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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料

”

的
句

法 、 语 义 、语用 分 析


孟繁杰


提 要本 文在 计 量 统计 的 基础上, 从句
法、 语 义 、 语用 三个 方面 对

“

不 料
”

一

词 的


用 法 进 行 了 分 析 ,
认

为

“

不
料

”

主 要
有

以
下 四 种 用

法
: (
一

)表 示转 折 关 系
; (
二

)表示对

、

	比
或

对 照 关 系
;

(三)表 示出 现意 料 之外 的 变 故、 后 果
;

(四)动 词
, 在

句
中

充 当 谓语成 分

等

, 不 含柃折 义。 并 由 此提出 在 对 外
汉语教学 中 应 该注意 贯 彻三个 平 面 的 语法观的


看 法。


北京 语言 文化大 学出 版社出 版 的 《 桥 梁
——

实 用 汉 语 中 级 教
程

》 ( 以 下简 称 《 桥 梁 》 ) 第
八课的 语 法例 释中 有 对“

不
料

”
一

词 的 解 释 :

“ ` 不料' 用于
转 折复 句

,
表

示
发

生
的 事 事 先

` 没

想 到

'

,
后 边的

小 句 表
示

转 折
时 常

用

`

却

' `

竟

' ` 还' `

倒

' `

仍

'

等
词 语 与 前

边 的
小 句 呼

应, 以


加 强` 没想 到

'

的
意 思 。

”

知
道 了

“

不
料

”

这 样 的 句
法 和 语 义

以
后

,
留

学
生很

容 易 地造 出 了 下

面

的 句
子 :

“

我 在 路
上

走
, 不

料
竟

拾 到
了

一

百 元
钱

。

”

从 句
法 上

说
, 这

句 话的 各 项 搭
配

都
很

合


理, 从语义 上说 ,

“

不 料

”

也
体 现 出 了

“ 没 想
到

”

的 意 思
,

但
听 起 来

总
是 觉 得 有 点 不

是

“

中 国 味


儿
”

。


考察
一下其 他 词 典对“

不 料

”
一

词
的 解

释 , 比 较通用
的 有

以 下 三
种

: 《现代 汉语词 典 》


( 修 订本 ) (以 下 简 称 《现汉》 ) :

“

没
想 到 ;没有 预 先 料到 。

(例 略 )

”

吕 叔 湘 先 生 主 编 的 《现代
汉语八百词 》 ( 以 下简 称 《八百词》 [ 动 ] 没 想 到 。 无主 动 词 , 意 念 上的 主 语 是 说话 人。 前


— 小
句

说 明 原 先 的
情

况
或

想 法 , 后边的 小
句 表示转折常

用
副

词

`

却
、

竟
、 还 、

仍
、 倒

'

等
呼 应。


( 例 略 )

”

李
忆

民 先 生 主
编 的 专 门 为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及 留
学

生
学

习 汉 语 使 用 的 《现代 汉语常 用

词 用 法 词 典 》 (以 下简 称《 用 法 词典 》 ) :

“

[ 连 ]
没

有 想 到 ; 出 乎 意 料 之外 。 常 跟`

却

'

、

`

竞

'

、


`

倒

'

等 表
示

转 折的
副

词配合 使 用 。 (例 略 )

”

对
比 来 看 ,

三
家

词
典

和 《 桥 梁 》 对

“

不
料

”

的 词 性


标 注 不

一

致
,

《现汉》 和 《 桥 梁 》没有 标 注 词 性 , 《八百 词 》 注 为 动 词
,

《 用 法词 典 》 注 为 连 词 ,
另


外 《八百词 》 解 释得更 为 详 细
一些

, 指
出 了

“

主 语
”

和

“

前

一

小 句

”

的 情
况

,
可

是 《 桥 梁 》上所 举

的 例 句

“

他 妻 子 得
了 胃 庙 , 动 了

手
术 , 不料 他

还不知
道。

”

似 乎 并 不 支 持 这 种 说 法 。 其他 的


解 释 ,
如 语

义 上
的

“

没 想
到

”

义 和
与

“

表
示

转 折 的 副
词

”

的
搭

配
使

用
等

基
本

上
大 同

小
异 。 所


有 这些都 无法解 释 上面 留 学 生 所 造 的 句 子, 因 此,对“

不
料

”

应 该 从 句 法 、 语 义 、 语 用 三
者 相


结 合 的 角 度 进 行
理

解
和

分 析
。


为 了 更 好地发现规律, 我
们 从

现
代

汉语通用 语
料 库

?
随 机査

找
了  

9 2 1 条
带

有

“

不 料

”


