 ， 如果要表示不具备某种客观条件 ， 应该用
“

不能
”

。

另外 ， 否定偏误产生的原因与
“

能
”

、

“

会
”

、

“

可 以
”

的义项和否定用法比

较复杂有关 。 根据 《现代汉语八百词 》 和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 中针对
“

能
”

、

“

会
”

、

“

可以
”

列举的义项及否定用法用列表的形式呈现出来 ， 如下 ：

表示 的 义
｜

能 ［
ｍｌ

Ｍ


表示可能
￣

１

￣

｜

否 定 用
“

不
｜

否定用
“

不会
”

Ｖ ｜

否 定 用
“

不



ｔｒ


有 某种 用
￣￣

否 定 用
“

不 Ｖ否 定 用
“

不

途能
”

能
”

或可 能



Ｉ Ｉ

补语否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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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许可
Ｉ
ｖ

｜

多 用 于疑 问ｐ ｜

否 定 用
“

不

或 否 定 ， 肯 能
”

定 用
“

可



ｔｒ


ｖ否 定 用
“

不



值得
”

有能力 或 ｖ否 定 用
“

不 ｖ否定用
“

不会
”

有条件做能
”

或可 能

某事


补语否定式


表示善 于 否 定 用
“

不 ｖ否定用
“

不会
”

做某事 丨

能
”



综上 ， 助动词
“

能
”

、

“

会
”

、

“

可以
”

能表示
“

可能
”

的意义 。

“

能
”

和
“

会
”

都可 以用来表示
“

能力 、 善于 、 可能
”

的意义 ，

“

能
”

表示否定用
“

不能
”

或可

能补语否定式 ，

“

会
”

的否定用
“

不会
”

。

“

能
”

和
“

可 以
”

都能表示
“

用途
”

和
“

许可
”

的意义 ， 表示这两个意义时 ， 否定形式都是
“

不能
”

或可能补语否定

式 。

可见 ， 助动词
“

能
”

、

“

会
”

、

“

可 以
”

否定形式较为复杂 ， 再加上可能补语

也具有表示能力 、 可能性的语义功能 ， 它与助动词表示的能力和可能性有
一

定

ｉ弇 ， 两者关系复杂 ， 很容易导致学笙在对助动词进行否定时产生偏误 。

第二节
“

要
”

否定不 当

为 了更清楚地比较
“

要
”

和
“

想
”

的否定用法 ， 我们采用列表的形式呈现 ，

如下 ：

＿

 ｜

想 ｜

要
—

希望 、 打算Ｖ

￣￣

｜

否定用
“

不想
”

￣ ￣

Ｖ ｜

否 定 用
“

不 想
”

或
“

不 愿
音

”

须要 、 应该
￣￣



否定用
“

不要
”

， 表劝阻
￣￣￣̄

表示可能ｆ 前 面 可 加
“

会
”

， 句 尾 加



“

了
”

。 否定用
“

不会
”

－

将要厂
—

表示估计


Ｖ


两词都能表示
“

意愿 、 打算
”

的意义 ， 此时否定形式都用
“

不想
”

， 而不用
“

不要
”

。 因为
“

不要
”

不能表示
“

不下定决心做某事
”

， 而是表示
“

劝阻 、 禁

止
”

的意义 。

这对于使用汉语作为母语的我们来说 ， 是很容易掌握的 。 但是对于很多埃

及学生而言 ， 却是 比较难 以掌握的 ， 这和他们使用 的阿拉伯语助动词否定表达

方式有关 。 阿拉伯语直接在助动词前加上否定词
“

Ｖ
”

来对助动词进行否定 ， 因

此埃及学生在对汉语助动词进行否定时很容易直接在
“

要
”

之前加上助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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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

， 造成
“

要
”

的否定不当的偏误 ， 例如 ：

（ ８ １ ）＊放假我不要呆在房间里看书 。

（ ８２ ） 砸不要去买菜 ， 可是家里的菜没有了 ， 所以他只 能去买了 。

例 （ ８ １ ） 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放假我不打算呆在房 间里看书 。 因此应该用
“

不想
”

表＾＾
“

不打算 、 不计划
”

。 原句应改为
“

放假我不想呆＾￡房间里看书
”

。

例 （ ８２ ） 想表达的意思是 ．

？ 他不打算去买菜 ， 但是家里的菜没有了 ， 没有

办法 ， 只好去买 了 。 表示
“

不打算
”

需要用
“

不想
”

， 而不用
“

不要
”

， 因 为
“

不要
”

表示劝阻 、 禁止 。 原句应改为
“

他不想去买菜 ， 但是家里的才没有了 ，

所以他只能去买了
”

