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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比较是人类的基本认知方式之一，比较句是这一认知方式在语言中的具体体

现。汉语比较句可分为差比句、平比句和极比句。其中差比句是比较句的主体，

包括“比”字句和其他否定句式。由于差比句句型丰富，规则较多，给学习者带

来了不少的困难。所以，我们确定差比句作为偏误分析的对象。 

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章：介绍了选题缘起、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研究意义、语

料来源等。 

第二章：介绍了差比句方面的本体研究成果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成果。对于

本体方面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从差比句的定义、“比”字句（比较项句法结构、

比较项不对称性和结论项）以及差比句中的否定句式三个方面展开介绍。对外汉

语教学方面，由于专门针对差比句分析的论著很少，我们主要从汉外比较句对比

分析、汉语比较句偏误分析和汉语比较句习得三个方面展开介绍。 

第三章：从“比”字句（比较项、结论项和比较方式）、“不如”句和“不比”

句三个方面利用中介语理论分析了我们从“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收集到的

语料。 

第四章：利用中介语理论，我们从“比”字句（结论项、比较项和比较点）、

“不如”句、“不比”句和“没有”句四个方面分析了调查问卷中的偏误语料。 

第五章：通过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分析，我们认为导致学生在差比句学习中之

所以出现偏误，主要有差比句结构的复杂性、目的语知识的过度泛化、学生的回

避策略、教材编写过于简化四个方面的原因。我们给出了教学建议，即差比句的

语法讲解应该细化、差比句的教学应分等级和教材中的差比句语法编写应细化和

分级。 

第六章：主要总结了本文的研究结论，指出了还需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关键词： 差比句；偏误分析；回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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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学生汉语差比句偏误分析与研究 

 II

Abstract 

Comparing is one of basic thinking ways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comparative 

sentence is the carrier of that in languages. Comparative sentenc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namely, Equal Comparison Sentences, Comparative Sentences and 

Utmost Comparison Sentences, in which the comparative sentence is the main type 

and includes sentences with “比” and other negative sentences. As the comparative 

sentence has many forms and rules,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often find it hard to 

learn. Therefore, we want to make a error analysis on this subject. 

This thesis is made of six chapters. 

Chapter 1 is an introduction of this thesis, which includes research motivation 

and significance, research method and theoretical background, research scope, data 

sources and so on. 

Chapter 2 present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comparative sentence both in 

Chinese language itself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Chapter 3 analyzes the data(sentences with “比”，sentences with “不如”, and 

sentences with “不比”) collected from the HSK Mobile Composition Corpus with the 

interlanguage theory. 

Chapter 4 analyzes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survey in the same ways. 

Chapter 5 makes an analysis in the reason of students’ errors in the comparative 

sentence learning and gives a few suggestions. 

Chapter 6 mainly points out what can be further studied in this subject. 

 

Key words: the comparative sentence, error analysis, evas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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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章 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 

比较是人类认知世界、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形同

的树叶，万事万物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别。有差别，就有比较。人类正是在比

较中认识世界、把握世界、改造世界。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比较这一认知方式反映在语言中，就是比较句。比

较句是现代汉语中的一种重要句式。比较句一般包括平比句、极比句和差比句，

其中差比句是其中句式 为繁多、规则 为复杂的一部分，是比较句的主体。 

但是，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发现，差比句的教学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

学生往往只掌握了 简单的差比句，而对于稍微复杂一些的差比句如形容词谓

语”比”字句却错误频出；再如，初级水平的学生出现的错误，中级甚至高级阶

段的学生同样大量存在，并没随着年级的升高而掌握得更好。 

由于差比句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自《马氏文通》始，专家学者从形式、语义、

语用等各个角度对差比句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本体研究方面积累了丰硕的成

果。然而，专门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角度研究差比句的论著却为数寥寥，如

赵金铭的《差比句偏误的类型与共性》，王建勤的《表差异比较大否定结构的习

得过程》等。 

因此，我们选择了外国学生使用差比句时出现的偏误作为研究课题。 

1.2 研究对象的确定 

各家学者或从本体研究的角度，或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角度，对比较

句或比较句中的”比”字句的句式进行了概括和分类，虽大同，也有小异。 

刘月华（1983）将汉语中表示比较的句子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比较事物、性

状的同异，包括“跟……一样……”、“……有……那么……”等句式；一类是比

较性质程度的差别、高低，包括“比”字句、“……没有……那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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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等句式，其中“比”字句包括“A（主语）+比 B（状语）+谓语”和“主

