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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目前，对外汉语教学中时量补语的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系统性也不强。为

了从第二语言习得角度进一步深化对汉语时量补语及其教学的研究，本文借鉴已

有研究成果，以母语或第一语言为英语学习者汉语时量补语的习得情况为研究对

象，在语料库语料收集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语言对比、中介语和偏误分析

理论以及教材编写的相关理论，对所收集的留学生汉语时量补语习得偏误语料进

行了系统分析，归纳出了五大类十三小类偏误类型，对造成这些偏误的原因进行

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探讨，同时还考察了《汉语教程》、《汉语教程》（修订本）、《发

展汉语》三套教材中时量补语的教学安排情况，对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

后提出了汉语时量补语教学方面的对策和教材的修订建议，以期为改进对外汉

语时量补语教学提供某些理论和现实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母语为英语留学生 汉语时量补语 习得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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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complement of duration is not enough in-depth 

and systematic weakly in the area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In order 

to deepen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complement of du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is thesis refers the existing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complement of duration research, takes the learning circumstance of Chinese 

complement of duration by English-speaking learne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ummarizes five types of errors in 13 categories and analyses the reasons of these 

errors, using the theories of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interlanguage and error analysis 

theory, and prepar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theory, based on the corpus and 

questionnaire. At the same time, this thesis inspects the teaching arrangements of 

Chinese complement of duration in three sets of textbooks("Chinese Language 

Tutorial ", "Chinese Language Tutorial" (revise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analyses their deficiency. At last, this thesis advances suggestions for teaching 

Chinese complement of duration and textbooks revision in order to improv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of Chinese complement of duration. 

Key Words: English-speaking learners;Chinese complement of duration;learning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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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宗旨 

相对于其他语言而言，汉语的补语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句法成分，在语言的使

用中出现的频率也较高。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鉴于学习者使用汉语补语时出现的

偏误较多，补语历来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重点。补语之所以成为外国人学习

汉语的难点之一，一方面是由于汉语补语结构本身在句法、语义、语用上的多样

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是由于多数学习者的母语表达方式，并没有类似汉语补语

这样的句法成分。 

关于汉语补语的类别，一般认为现行语法体系中的补语包括八类：结果补语、

趋向补语、可能补语、程度补语、时量补语、动量补语、数量补语、介宾补语等。

据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现代汉语句型统计与研究》[1]小组的统计，时

量补语在精读教材主课文中共有 183 句，在所有动词谓语句（14041 个）中的百

分比是 1.303%。报告指出，补语是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重点，使用频率在 1%以

上可以作为常用句型。可见，时量补语也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常用句型之一。然而，

在汉语补语的研究中，对趋向补语的研究较多，结果、可能、程度、数量等几类

补语的研究也不少，而对于时量补语的研究则相对缺乏。 

本文选择母语或第一语言为英语（以下简称“母语为英语”）学习者汉语时

量补语的习得情况为考察对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虽然现有的汉语时量补语本体研究的某些成果，可为对外汉语教学提

供一定参考依据，但总体上说，目前对汉语时量补语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细致，尚

未能较好解决第二语言教学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因而很有必要从对外汉语教学

的角度来考察汉语时量补语，以促进其本体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第二，在教学实践中发现，母语为英语留学生在学习汉语时量补语时确实存

在一些偏误。汉语时量补语习得偏误的出现，跟汉语与英语两种语言在时量意义

表达方式上的差异有很大的关系。此外，还跟我们的教学方法与教材存在的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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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有关。因而很有必要通过对学习者时量补语习得偏误的类型与原因进行分析

研究，找到改进时量补语教学的途径。 

1.2  研究对象及语料来源 

1.2.1 研究对象 

本文在借鉴汉语时量补语及其教学研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以母语为英语学

习者汉语时量补语的习得情况为研究对象，通过语言对比与偏误分析，归纳学习

者汉语时量补语习得偏误的类型，分析产生偏误的主要原因，探讨改善时量补语

教学的有效途径。 

1.2.2 语料来源 

本文研究的语料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母语为英语留学生作文中的时量补语偏误语料； 