。

第三节 助动词否定式后续成分偏误

在将助动词 由肯定形式转变为 否定形式时 ， 数量结构 、 动词重叠 、 句尾
“

了
”

等句法成分需要做
一

定的变化 ， 否则就会导致否定用法偏误 ， 例如 ：

（ ８ ３ ）＊我不想喝
一

杯水 。

（ ８４ ）＊
“

你弟弟会说话了吗 ？
”

回答
“

我弟弟不会说话了 。

”

（ ８ ５ ）＊我不想去公园玩玩 。
—

以上三个用例是在助动词 由 肯定句变为否定句时 ， 某些成分没有进行相应

调整而引起的偏误 。 例 （ ８ ３ ） 动词前有否定词
“

不
”

， 表示对所有量的否定 。 若

不是在表示反驳 、 对比 、 强调等特定的场合下 ， 动词后边的宾语
一

般不能用数

量词 ， 因为它不仅仅是对某
一

数量的否定 ， 而是对所有量的否定 。 例 （ ８４ ） 句

尾的
“

了
”

主要表示某种状态的起始 ， 也就是说 ， 在说话的那
一

瞬间进入了
一

个新的状态 ， 出现新的变化或情况 。

“

我弟弟不会说话 了
”

表示他以前会 ， 现在

不会了 ， 进入了
一

个新的状态 。

“

我弟弟不会说话了
”

是对
“

我弟弟会说话了
”

进行否定的 ， 而不是对例 （ ８４ ） 的 问句想要得到 的 回答
“

我弟弟会说话
”

或
“

我弟弟 （还 ） 不会说话
”

进行否定的 ， 因此 ， 应该删除句尾的
“

了
”

。 例 （ ８ ５ ）

中 的
“

玩玩
”

属于动词重叠 ， 表示动作 尚未发生 ， 主要作用 的缓和语气 ， 用于

委婉地表达主观愿望 。 而例 （ ８ ５ ） 是
一

个否定句 ， 表示
一

种拒绝的语气 ， 不需

要用动词重叠来缓和语气 ， 应该改为
“

我不想去公园玩
”

。

值得注意的是 ， 刘承峰 （ ２ ００ ７ ） 提出 的例句
“

我不买
一

斤 肉 ， 我买半斤
”

，

与本节的例子不可同 日 而语 。

针对 以上偏误情况 ， 教师应该注意在讲解 由肯定句变为否定句时 ， 强调某

些后续成分需要进行调整 ， 具体策略如下 ：

１ ． 教师应该指出
“

动词前有否定词语 ， 是表示对所有量的否定 。

”？
提醒学

生注意否定词
“

不
”

否定的是全部的量 ， 而不仅仅是对
“
一

杯
”

等某个数量进

行否定 。 所以 ， 否定成分后如果有数量结构 ， 应该予 以删除 。

２ ． 教师应该介绍句尾
“

了
”

表示某种情况或状态发生变化 ， 还可以对 比分

？
吕兆格 ． 关于能愿动词否定用法的偏误分析 ［

』
丨

．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
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 ，

２０ １０
，
０６ ： ２ １

－

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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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句尾插入
“

了
”

前后 的差异 ， 帮助学生体会动助词
“

了
”

所表达的意义 。 如
“

我弟弟不会说话了
”

中 ， 句尾加
“

了

”

需要表示某种状态或情况的变化 ， 表

示由原始状态
“

会说话
”

到
“

不会说话
”

的状态的转换 。 提醒学生注意 ：

“

你弟

弟会说话了吗 ？
”

说明此时对话双方知道答话人的弟弟原来不会说话 ， 如果回

答
“

我弟弟不会说话了
”

， 则与 问句逻辑不符 。

３ ． 动词重叠式表
“

量小时短
”

， 省时省力 ， 表示动作实施起来很轻松 。

一

般

用于表示未发生的动作 ， 其主要作用是缓和语气 ， 用在助动词肯定式后 ， 委婉

地表示某种愿望 、 打算 。 而助动词否定式
一

般表示拒绝 、 禁止等意义 ， 语气较

重 ， 不再需要动词重叠式来缓和语气 ， 否则就会导致助动词否定用法偏误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本章梳理 了助动词否定式 的三种偏误类型 ， 分别是 ： 助动词
“

能
”

、

“

会
”

、

“

可以
”

否定不当 、

“

要
”

否定不当 、 助动词否定式后续成分偏误 。 同时 ， 就偏

误产生的具体原因进行细致分析 ， 并提出 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

偏误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 ： １ ． 助动词肯定和否定形式不对称 ；
２ ． 在将助动词