的 句
子

, 包 括 单 句
和

复 句 ( 限 于 语料 条 件 ,
本 文 暂

不
涉

及
句 群 ) , 运用

数 据 库
对 这些语料 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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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料

”

在
现

代
汉

语 句
子

中 有 如
下

特 征 :


一

、 表 示 转 折 关 系


1 、
表

示 与 主 观 意 念 不 同 的
转

折


这 种 用 法 可 以
简

单
地 表 示 为

“

B

— — 是 指 主
体

原 来 的 想 法 、 意 愿等 ,

“
一

B

”

则 是


指
接

下
来

出 现
的 事 实 与

原
来

的 想 法 、 意 愿相 反 , 义
为

“

没 想 到 , 出
乎

意
料

之
外

”

。 这
种 转 折


用 于
复 句

中 , 前 面 的 分 句

一

般 会 出 现
“

想 、 要 、 欲 、 拟 、 打
算 、 以 为 、 试图 、 预 备

”

等 词 语 标 识 ,


即 使 没有 ,
也可

以 把
这 些词

加
进

分 句 中
而 不影

响
语义 , 后 面 的

分 句 则
是

与 前
面

分 句 相
反 的


语义。 在我们 所 査找 的 句 子中 , 有
3 5 8 条句 子

使
用的 是 这一用法 ,

占
3 8 . 9 % 之多 。 如 :


( 1
) 	

“

这 两 条 软 鞭 并
非 兵 刃

, 竞 是两
条

活蛇
,
段誉加

快 脚 步 , 要抢过两
人

, (不料 ) 两 个 青


衫 客 步 法迅捷之极, 几次都 拦在 段誉 身 前
,
阻住去路。

”

(
金

庸 《天龙八部 > )


( 2 )

“

他 们 本
来

预 备
第

二 天 一

早
去

游
山 , ( 不 料) 那 雨 下 了

一
宿 也没停

,
没法出 去,

正
觉


得 焦 躁, 方家 却 派了

一
个 听 差 来 说

:

`

请
二

少 爷 同 那
位

许
少

爷 今天一

定 来 , 晚点 就晚点 。

' ”


( 张 爱 玲 《 十 八春》 )


( 3 ) 	

“ ` 他这人性格是
有

点 儿怪, 你 应
该比

我
更了

解

… …

'

我
正打

算
起

身
去向 母亲 交差 ,


( 不
料 )

她问 :

`

梁 老师 , 你 就不 想 更
了

解
他么 ?

' ”

( 梁 晓 声 《 表 弟 》 )


( 4
)

"
看 来 这是梁 清 无论如何也想 不 到 的 : 本想 揭示 出 点

中 国
足球 的 内

幕
,

却 (不料 )半


路杀 出 个 程咬金!  

”

( 《 北 京 日 报》 )


( 5 )

“

我
原

以
为 鯊

鱼 是 弱
智

的 ,
(不料 )它 却 很机灵”

。 ( 《人民 日 报》 )


这 几个 例 句 中
,

“

不
料

”

后 面
分 句 的 实

际
情

况
都 与 前 面

主
观

的 意
愿 、 想 法相 反 。 例 ( 1

)


主 观上“

段
誉

要 抢 过 两 人

”

, 但 实 际 上“

几 次 都 被 阻 住
去

路

”

。 例 (
4 )

“

本 想 揭
示 出

点 中 国
足


球 的
内

幕

”

, 但 实 际 上“

半 路 杀 出 个 程 咬 金
”

, 言 外
之

意 即

“

没
有 揭

示
成

”

。 有 时 候 ,

“

不 料

”

前


后
的 两 个 分 句 中

的 词 语 呈
相

反 相 对
的

状 态 , 如 例 ( 5 )  

“

弱
智

”

与

“

机 灵
”

即
意

义
相

反 。


2 、 表 示逻辑 语义上的 转折


这种 转 折 关系 是 指

“

不 料

”

所 引
导

的
后

一

个 分 句
没

有 沿 着 前

一

个 分 句 的
i

k 思 说 下 去
,


而 是 转
到 了

与 前 面
语义

相 反或 相
对

的 意
思上, 义

为

“

没
想

到
,

出
乎 意 料

之
外

”

。
这 类 转 折 与


上
面

不 同 , 它
不

是 意 念 与 亊 实
之

间 的 相
反 , 而

是 亊
理

在
逻

辑 进
展上

的 转 变
。 王

维 贤 先 生 曾


把 这种 转 折 表 示为 这 里 的

“

A
”

与

“
一

B

”

并 没 有 直 接 联 系 ,

“
A

”

按 照 逻 辑 推 出 来


的 应 该 是

“

B

”