语+A 比 B（状语）+谓语”两种。后面一种即我们要研究的差比句。 

吕文华（1994 ）认为，“‘比’字句应按形式的由繁及简、语义的由浅及深

进行不同等级的层次切分，并将‘比’字句的教学按切分后的语法项目分布在教

学的初级、中级、高级阶段以及各阶段的不同课中。”下面是吕文华按不同等级

切分后的“比”字句句型： 

1．A 比 B+形 

他比我大。 

2．A 比 B+形+得多（一点儿）/数量 

弟弟比妹妹大两岁 

3．A 比 B+动+数量 

今年的考试比往年推迟了一个星期。 

4．A 比 B+早（晚）/多（少）/难（易）+动+数量 

他比我早下班半小时。 

5．A+动+得+比+B+形+得多（一点儿） 

他说得比我流利。 

6．“A 比 B”做状语 

他在中国比在日本胖多了。 

7．A 比 B+更/还+动/形 

南京比上海还热。 

8．A 比 B+助动词+动+多了/一些 

小明比爸爸还会下棋。 

9．A 比 B+让/叫/使+名（表人的）+动/形 

他的笑比哭更使人感到心酸。 

10．A 比 B 还 B 

他比阿 Q 还阿 Q。 

《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1996）将比较句由易到难分为甲、

乙、丙、丁四级，共 16 个句式，其中共有 11 个差比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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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字句 

上海比北京热；马比牛跑得快。 

否定式：上海没有北京热；上海不比北京热；马不比牛跑得快。 

2．有（没有）……这么（那么） 

弟弟快有哥哥这么高了。北京水果没有广州那么多。 

3．一天比一天（一次比一次、一个比一个……） 

这里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好。他说的一次比一次好。这课的汉字一个比一个难。 

4．……不如…… 

他说汉语不如我说得流利。 

5．比 B+“早、晚、多、少”+动+数量补语 

他今天比我早来了十分钟。 

6．A 比 B+动+“得……”（程度补语） 

他比我叠得快一些。他种花比我种得好得多。 

7．带有“更、再、还”的比较句 

这块化石比那块更古老。这种瓜子就是比那种再好，我也不要。 

这批货物已经够好了，可这批比那批还要好。 

在中国没有比这种再好的科普读物了。 

整个北京城没有比我这儿的毛线更好的了。 

8．A 高于（重于、大于、强于）B 

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任何个人的利益。 

9．A 高过（长过、胜过、强过）B 

他的经营管理经验已经强过他的老师。 

10．……，以……居多…… 

在北京当保姆的女孩中，以安徽女孩居多。 

11．A 比 B 还 B 

他比诸葛亮还诸葛亮。 

赵金铭（2001）用认知语言学的原型论来分析汉语的比较范畴，列出了和汉

语比较范畴的四个次范畴（近似，等同，胜过，不及）对应的一系列句式，其中

胜过和不及两个次范畴包括了我们的差比句式。详见表 1。 

带格式的: 项目符号和编号

带格式的: 项目符号和编号

带格式的: 项目符号和编号

带格式的: 项目符号和编号

带格式的: 项目符号和编号

带格式的: 项目符号和编号

带格式的: 项目符号和编号

带格式的: 项目符号和编号

带格式的: 项目符号和编号

带格式的: 项目符号和编号

带格式的: 项目符号和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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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胜过 不及 

典型句式 

……比…… 

……比……还/更…… 

……比……一点儿/一些 

……不如…… 

常用句式 

……比……形+动+数量补语 

……比……动+得+程度补语 

……比……助动+动 

……没有……那么…… 

……不及…… 

次常用句式 ……比……还（名） 
……比不上…… 

……赶不上…… 

文言遗存句式 
……高/重/大/强于…… 

……高/胜/长/强过…… 
……次于…… 

 

刘焱（2002）认为，“汉语表示比较的语义范畴只有两种，平比和差比”。表

2 是她列出的差比句典型句式： 

 

表 2 

差比次范畴 差比句式 

不及 

X 没有 YR 

X 不如 YR 

X 比较 R 

X 不像 Y 这样/那样 R 

高出 

X 比 YR（I） 

XR,Y 更 R 

越……越…… 

越来越…… 

相比之下/和……相比，X 很…… 

极端比 

X /顶 R 

连 X 都/也 R 

X 比 Y2 还 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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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国萍（2007）所讨论的比较句，基本上只包括所谓句法性比较句，它们都

具备比较主体、比较基准、比较标记、比较结果四个比较参项。而所谓的意会的、

词汇的、语序的非专门性比较句，都排除在外。表 3 是她列出的差比范畴的核心

成员： 

 

表 3 

语义次范畴 句式 

极比 X R 

胜过 X 比 YR 

差比 

不及 

X 不像 Y 那么 R 

X 不比 YR 

X 没有 Y(那么)R 

X 不如 Y（那么）R 

 