肯定式变为否定式时 ， 某些语言成分需要进行调整 ， 如果没有注意增删这些语

言成分 ， 则会引起助动词否定用法偏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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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通过调查研究 ， 我们发现学生在使用汉语助动词
“

能
”

、

“

会
”

、

“

可 以
”

、

“

想
”

、

“

要
”

、

“

可能
”

、

“

应该
”

、

“

必须
”

时产生很多偏误 。 由于这些助动词不

是各 自 孤立 的 ， 它们之 间有 内 在的联系 ：

“

能
”

、

“

会
”

和
“

可 以
”

、

“

想
”

和
“

要
”

、

“

应该
”

和
“

必须
”

及
“

可 以
”

和
“

可能
”

的语义和用法存在交叉 。 因

此 ， 产生的偏误也存在相应的联系 。

本文第
一

章 ， 我们探讨了埃及学生助动词混用 的偏误情况 ， 包括混用
“

可 以
”

和
“

可能
”

、 混用
“

可 以
”

和
“

会
”

、 混用
“

要
”

和
“

想
”

、 混用
“

应该
”

和
“

必

须
”

。

第二章考察 了助动词遗漏偏误的情况 。

“

能
”

、

“

会
”

、

“

可 以
”

、

“

想
”

、

“

要
”

、

“

可能
”

、

“

应该
”

、

“

必须
”

这八个助动词都有涉及 。

第三章 ， 我们讨论 了埃及学生使用助动词时 ， 产生的误加偏误 。 包括误加
“

能
”

、

“

会
”

、

“

可 以
”

、

“

可能
”

、

“

应该
”

、

“

必须
”

等偏误用例和导因及纠偏策

略 。

；

第四章 ， 我们关注了埃及学生使用助动词否定用法时产生的偏误情始
…

包括
“

能
”

、

“

会
”

、

“

可以
”

否定不当 、

“

要
”

否定不当 、 某些句法成分 （如数量结构 、

动词重叠 、 句尾
“

了
”

） 否定不当 。

上述偏误产生的主要原因有 ：

首先 ， 语义相近的助动词容易被相互混淆 。 其次 ， 由于学生 尚不能掌握汉语

的羡余和省略的限制条件及意义 ， 在使用助动词时常产生遗漏和误加偏误 。 再

次 ， 再将含有助动词的句子 由肯定句改为否定句时 ， 不 了解需要对某些句法成

分进行调整而引起的偏误 。 另外 ， 由于某些词在阿拉伯语翻译中 ， 属于同译词 ，

也容易被学生混淆 。 最后 ， 教材 中 的生词注释及课后练习 的设计不当 ， 也可能

导致学生在使用助动词时产生偏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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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
孔德媛 ． 汉语能愿动词

“

能
”“

会
”

与英语情态动词对 比分析 ［
Ｄ

］
．吉林大学 ，

２０ １ ３ ．

［
７

］
李梦婵 ． 马达加斯加学生汉语能愿动词偏误分析 ［

Ｄ
］

．江西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３ ．

［
８

］
鲁晓雁 ． 日 本学生汉语能愿动词偏误研究 ［

Ｄ
］

．黑龙江大学 ，
２００ １ ．

［
９

］
吕兆格 ． 对外汉语教学中 的能愿动词俜误分析 ［

Ｄ
］

．天津师范大学 ，
２００３ －

ｎ Ｏ
］马 晶 晶 ． 外国 留学生能愿动词偏误分析

 ［
Ｄ

］
．大连外国语大学 ，

２０ １ ３ ．

［
１ １

］ 慕海球 ． 对韩初级汉语教学中 的能愿动词
“

能
”“

会
”“

可 以
”

研究 ［
Ｄ

］
．吉林大学 ，

２０ １ ２ ．

［
１ ２

］
王喆扬 ． 印尼学生习得能愿动词

“

能
”

、

“

会
”

、

“

可 以
”

的偏误分析 ［
Ｄ

】
．南 昌 大学 ，

２０ １ ５ ．

［
１ ３

］
王艳 ． 泰国初级学生汉语能愿动词偏误分析 ［

Ｄ
］

．厦 门大学 ，

２００９ ．

［
１ ４

］
王喆扬 ． 印尼学生习得能愿动词

“

能
”

、

“

会
”

、

“

可 以
”

的偏误分析 ［
Ｄ

］
．南 昌 大学 ，

２０ １ ５ ．

［
１ ５

］
王莹 ． 留学生 习得能愿动词 的偏误分析 ［

Ｄ
］

．黑龙江大学 ，
２０ １ ５ ．

［
１ ６

］ 徐美玲 （Ｍｓ Ｓｕｄａｗａｄｅｅ Ｔｈａｗｏｎｇｋｌａｎｇ ） ． 汉泰情态动词
“

能 、 会 、 可 以
”