, 但 实
际 上是 作 为

“

A
”

与

“
一

 B

”

之 间 的
中 介

往 往 被 隐 含 掉
了 。 在


我 们 所查 找 的 语料 中 ,
这

类 句
子

占
2 6 7

条
, 占 2 9 % 。 如 :


(
6 )

“

(她)柔 声
说道:

` 公孙先生 , 你 于 我 有 救命之恩, (不料 )
我 反而害 得你 数受 折 磨,


我

… …

我

心
中

好 生 歉 仄 。

' ”

(金庸《 神 雕侠侣》 )


( 7 )

“

那

大 汉
身 形

巨
人

, 兵刃又极沉
重 , 殊 (不料 )行动 迅捷无比

,
双锤互

击 ,
正好

将 长 剑


夹
在

双锤之
中

。

”

(金庸 《天龙八部 》 )


(
8 )

“
一

	 E I
 

, 马
永 贞 无

意 中 得 罪
了 上 海

滩

一

霸
主

谭

四
,

并
与

谭
四

打 成 平 手 , ( 不 料 )谭
四


却
视马 永 贞 为 朋友。

”

(北京 日 报》 )


( 9 )

“

杨 宏 宇
示

意 停 车 检 查 , ( 不 料 ) , 该
车

不但不停 反而
向 民 警 冲

过
来

, 继
续 向

南 逃

去 。

;

”

( 同 上)


(
1 0 )

“

上 海 市
场

是
最

难 打 开 的 , (不料 )他们
在
上海

一
炮 打响 。

”

( 《人民 日 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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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 6 ) 由

“

公 孙 先 生 对
我 有 救 命 之 恩

”


(
A

)
, 按照

逻
辑 往下 应 推 出

“

我
不 会 害

你
受 折 磨

"

(
B

)
, 但 下 面 实 际 出 现的 却 是

“

我 反 而 害 得


你
数 受 折 磨

”

(

一

B

)
。

例
( 8 ) 既

然

“

马 永 贞 无 意 中 得
罪

了 上
海 滩 一

霸 主 谭 四 , 并 与 谭 四 打 成

平 手”

 (
A

)
, 那么 应该推 出 的 是“

谭 四 不 会 视
马 永

贞
为

朋 友
”

( B ) , 但 出 现的 是

“

谭 四 却
视 马


永 贞 为 朋 友

”

(

_

B 〉 。
有 时 候 ,

“

不
料

”

前 后
两

个 分 句 所 使 用 的
词 语 也 可 能 是 相 反 相 对 的 ,


如 例 (
6

)
、

例 (
9

) 。


二 、 表 示对 比 或对 照 关系


同 样 用 于复 句 的 这种 类型, 前 后 分 句 没有主 观意 念或 逻辑 语义 上的 逆转 , 而是虽然 在

意 思 上有

联
系 、 但却 相 互独 立的 两种 亊 物 、 两个 主 体之间 的 对照 , 它 也有

“

没 想 到 、 出 乎 意

料

”

之 义 , 但 往 往 是 为 了 表 示

一

种 鲜 明 的 对 比 。 这 种 类 型 的 句 子 不多 , 只 有 2 8 条 , 仅 占


3 %
0  如

:


( 1 1 )  

“

玉
真 子

初
时

勤
于 学 武

, 为
人正派, ( 不 料 )师 父一死, 没人

管 束 , 结 交 损友 ,
竞

如完


全变 了  

一
个

人。

”

(金庸 《 碧 血剑 》 〉


( 1 2 〉

“

当 年 张 3
重

聪
明

穎 悟 , 学 艺
勤 奋, 师

兄
弟 间 情 如手 足, (不 料 )他后来 贪 图 富 责 ,


竞 然 愈陷 俞 深。

”

(
金

庸 《 书 剑 恩仇录 》 )


( 1 3 〉

“

经 理
最 着 急 的 是 设 备 安 装 、 人

员 培 训 这 些
事

, 殊 (不料)置外 商 别 有

一
番
见

解 :


` 这些
事 都

好办 , 关 键是有 多 少 市 场。

' ”

( 《人民 日 报》 )


( 1 4 )

“

车

臣

危
机 爆 发 后 ,

西 方 在 北约 东 扩问 趙上进一
步 向 俄施压

, (不料 )俄国 以硬对


硬
,

毫 不让
步 。

”

( 同 上)


(
1 5 ) 	

“

张 伟
做 好

呼 救 准
备 , (不料 )

` 小平
头

'

将 音乐 放得 山响。

”

( 《北京 曰 报》 )


