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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阿拉伯语和汉语是两种语法系统完全不同的语言，这使埃及学

出现很多语法偏误，趋向补语的使用偏误就是其中之一。本文通过调查

趋向补语时

向补语教学

出现的结构偏误和语义偏误，分析了偏误产生的原因，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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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abic and Chinese have completely different grammar systems，which

makes Egyptian learners of Chinese have many grammatical errors．One of them is related

to the complement of direction．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ypes of errors in Egyptian

students’learning the complement of direction through questionnaires．It is divided into

two types，the errors in sentence structure and the errors in sentence meaning．In sentence

structure，the highest error rate lies in the misalignment of compound complement of di—

rection and object position．In sentence meaning，the highest error rate lies in misclassifi-

cation．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re are three main reasons for those errors，i．e．，negative

transfer from the native language，negative transfer from the target language，and the in—

fluence of the improper way of teaching and improperly-translated text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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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埃及学生汉语趋向补语偏误分析

阿拉伯语是一种有着丰富词语形态变化的语言，被称为“形态变化语言”。汉语则不同。

汉语没有词汇的形态变化，它使用增加助词或者其他语法成分的方法来表达语义，被称为“语

义型语法体系”。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也存在不同。阿拉伯语中没有汉语特有的趋向补语，但

它有表示动作行为方向的动词，例如：(出去)c卢(回来)止(下去)J一。汉语经常用趋向补
语来表示动词的方向，而阿拉伯语只用一个动词或介词来表达。例如：汉语中“请你把这个西

瓜切开”，阿拉伯语表达为“酬1 o■一I盐_小”(请你把这个西瓜切)；又如汉语中“请你把
这张桌子搬出去”，阿拉伯语表达为“；-_l·▲c卢I血_小”(请你把这张桌子搬)。这种表达

上的差异会使学生搞不懂为什么要使用趋向补语，从而增加汉语学习的难度。

那么，埃及学生学习趋向补语时有哪些常见错误呢?其背后的原因又有哪些呢?本文将

着重探讨这些问题。

二、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

笔者对120名初级、中级和高级水平的埃及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他们分别来自首都师范

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埃及开罗大学和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学生

的年龄在18—30岁之间。他们的母语都是阿拉伯语，均学过英语，汉语是他们正在学习的第

二语言。被试的情况详见下表：

表1被试构成情况

汉语水平
学校

高级 中级 初级

首都师范大学 5 1

北京语言大学 11 8 6

北京大学 5 6

中国人民大学 2 3

埃及开罗大学 13 20 17

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 4 6 13

总计 40 4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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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测试性调查的方法，以两种方式发放问卷，一是通过互联网给在埃及的学习者

发放调查问卷，二是课后给在中国的埃及留学生现场发放调查问卷。

回收调查问卷后，对部分学生进行了访谈。

(三)调查内容

调查问卷共设计了54题，包括六种题型。

补语语序题7题，如：爸爸看A起B来C(今天的报纸)。

填空题9题，如：我渐渐喜欢( )了中国。

选择题11题，如：我在外面看见他从办公室里搬( )一张桌子。(A．出来B．出去C．进

来D．进去)

改错题6题，如：等我长大起来，我就去国外学习。

考查学生对“立足点”理解的题目6题，如：她爬上山( )了，我们班Nf<J登顶了。

翻译题1题5，如：叫l≯Lj山。

设计选择题和改错题的目的是考查学生汉语趋向补语的习得情况，发现常见的偏误类型，

同时也是为了了解他们对趋向补语与动词及宾语的搭配的掌握情况；设置语序题和翻译题的

目的是考查在不受选项干扰的情况下学生使用汉语趋向补语的能力。

(四)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埃及学生的汉语趋向补语的偏误主要分为错序、遗漏、误代、误加四种，详