与 ＤＡＩ 的对 比研究Ｐ ］
．浙江大

学 ，
２０ １ ０ ．

［
１ ７

］ 杨晓健 ． 能愿动词
“

能
”“

会
”“

可 以
”

交叉义项 习 得情况考察 ［
Ｄ

］
． 复且大学 ，

２０ １ ４ ．

［
１ ８

】
杨粞文 ． 泰 国 中学生能愿动词

“

能 、 会 、 可 以
’ ’

的偏误分析 ［
Ｄ

］
．云南大学 ，

２０ １ ５ ．

［
１ ９

］ 张敏 ． 英语国家学生习得汉语能愿动词
“

能
”

、

“

会
”

、

“

可 以
”

的偏误分析 ［
Ｄ

１
．湖南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３ ．

［
２０

］ 张晓玉． 英美留学生能愿动词 习得的偏误分析 ［
Ｄ

］
．黑龙江大学 ，

２０ １ ５ ．

［
２ １

］ 张雅斐 ． 留学生习得可能类能愿动词 的偏误研究 ［
Ｄ

］
．黑龙江大学 ，

２０ １ ６ ．

［
２２

］
郑娜 ． 针对印尼学生

“

能 、 会 、 可以
”

的习得顺序调査研究 ［
Ｄ

］
．河北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４ ．

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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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在珞珈山 的三年求学之旅很快就要结束了 。 蓦然回首 ， 怀着激动的心情 ，

捧着录取通知书踏进校园的情景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

一

路走来 ， 武汉大学给予

了我太多 的感动 。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赵世举教授 。 在他的身上 ， 我不仅学到了知识和研究

方法 ， 也学到 了认真踏实 、 不断创新的精神品质 ， 这些品质将使我受益终生 。

在研
一

结束后 ， 我被派往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任教
一

年 。 在这
一

年艰苦卓越

的任教生涯中 ， 虽然隔着万水千山 ， 但导师却不辞辛劳对我的论文给予及时 、

悉心 、 详细的指导 。 从最初的选题 ， 到开题报告的撰写 ， 再到初稿成形 ， 再到

修改定稿 ， 每
一

次修改都洋溢着老师敬业爱生 、

一丝不苟的精神 。 在我倍感无

助的时候 ， 导师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和信心 。 在三年的求学生涯中 ， 尤其在埃

及动荡不安的
一

年里 ， 导师的亲切关怀和无私教导使我倍感温暖 。

我还要感谢阮桂君和欧阳晓芳老师 ， 他们都给过我很多的指点和帮助 。 在

他们的帮助下 ， 我才能得以快乐地成长、 学习 ， 在此我想对两位老师说
一

声
“

谢谢
”

！
－

另外 ， 特别感谢和我
一

起在埃及并肩奋战
一

年的同事们 ， 他们不仅帮助我

分发、 填写调查问卷以及督促学生 自主填写 ， 还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予我很多的

帮助 。 还有我的同学陈烯茜 、 张丽娜 ， 她们都活泼开朗 、 积极向上 、 勤奋好学 ，

给了我很多 的启迪和帮助 ， 在校园 中建立起来的深厚的友谊也将会是我
一生不

可多得的财富 。 在此 ， 向他们表示我最诚挚的谢意 。

最后 ， 我要感谢
一

直在我深厚默默支持我完成学业的父母和男友 ， 他们在

生活和学习上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 ， 我才能专心学习 ， 完成学业 。

由于我研究水平和精力有限 ， 文章不免出现诸多疏漏偏颇之处 ， 敬请批评

指正 ， 不胜感激 。

莫夏

２ ０ １ ７ 年 ４ 月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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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