（2）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所收集的学生时量补语偏误语料； 

（3）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的母语为英语学习者时量补语习得偏误语料； 

（4）从《汉语教程》、《汉语教程》（修订本）、《发展汉语》三套教材中抽取

的时量补语项目及其教学安排情况。 

之所以要选择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母语为英语留学生作文中的时量补语

和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收集的时量补语偏误句作为考察分析的语料之一，是想考

察学生在自然状态下使用时量补语的情况，以弥补问卷调查的缺陷。因为问卷调

查是调查者事先出好了题目，被调查者只能按照要求作答，基本没有自我发挥的

机会。而语料库和教学中的表达是学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进行的，语言表达自然，

能更准确地反映出学生的真实水平。 

之所以要选择通过问卷调查收集的母语为英语留学生时量补语习得状况作

为考察分析的语料之一，是想弥补语料库语料的不足。因为学生在自然或自觉的

状态下使用语言，往往会因为担心出错而采取某些回避策略，使得我们不易从中

了解学习者习得过程中的一些盲点。问卷调查正是通过有针对性的设计，能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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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地考察时量补语习得在句法、语义、语用等各方面的情况。 

之所以要选择三套教材中的时量补语项目及其教学设计作为考察分析的内

容之一，是因为学生的习得偏误不仅与其母语或目的语的负迁移有一定的关联，

而且与教材中的相关语法点安排和讲解有密切的联系。这三套教材目前使用的范

围相当广，同时也是本文的问卷调查对象所使用的教材，因而能更有针对性地说

明问题。 

1.3  理论依据及研究方法 

1.3.1 本文的理论依据 

本文涉及的理论主要包括：对比分析理论、中介语理论与偏误分析理论、第

二语言教材编写的相关理论等。 

1、对比分析理论 

语言对比分析理论源于美国语言学家拉多（R.Lado）的“对比分析假说”
 ①，

是将两种语言的系统进行共时比较，以揭示其相同点和不同点的一种语言分析方

法。拉多认为，学习者已形成的第一语言（母语）的习惯，对第二语言学习起迁

移作用。语言对比分析理论对这种迁移作用的解释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两种语

言结构特征相同或相似之处产生正迁移，学习者就容易掌握；而两种语言的差异

则产生负迁移[2]。第二语言学习的障碍主要来自母语的干扰，需要通过对比两种

语言结构的异同来预测第二语言学习的难点和容易产生的错误。对比分析的意义

在于通过语言的对比分析，有利于预测学习者的难点，突出教学的重点，从而更

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 

对比分析理论在本文中的应用：通过汉语与英语在时量表达方式上的对比分

析，从所收集的偏误语料分析哪些是母语负迁移影响造成的，从而使教学更有针

对性。 

2、中介语与偏误分析理论 

美国语言学家塞林格(L.Selinker)的“中介语”理论
②
，认为中介语是指在

                                                        
① 刘珣.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简论[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2:17-21. 

② 刘珣.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简论[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2: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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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学习者通过一定的学习策略，在目的语输入的基础上所形

成的一种既不同于其第一语言也不同于目的语、随着学习的进展向目的语逐渐过

渡的动态的语言系统。中介语是由于学习者在对目的语的规律尚未完全掌握的情

况下，所做的不全面归纳与推论而产生的语言系统[2]21-32。中介语理论启发人们从

因重视母语的干扰而只集中于目的语与母语的对比，转向直接研究学习者本身的

语言系统，重视对学习者产生的语言运用的错误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从而发现

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这标志着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由对比分析发展到偏误分析。 

偏误分析是对学习者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所产生的偏误进行系统的分析，

研究其来源，揭示学习者的中介语体系，从而了解学习者第二语言习得过程和规

律。第二语言学习者偏误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主要有母语的负迁移、目的语知识

的负迁移、文化因素的负迁移、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的影响、学习环境的影响等。 

中介语与偏误分析理论是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本文对学习者汉语时量补语

偏误语料的收集与分析，正是基于该理论。 

3、第二语言教材编写理论 

对外汉语教材在汉语第二语言教学中起着纽带作用。教材既是教师教学和学

生学习所依据的材料，又是教学总体设计的具体体现，反映了培养目标、教学原

则、教学要求、教学内容，也是课堂教学和测试的依据[2]120-133。 

教材的设计和编写，包括教材语料的选择、语言项目的阐释、情景的设计和

练习等，这些都应该有利于学习者跟目的语的社会接触，有利于他们通过教材进

一步去学习和习得教材以外的语言现象和语言事实。 

教材编写的理论涉及到许多方面，本文主要运用有关教材的针对性与实用性

理论，即教材要适合使用对象的特点，其中 主要的是不同母语及其文化背景与

目的语及其文化对比所确定的教学重点和特点不同。 

1.3.2 本文的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通过问卷调查、语料库及教材分析，综合考察母语为英语留学生汉

语时量补语的习得情况，具体说来会用到 ACCESS 数据库、EXCEL 等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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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汉语时量补语研究综述 