见下表：

表2偏误统计

偏误类型及占比／％
汉语水平

简单趋向补语与宾语错位 复合趋向补语与宾语错位 遗漏 立足点混淆 其他误代 误加

初级 18 25 22 7 15 13

中级 17 26 24 6 14 13

高级 15 24 26 6 14 15

通过访谈，笔者了解到：趋向补语是初级水平埃及学生汉语学习的难点，而在初级阶段，老

师会把趋向补语所有的格式都放在一起讲授，这会导致他们使用时感到迷惑；到了中级阶段，

埃及学生对汉语趋向补语的运用不够熟练，再加上阿拉伯语中没有相对应的语法形式，使得这

一阶段的学生产生的偏误特别多。调查还表明，复合趋向补语的偏误比简单趋向补语的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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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这跟学生母语阿拉伯语的负迁移有关。

(一)偏误类别

三、讨论及教学建议

埃及学生汉语趋向补语偏误分析

埃及学生使用汉语趋向补语时不仅偏误率很高，而且偏误类型较复杂。本调查中出现的

趋向补语偏误主要分为两大类：结构上的偏误和语义上的偏误。

1．结构上的偏误。

结构上的偏误是指趋向补语和宾语搭配的顺序有误，这种偏误率很高。例如：“*他进去

图书馆”，应改为“他进图书馆去”。通过调查和访谈我们发现，埃及学生使用趋向补语时出现

的错序偏误率最高，其类型主要是宾语与趋向补语的错位。

(1)简单趋向补语的宾语位置错误。

现代汉语中，简单趋向补语有四种结构方式：

如果宾语是处所宾语，宾语应置于动词和“来、去”之间，格式为“V+宾语+来／去”。例

如：“她回房间去了”“你上山来吧!我们在山顶等你”。

当宾语表示人或事物时，既可以放在趋向补语后面，也可以放在补语前面，这时就有两个

不同的格式：“V+宾语+来／去”式和“V+来／去+宾语”式。例如：“她拿了一支笔来”“她拿

来了一支笔”“他从书架里拿出一本书来”“他从书架里拿出来了一本书”。这种情况用在陈述

句里。若是祈使句，只能用“V+宾语+来／去”格式。例如：“请你带一本书来”。

当宾语表示抽象事物时，只能用在宾语前面。例如：“春天给我带来了温暖”“我在等她的

时候，突然飘来了花香”。

无论宾语是处所名词还是其他词类都应置于简单趋向补语之后。例如：“玛丽渐渐爱上了

中国”“这个房问可以坐下50个人”。

这四种情况比较复杂，学生往往难以掌握。本研究结果显示，简单趋向补语的宾语位置错

误偏多，偏误率为50％。错误类型有两种：一种是处所宾语的位置错位，学生经常会把处所宾

语放在趋向补语后。例如：“*我马上要回去埃及”，应改为“我马上要回埃及去”，因为宾语是

处所名词，应该放在趋向补语前。另一种是事物宾语的位置错位。例如：“*春天给我们带温

暖来了”，应改为“春天给我们带来了温暖”，“了”表示已经实现，所以宾语只能放在趋向补

语后。

(2)复合趋向补语的宾语位置错误。

复合趋向补语的结构也比较复杂，主要有两种：

趋向补语结构中包含处所宾语，结构式是“动词+趋向动词+处所宾语+来／去”。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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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走进房间去了”。