例 ( 1 1 ) ( 1 2 ) 是 对主 语 本 身 在 原先 和 后 来 两段 时 间 内 的 对 比
, 有 的 前 后分

别
有 相

互对


立
的
词 , 如 ( 1 1 )  

“

为
人 正 派

”

与

“

结 交 损
友

”

等
, 对 比 色 彩 十 分 鲜 明 。

'
例 ( 1 3 )

—

(

1
5

) 则 是 两 个


主
体

之
间 的

比 较 ,

“

经 理
”

与

“

外 商

”

,

“

西
方

"

与

“

俄
国

”

,

“

张 伟

”

与

“

小 平 头

”

。 虽 然 两个 分 句


中 没有对立的 词 语, 但 在 语义 上却 存 在 着 对立和 差异 。


三、 表 示出 现意料之外 的 变 故 、 后果 等 , 不含 转折
义


这种 用 法也
是 用 于 复 句 当 中 ,

“

不 料

”

前
后

的 分 句 之 间 没 有 转 折 或 对
照

的 意
思

, 前

一

分


句
是对客

观
事 实

的

一

种 描 述,
后一

分 句 则 表
示

出
现

意 想
不

到 的 变 故
、 后 果

等
,

大 多 是 出 现

消

极
的

、 不如 意 的 、 不 好 的 情
况 ,

这 种 情
况致使 前面

的 客观
亊 实 很可

能
不

能
继

续 或
不

能
实


现。 这 也是

“

不 料

”

经 常 使
用 的

一

种 用 法 , 在 所査
9 2 1 条语料 中 占 2 3 8 条 , 占 2 5 . 8 % 。 如 :


( 1 6 )

“

澳 大 利
亚

2 7 岁 的 伯 罗 斯 最 近
在

惠 森 迪 岛 与 新 婚 妻 子 杨 帆 出
海 , 并 在 帆船边畅


游解 署 , (不 料 )却 遭 鯊 裊袭 击 。

”

( 《北京 S 报》 )


( 1 7
)

“

还
真

不 锊 , 不到 五分钟 的 工夫
, 牛

奶便煮 开了 锅, 但出 乎 意 料的
事 情

发生 了 , 老

张刚 把铝匙放进杯子 , (不料 ) 杯 子 漏电 , 拿 勺 的

手
猛地一麻打 翻了

杯 子 , 右
脚

被热
奶

烫


伤 。

”

( 同 上〉


( 1 8 )

“

广 东 社 会 科 学
大

学 的

一 位 教
师 带

女 儿
来 黄

山 旅 游
, 夜獪北海 宾 馆, (不料)女儿


忽 然 患 病。

”

( 同 上)


( 1 9 )

“

翌 日 去
某

公 因
, (不料 )

此处正办 什 么 花 节 ,
门

票
由 5

角
涨至5 元

, 并
被告知`

节

'


日 期 间 , 月 票
无效。

”

( 《
人民 日 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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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年 乡
里 组 织

实
施

` 万亩水稻开 发方工程'

, ( 不料 )插秧
季 节 造 到 了 	 7 3 天的 大


旱 , 黄
河出 现

了 断 流。

”

( 同 上
)


这些例 句 , 我 们 都无法 从转 折 或
对 比 、 对 照的 关系 来 考 察 。 它 们 不是 主 观意 愿上的


“

B

—
—

B

”

式 转 折
, 前一

分 句
没

有 表
示

"

想
法、 意 愿"

的 意 思
,

只
是

一

种 亊 实
的

客
观

描 述 , 如


“

出 海
”

、

“

把 铝 匙 放 进 杯 子
”

、

“

旅
游

”

、

“

去 公 园

”

、

“

实
施 工 程

”

等 ;
也不是 逻辑语义上

的

“

A


— 一

B

”

式 转 折 ,
因

为 按 照
这 种 转 折 , 例 ( 1 6

) 中 的

“

伯 罗 斯 与 新 婚 妻 子 扬 帆 出 海 , 并 在帆 船


边畅 游解 暑”

 
( A

) , 在 事 理 逻 辑 上 应 推
出

“

不 会 遭 鲨 鱼
袭 击

”

 (
B

) , 然
后

才 会 有

“

却 遭 鲨 鱼
袭


击

”

(

一

B
)

。 但 实 际上,

“

扬 帆
出

海

”

是 不 可
能 从 逻 辑 上 推

出

“

不 会 遭 鲨 鱼 袭 击

”

的 。 同 样 ,


以 下几
例

也是如
此 。 而且,

“

不
料

”

前 后
的 分 句

也 没
有 对

比 、 对 照 的 关系 。
因

此 , 所有 这
些


“

不 料

”