埃及开罗孔子学院学生助动词 习得情况调查问卷

性别 ：
年龄 ：

职业 ：


专业 ：


孔子学院所在班级 ：
授课教师 ：


学习汉语的 目 的 ：
到孔子学院学习汉语的原因 ：



―

、 单项选择题 。

１ ． 我买 了洗衣机 ，


不用手洗 了 。 （可以 ／可能 ）

２ ． 她


生气了 。 （可以 ／可能 ）

３ ？ 我的宿舍＿做饭 。 （可 以 ／会 ）

４ ． 我
一

定去中 国 留学 。 （想／要 ）

５ ． 我昨天
＿

去买衣服 ， 但是后来没去 。 （想／要 ）

６ ． 埃及法律规定成年男子参军 。 （必须 ／应该 ）
—

二 、 判断改错题 。 你认为下列句子正确吗 ？ 如果不正确 ， 请改正 。

７ ． 学校规定不在教室里吃饭 。

８ ． 下周考试他
一

定取得好成绩 。

９ ． 在埃及旅游 ， 你去看看金字塔 ， 也去海边玩。

１ ０ ． 他昨天去买菜 ， 但是不知道菜市场在哪里 ， 所以没去 。

１ １ ． 我家离学校很远 ， 每天坐
一

个小时的地铁才到学校 。

１ ２ ． 你不对老师那么没礼貌 。

１ ３ ． 《古兰经 》 规定穆斯林女孩嫁给穆斯林男人 。

１ ４ ． 他生病 了 ， 不过也不
一

定 。

１ ５ ． 我希望我的汉语会越来越好 。

１ ６ ． 我喜欢看书 ， 因为看书能使我可 以放松 。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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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７ ． 结婚可以使男人们能更努力地去工作 。

１ ８ ． 以后我们
一

定要应该更加努力学习汉语 。

１ ９ ． 你愿意必须跟她做好朋友吗 ？

２０ ． 以后我们
一

定要应该更加努力学习汉语 。

２ １ ． 他
一

定可能是生病了 。

三 、 句型转换题 。 把下面的句子改成否定句 。

２２ ． 今晚我能睡着觉 。

２３ ． 我能吃完
一

碗饭 。

２４ ． 老师说上课可 以睡觉 。

２５ ． 假期我要去打工 。

２６ ． 我想喝
一

杯咖啡 。

２ ７ ． 我想去海边玩玩。

２８ ． 我弟弟会说话了 。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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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教师助动词教学情况调查问卷

性别 ：
年龄 ：

出 国前职业 ：


专业 ：
初级阶段教学语言 ：



派出方式 ：


（汉语教师志愿者 ／外派教师 ）

教授班级 ：


国 内任职单位 ：
国 内教授的课程 ：



１ ． 在教学过程中 ， 请对下列各个助动词按教学过程 中讲解的深度和广度进行排

序 ？

？

想 、 要 、 可以 、 能 、 会 、 应该 、 必须 、 可能

提示 ： 以上所列举的各个助动词在教材中 的义项及出现顺序如下所示 ：

助动词Ｔ
￣￣

Ｗｍ

想 Ａｕｘ ． ｗａｎｔｔ ｏ
，
ｗｏｕ ｌ ｄｌ ｉ ｋｅｔ ｏ

要１ Ａｕｘ ．ｗａｎ ｔ
，ｗ ｉ ｓ ｈ

可以 Ａｕｘ ．ｃａｎ
，
ｍａｙ

能 Ａｕｘ ．ｃａｎ
，
ｂ ｅａｂ ｌ ｅｔ ｏ

会１ Ａｕｘ ．ｃａｎ
，
ｂ ｅａｂ ｌ ｅｔ ｏ

应该 Ａｕｘ ．ｓ ｈｏｕ ｌ ｄ
，ｏｕｇｈ ｔｔｏ

要
２ Ａｕｘ ．ｍｕ ｓ ｔ

，ｓｈｏｕ ｌ ｄ

会
２ Ａｕｘ ．ｂ ｅｌ ｉ ｋｅ ｌ ｙｔ ｏ ，

ｂ ｅｓｕｒ ｅｔ ｏ

要３ Ａｕｘ ．ｂ ｅａｂｏｕ ｔｔ ｏ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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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教材并未将
“

必须
”

和
“

可能
”

列入助动词中 。

２ ． 您对近义助动词的辨析讲解是否完全依据教材进行 ？ （ ）

３ ． 在助动词讲解时 ， 您是否将 自 己认为学生较容易混淆的两个或几个近义助动

词进行辨析 ？ （ ）

４ ． 在讲完助动词后 ， 您怎样布置课后作业 ？ （ ）

Ａ ． 要求学生完成教材的课后练习

Ｂ ． 自 己设计课后练习帮助学生巩固助动词知识

Ｃ ． 不布置课后作业

５ ． 如果在某些助动词讲解结束后 ， 教材没有针对巩固该助动词而设计的课后练

习 ， 您如何处理 ？ （ ）

Ａ ． 自 己设计课后练习帮助学生巩固助动词知识

Ｂ ． 不布置课后作业

６ ？ 您认为 当前使用 的教材生词注释 、 课后说 明 、 课后练 习 是否准确得当 ？

（ ）

７ ． 您认为埃及对外汉语本土教材是否有必要 用 阿拉伯语进行注释和说 明 ？

（ ）

１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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