2.1  汉语时量补语的界定与分类 

2.1.1 汉语时量补语的界定 

很多研究者在谈到汉语时量成分时 常用的称谓是“时量成分”、“时量短

语”、“时量结构”等。前人研究表明，汉语时量成分的句法位置比较灵活，可以

在动词前，也可以在动词后，因而，又分为位于动词前的时量成分和位于动词后

的时量成分。本文研究的是位于动词后作补语的时量成分，称为“时量补语”。 

关于动词后时量成分的句法属性，学界存在着争议。正如陆俭明[3]所指出的：

“有人认为是述补结构，并称这种结构为‘数量补语’（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有人则认为是述宾结构，并称这种宾语为‘准

宾语’（朱德熙《语法讲义》）。”①此外，还有人把时量成分看作谓语。下面以“时

量宾语说”、“时量谓语说”和“时量补语说”来概述这些观点。 

首先提出“时量宾语说”的是吕叔湘，他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4]和《现

代汉语八百词》（修订本）[5]中都是赞同“时量宾语说”的。马庆株在《时量宾

语和动词的类》[6]一文中，明确提出应把动词后面的时量成分看作宾语。他把由

动词加时量所构成的述宾结构分为三种形式：V+T(看三天)，V+了+T（看了三天），

V+（了）+T+了（看（了）三天了）。程淑萍在《“动词+时量短语”结构略论》[7]

中也沿用马庆株的理论，把动词后的时量成分称为时量宾语。与“宾语说”类似

的是“准宾语说”，是朱德熙 先提出来的。他在《语法讲义》[8]中把表示时量

的宾语，如“休息了一会儿”中的“一会儿”，称为准宾语，把一般所说的宾语

称为真宾语。他所说的准宾语主要包括动量宾语、时量宾语和数量宾语三类。 

提出“时量谓语说”的人不多，主要有石定栩，他在《动词后数量短语的句

法地位》[9]一文中先否定了时量宾语说、时量准宾语说和时量补语说，然后提出

                                                        
① 陆俭明.现代汉语补语研究资料序[G]//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现代汉语补语研究资料.北京:北

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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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将动词后的时量成分分析为谓语。他认为：“从这种数量短语与状语、情态动

词、否定成分以及宾语的关系出发，并考虑到递归的可能性，将其句法地位分析

成谓语，前面的成分构成主语小句。”①但是在分析了一些例子之后，作者在“余

论”中又提出了大量的例外，那些例外都是无法用“时量谓语说”来解释的，所

以也算是没能自圆其说。 

“时量补语说”的支持者比较多，主要有邢福义、刘月华、李兴亚、吕文华、

闫娇莲等学者，对外汉语语法教学大纲和对外汉语教材也都是这么称谓的。邢福

义在《汉语语法学》[10]中对补语分类的时候，谈到数量补语包括动量补语、时量

补语和差量补语，数量补语是动词相关的量。刘月华在《状语与补语的比较》[11]

一文中说：“表示时段的词语既可以作状语，又可以单独作补语，但所表达的意

义不同。”②这里说的“表时段的词语”指的就是时量词语，也就是说，动词后的

时量成分的句法属性是充当补语。李兴亚在《宾语和数量补语的次序》[12]中也是

明确地将动词后的时量成分称作时量补语。闫娇莲[13]亦然。吕文华在《略论一组

含时量词语的同义格式》[14]的第四部分中专门探讨了时量短语的句法成分，她也

赞同是作补语。作者在她的另一篇文章中还指出：“对外汉语教学的补语系统是

在1958年出版的《汉语教科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包括8个小类，即，结

果补语、趋向补语、可能补语、程度补语、时量补语、动量补语、数量补语、介

宾补语，基本上以形式为标准，以意义来定名。这一系统一直在对外汉语教学的

教材中沿袭了40多年。”③吕文华[15]还认为“看作补语较为合理，且易为外国学生

所接受。因为谓语后带的数量词无论是动作持续的时间还是动作进行或完成的次

数，都是对动作的补充和说明成分，而且谓语动词带数量词后，常常还另有动词

的宾语同时出现。”④《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16]也将动词后的时量

成分称为时量补语，是数量补语下的一个小类。 

其他大多数文章在谈到时量成分时就没有再论述其句法属性，只是概括地将

其称为“时量成分”、“时量短语”等，主要是研究其意义、用法等。 

                                                        
① 石定栩.动词后数量短语的句法地位[J].汉语学报,2006,(1):51-58. 

② 刘月华.状语与补语的比较[G]//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现代汉语补语研究资料.北京:北京语言

学院出版社,1992:369-370. 

③ 吕文华.略论一组含时量词语的同义格式[G]//中国语文杂志社.语法研究和探索（七）.北京:商务印书

馆,1995:280-291. 