趋向补语结构中包含非处所宾语，结构式有三种。一是“动词+趋向动词+宾语+来／

去”。例如：“树林里跳出一只猴子来”。二是“动词+宾语+趋向动词+来／去”。例如：“别忘

了带点水果回来”。三是“动词+趋向补语+宾语”。例如“他带回来几封信”。

复合趋向补语的复杂性也使学生容易出错，错误率达75％。例如：“*他生气起来”。显

然，上述句中宾语的位置不正确，应该放在“趋向动词1”后和“趋向动词2”前。但是老师讲补

语时往往会强调补语应该放在动词后面，这导致学生无论什么情况都会把趋向补语一起放在

动词之后。

(3)遗漏。

趋向补语遗漏是埃及学生使用趋向补语容易产生的偏误之一，偏误率为72％。例如：

“*他马上走下楼”“*我想来一个好办法”。

在完成测试问卷后，笔者也对学生进行了访谈，他们认为自己产生偏误的原因是阿拉伯语

中没有这个语法成分，担心用错，所以会选择回避使用。

2．语义上的偏误。

由于阿拉伯语与汉语的系统完全不同，所以很多情况下不能对译；母语为阿拉伯语的学生

在趋向补语的语义表达上也会出现错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立足点混淆。

趋向词“立足点”混淆是偏误率最低的一类，为19％。例如：“*我们聊完以后，玛丽就从

办公室走出来”。

(2)误代。

由于阿拉伯语根本没有趋向补语，因此学生需要很长时间、反复练习才能掌握汉语的趋向

补语。尤其是引申义，学生一般不能透彻理解，常常出错。这类偏误率为43％。例如“*我渐

渐喜欢起了中国”。

(3)误加。

由于老师讲汉语趋向补语时会强调它的结构，学生经常忽略意义，导致在不需要使用趋向

补语的情况下却使用了趋向补语，从而使句子语义前后矛盾，这种偏误率为41％。例如：

“*等我长大起来，我就去国外学习”“*从这个地方流出下去的是埃及的尼罗河”“*如有什么

事情，欢迎致电来我们公司”。

(二)偏误原因分析

母语为阿拉伯语的学生使用汉语趋向补语的偏误主要集中在语法和语言表达上的习惯差

异、对趋向补语及其引申义的理解、趋向补语与宾语的位置混淆等。造成这些的偏误的原因主

要涉及两个方面：学生自身的原因、教材与教学的原因。

1．学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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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母语负迁移。

语言之间的差异会给学习外语的学生带来困难。埃及学生学习汉语趋向补语时，很容易

受到母语阿拉伯语的影响。比如，阿拉伯语和汉语表达趋向意义的方法很不相同，请见下表：

表3趋向补语在阿拉伯语中的对应表达式

汉语表达方式 阿拉伯语表达方式

回来 。。(回)

回去 q≮(去)

切开 幽(切)

流下 幽(流)

搬出去 凶(搬)

虽然阿拉伯语中没有趋向补语，但是它有表达趋向意义的方法，最常见的方法是省略汉语

趋向补语，只使用一个动词表达动作的方向。因此，埃及学生在使用汉语时会出趋向补语的遗

漏偏误。

(2)目的语负迁移。

埃及学生学习汉语的初级阶段，初次接触趋向补语，在学习过程中，会根据自己掌握不多

的汉语知识，自行归纳出一些所谓的“规律”，往往会忽视趋向补语不但有基本义而且也有引申

义。例如：“*自从来中国后，我很努力地学习，所以比在埃及学习忙起来了”，学生已经知道了

“起来”可以用来表示动作的开始，但是这句话比较的是动词，不能再加补充成分；再比如“*虽

然这件事很重要，但是新闻却没有向我们报告出”，学生学过在表达动作的产生就用“出”作为

趋向补语，但其实不是所有的情况都适用，于是造成了上面的偏误。

2．教材与教学的影响。

(1)教材的影响。

教材是教学的重要依据，使用质量不高或者不恰当的教材会影响教学效果。在埃及，引进

教材的途径有限，有些教材并不适用。以笔者在大学一年级时使用的语法教材为例。教材采

用英语翻译，例如：“请打开窗户”，英语表达是“Please open the window．”；又如：“没有他，我

活不下去”，英语表达是“I can’t live without him．”，而英语翻译根本看不出有补语成分，这造

成了学生理解上的困难。另外教材里的练习设计不足，不利于初学者巩固提高。

(2)教学的影响。

通过访谈，笔者发现趋向补语的教学有待改善和提升。汉语语法对母语者来说很简单，也

有一些教师认为语法根本不用讲，但是汉语语法对外国学习者来说却并不容易。有学生谈到，

有一些教师在讲解汉语趋向补语时，不说明意义，甚至把这一语法点解释为一种习惯用法。这

样的解释相当于什么都没讲，导致学生理解起来非常吃力。从此可见，如果教师抱着“习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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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说”的心态来讲解趋向补语，那么会使本来就是难点的趋向补语更加难以掌握。笔者认为，