陈峮、周小兵（2007）通过考察有代表性的语法大纲,参照中国人语料和留

学生作文中比较句的使用频率和偏误测量语法项目的常用度和难易度,用多种练

习方式,重点考察几个关键语法点的习得情况，按照难易程度列出了比较句的语

法项目。我们抽出了其中的差比句式： 

1. 没有……这么/那么……:他没有你这么高。 

2. A 比 B+形容词:他比我高。 

3. A 比 B+心理动词/能愿动词+宾语:他比我喜欢你。/他比我能吃。 

4. A 比 B+动词+程度补语:他比我跑得快。/他跑得比我快。 

5. A 比 B+动+宾+动+程度补语:他比我唱歌唱得好。/他唱歌比我唱得好 

6. A 比 B+形容词+精确数量补语:他比我高三厘米。 

7. A 比 B+形容词+模糊数量补语(一些、得多、多了、很多):他比我高一点 

8. A 比 B+提高类动词+数量宾语:今年的产量比去年提高了一倍。 

9. A 比 B+多/少/早/晚+动词+数量补语:他比我早来三分钟。 

10. 含“更、还,再”的”比”字句:她妹妹比她更漂亮。 

11. 没有比……更……的:没有比他更狡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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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不比:他也并不比你能干。 

13. 不如:喝豆奶不如喝牛奶。 

14. 比不上:北京的环境比不上上海(那么好)。 

15. 主语+“一量词+比+一量词+形容词/动词”:这里的天气一天比一天热。 

16. A 比 B 还 B(名词):你真是比诸葛亮还诸葛亮。 

17. A 形容词+于+B:现在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以前。 

18. A 形容词+过+B:他的汉语水平强过我。 

参考以上专家学者对差比句的详细分类，考虑到学生的学习难点、偏误分析

的要求和我们的研究重点，我们总结出了下面的差比句式，作为进行差比句偏误

的考察对象。 

1. A 比 B+形容词 

2. A 比 B+形容词+精确数量补语 

3. A 比 B+形容词+模糊数量补语 

4. A 比 B+心理动词+宾语 

5. A 比 B+动词+程度补语 

6. A 比 B+动宾+动+程度补语 

7. A 比 B+提高类动词+数量补语 

8. A 比 B+多、少、早、晚+动词+数量补语 

9. “不比”句 

10. “不如”句 

11.  没有……这么/那么…… 

1.3 语料来源 

本文的语料主要由两部分组成：“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的相关部分语料

和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留学生所做的调查问卷。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是由北京语言大学崔希亮教授主持的一个国家汉

办科研项目，是母语非汉语的外国人参加高等汉语水平考试（HSK 高等）作文

考试的答卷语料库，收集了 1992—2005 年的部分外国考生的作文答卷。由于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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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使用权的限制，每次查检 多只能查看 100 条语料。为了查到尽可能多的相关

语料，我们采用了分国别分句式逐个查检的方式，如查检语料库中泰国学生使用

“比”字句、“不如”句的情况等等，再逐个汇总。 

我们的调查问卷主要由两种题型构成，即改写题和翻译题。其中改写题 11

道，包含了我们要考察的各项差比句式。每道小题给出要求使用的比较标记，让

学生用括号里给出的比较标记把题目里的句子改写为差比句，目的在于测试学生

在有提示的情况下正确使用差比句的能力。翻译题 9 道，以测试”比”字句为主，

同时也包括了一道测试学生使用否定式差比句的题。翻译题的目的在于测试学生

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使用差比句的能力。调查问卷全部由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的学生完成，学生的年级包括一年下、二年上、二年下、三年上、三年下及以上

等，国别包括泰国、印尼、菲律宾、韩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 

1.4 研究方法和相关理论 

我们在本文中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偏误分析法、中介语分析法、数据统计法、

问卷调查法等四种。 

利用前辈学者差比句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对从“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

中查得的差比句正误句和调查问卷中的差比句正误句分别进行了数据统计；并根

据差比句的句法特点从结论项、比较项、比较方式、比较点等角度对偏误展开研

究，又利用偏误分析的理论，按照偏误类型对差比句进行了具体分析。 

我们试图从多个角度探讨偏误产生的原因，包括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中的对比

分析理论、语言迁移理论、学习策略理论等。 

1.5 研究意义 

通过对外国留学生学习差比句的偏误分析研究，我们希望能得出外国学生在

这方面出现的主要偏误点，容易出现错误的句式，以及偏误形成的原因，从而能

够对外国学生的差比句学习、教师的差比句教学乃至对外汉语教材在差比句方面

的编写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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