④ 吕文华.关于述补结构系统的思考——兼谈对外汉语教学的补语系统[J].世界汉语教学,200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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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一般动词后的时量成分的句法属性应当是补语①。从吕叔湘举的例

子来看，其中的时量宾语基本都是充当补语的，起补充说明谓语动词的作用。其

实，提倡“时量宾语说”的学者们的基本分析思路是动词后面的名词性短语都应

该视为宾语，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功能。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这种时量短语虽然是

名词性成分，却与一般的名词性宾语的特性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时量短语可

以受状语的修饰，而一般的名词性宾语却不可以。而“准宾语说”的“准宾语”

的内涵与外延都不够明确，只不过是用一个句法地位不明的术语把问题掩盖了起

来。所以，认为动词后时量成分是（准）宾语的这些说法是不太恰当的。 

关于动词后时量成分的性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从目前对补语的定义和判

断以及对外汉语教学语法的特点来看，动词后的时量成分应当是补语，它与动词

一起构成述补结构，而且这也基本上被对外汉语教学界认同了，本文所研究的正

是这类时量成分，即位于谓语动词后对动作或状态进行补充和说明的时量成分，

本文将其称为“时量补语”。 

2.1.2 汉语时量补语的分类 

关于时量补语的分类，学界也有一些分歧，主要是分类的类别、名称及其归

属等问题。 

邢福义、李向农、储泽祥在《时间方所》[18]中把它们分为“有定”和“不定”、

“绝对”和“相对”、“特定”和“泛指”、“高层次”和“低层次”等类。 

马庆株在《动词后面时量成分与名词的先后次序》[19]中，根据时量成分所表

示的时间量是否确定，将其分为确定的时量成分和不确定的时量成分。赵明慧[20]

在她的硕士学位论文中也是按照这个分类来研究的。 

郭杰[21]根据马庆株对动词的分类，综合各种情况，把时量范畴分成十二类，

可谓繁琐至极。 

为了方便考察，本文借鉴马庆株和赵明慧的分类方法，将时量补语分为两类：

确定的时量补语和不确定的时量补语。确定的时量补语，指由数词+“分钟、小

                                                        
① 只有两种情况例外，但总的说来，这些例外的数量极少。第一种情况是：时量成分作双及物动词的直接

宾语，如：“给你三分钟、占用他一上午、宽限你几天、花去我半天”。这时动词多表示予夺和消费，其

中的时量成分可以用“T+的时间”（T 表示时量成分）代替，如“给你三分钟的时间”
 [17]

。第二种情况

是：从语法方面看，根本不存在带补语的问题的动词，如“有、是、等于、变成、要、需要”等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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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天、月、年”等时间名词组成的数量名结构，有时也会涉及到概数+时间名

词组成的结构，如：几天、几年等。不确定的时量补语，如（一）会儿、一阵儿

等[20]15。考虑到常用性和典型性，本文主要考察研究第一类时量补语，对于第二

类，也会在相关章节中作些阐述。 

2.2  汉语时量补语的本体研究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时量补语的本体研究相对说来要比对外汉语研究丰

富一些，不但有语法著作进行了介绍，而且也有十几篇期刊论文、几篇硕士学位

论文对时量补语进行了集中研究（只是大部分都没有明确称为“时量补语”，而

是叫做“时量成分”或“时量短语”）。综合分析，本体方面的时量补语研究大体

有以下几个方面。 

2.2.1 时量补语与时量宾语、时间状语的区别 

程淑萍在《“动词+时量短语”结构略论》[7]中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来区别时

间补语与时间宾语，提供了七种辨别方法，不过，每一种方法只给了一两个判断

例句，普适性似乎不强。 

强五洲的《时间宾语与时间补语》[22]从五方面指出了区别时间宾语与时间补

语的方法，对中学生划分句子成分提供了很实用的方法。由于是针对母语学习者，

该方法对对外汉语时量补语教学的作用并不大。 

张建平的《时间状语与时间补语的关系》[23]将时间补语分作四个类型，分别

讨论了带这四类补语的动词的特点，并考察了其与时间状语的转换问题。文章对

个别的动词、表时间的介词特点分析得很细致，对对外汉语时量补语教学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 

2.2.2 含时量成分的句式研究 

这方面比较早的研究是郑怀德的《“住了三年”和“住了三年了”》 [24]，文

章从整个格式入手，考察了 A 式“动+了+数量”和 B 式“动+了+数量+了”在语

义、语气以及其他词语的结合能力上的区别。该文不仅用对比的方法细致地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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