外教授课对初级阶段的学生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尽管可以提高学生的口语水平，但是如果不用

学生母语讲解语法、讲透语法，往往会影响学生理解，从而造成偏误。

(三)对趋向补语教学与学习的建议

1．教学建议。

(1)分层讲解补语格式，有效分散教学难点。

通常情况下，在讲授汉语补语时，很多教师会把补语所有的格式放在一起讲解，再给一定

的练习让学生操练。这种讲授方法虽然系统全面，但一下子给汉语水平有限的学生这么多内

容，反而会给学生带来困扰，不知道在哪种情况下使用哪个格式才对。例如：趋向补语带宾语

时，宾语既可以放在补语前又可以放在补语后。有老师在教学时告诉学生，“买回一支笔来”和

“买回来一支笔”的区别在于使用频率的高与低。这样的讲解使得大部分学生无所适从，于是

就会选择回避策略，所有的情况下都只使用一种格式。笔者认为，在初级阶段无论宾语是处所

名词还是其他成分，最好先教授最常用的格式，这样会避免混淆。到中级阶段，当学生积累了

更多的汉语相关知识和语感后，能较好掌握趋向补语时，再教授其他格式及用法。

(2)使用更适合埃及学生的教材。

埃及的很多学校刚刚开设中文系，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教材，基本上采用中国提供的汉语教

材。以开罗大学为例，教材的注释和语法解释都采用英语翻译，对于埃及学生来说，汉语语法

翻译成英语会增加难度。虽然目前已有教材使用阿拉伯语翻译，但对相关语法知识的介绍和

解释往往语焉不详，不够准确，实用性有限。例如：“他进教室去了”，翻译成“心I山”即“进教
室”，翻译后没有体现补语成分，这自然会影响学生对这种语法结构的理解。因此，编写翻译到

位、讲解准确、练习全面的阿拉伯语版汉语教材已成为当务之急。

(3)加强操练。

埃及学生学习汉语趋向补语时遇到最大的问题是练习数量和练习时间不够。建议在初级

阶段，采取精讲多练的方式，循序渐进，增加针对性的练习，把大量时间用在练习上。在教学过

程中以简单趋向补语、复合趋向补语为序讲解，之后强化练习。教学中，不仅依靠教材中的练

习，还应充分利用各种教材外资源，加大趋向补语的操练强度。

2．学习策略建议。

(1)摆脱阿拉伯语负迁移的影响。

阿拉伯语没有趋向补语，埃及学生学习汉语时也会使用母语思维习惯去理解，因此他们在

学习汉语趋向补语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遗漏。例如：“孩子向我跑过来了”，在阿拉伯语中的结构

是“p嫡J越I d户”(孩子跑了向我)，这种母语结构会让学生表达在表达时遗漏趋向补语“过

来”。为了避免这种偏误，教师应帮助学生通过阿拉伯语和汉语的对比分析，熟悉两种语言语

法系统的差别，逐渐摆脱阿拉伯语表达习惯的干扰。另外，在运用中掌握好外语是一个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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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埃及学生应多阅读汉语材料，熟悉汉语语法体系，培养汉语语感；也可通过互联网多关注

中国的媒体，创造条件跟中国人交流，关注自己容易出错的问题，进而真正学会使用趋向补语。

(2)自觉实践运用。

汉语趋向补语有较多的结构和意义，学生很难区分。即使老师在课堂上讲得特别清楚，但

课堂上缺乏实践环境，课后学生很难正确运用。因此，在老师讲解之后，学生应该自觉运用，使

用老师讲解的趋向补语练习对话或者做造句练习，这样会增强对趋向补语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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