所 引
出

的 分 句
都 是

指 客
观

事 实 在 发
展

中 出
现 了 意

想
不

到
的

变 故 或 后 杲 等
, 从而导


致前 面的 事 实 很可能 不能 继续 发 展或不能 实 现。 这 种 变 故 或 后果基本 上都 是 指不好的 方


面, 但 偶 尔 也会出 现好的 方 面, 如 :


(
2

1 ) 	

“

焦
急

之
中

,
他

聘 请
狗不理

包 子总 店
的 技

师
,

为
宴会客人

制
作

点
心——

狗 不 理
包


子 , (不料) ,
此

举 竞
吸引

来
大批顾客, 生 意 转好。

”

( 《北京 曰 报》 )


( 2 2 ) 	

“

面 对 老

人
的 特 别 来

访
,
记

者
不敢惠 慢, 接连

走
访

了
卫

生 界有
关

人士
, (不料) ? 1 出


了 他们对 推进器 官 移 植、 福导科 学 生 命观的 强 烈呼吁。

”

( 同 上
)
在我 们 所 査 找 的 9 2 1

条 语料 中 , 只 有 这么 两条 , 可 见数量
极少, 几乎 可 以 忽 略不计。


以 上三种类 型都 只 用 于复 句 ,

“

不
料

”

既 可 以
单

独
使 用

, 也可以
与

“

却
、

竟
、 殊 、 又 、 岂 、


万”

等 词 连 用 , 以 加 强

“

意 料 之 外

”

的 语 气 。 其 中

“

却 、 竟 、 又”

用
于

"

不 料

”

之 前 之
后

均 可 ,


“

殊
、 岂 、 万

”

则 只 能
用 于

“

不
料

”

之
前 。


( 四 ) 动 词, 在 句 中 充 当 谓 语成 分


这类 句 子有 单 句 也有 复 句 ,

“

不
料

”

的 位
置 可 以

在 主 语 之 后 , 在复 句 中
也可 以

位
于后一


分 句 之前 ,
充

当
句

子的
谓 语

成
分

,
前

面
有

时 会出 现“

却 、 万、 决

”

等 副
词 修

饰 , 所 接 宾 语 一

般


为 宾 语 小 句 或 动
词

结 构 , 表

“ 没
料 到 、 没

想 到

”

宾
语 发 生 的 亊 ,

“

不 料

”

不 能 直 接 带 名
词

作

宾


语 ,
如 :


( 2 3
)

“

李 萍 (不 料 )
他突 然有 此怪问 , 呆 了 半 晌, 想 起丈夫 生 平 的 性情 , 当 即 昂 然

说道:


你

`

爹 爹

一
生 甘愿 自 己

受
苦 , 决 不 肯 有 半 点 负

人。

' ”

(
金  《射雕 英 雄传》 )


( 2 4 〉

“

杨 过
却

见 他
神

态 恭 敬 ,
万

(不料 〉他会突 然 出 手 , 这一

杵
险

些
给他打

着
,

急
忙后跃


避
开

。

”

(
金

庸 《 神 雕侠侣》 )


( 2 5 )

“

平 津
之 敌 决 ( 不料) 你 们在 十

二
月
二

十 五日 以
前 能 够 完 成 上列 部 署 。

”

(金冲 及

《毛泽 东 传》 )


(
2 6 )

“

他 回 去 和
柔

嘉 谈 起 , 因 说天下真
小 , 碰见了 苏 文纨以后, ( 不 料 )又会碰见她。

”


(
钱 钟 书 《 围 城》 )	,


( 2 7 )

“

章
泯 (不 料 )她竟 如此率 直 , 如此勇 敢

,
如此不

同
凡俗

, 在 同 情
唐

纳 的 同 时 ,
他不


得不承认此话
有

几分道理。

”

( 《北京 日 报》 )


“

不 料

”

的 这 种
用

法 可 能 就
是

吕
叔 湘

先 生
所 说 的

“

无 主
动

词 , 意
念

上
的 主 语 是

说 话 人
”

,


但实 际 上
,
这些

句
子

中

“

不
料

”

的 主
语

都
出

现 了 , 即

“

李 萍

”

、

“

杨
过

”

、

“

平 津
之

敌

”

、

“

他

”

、

“

章


泯
”

。 这种“

不
料

”

用
作 动 词 、 充 当 谓 语 成 分 的 句 子 , 在 所 查 语料 中 仅 有 3 0 条 , 占

3 .
3 % ,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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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上面对

“

不 料
”

的 句
法 、

语
义 和 语 用

的 分
析 ,

我
们

对

“

不 料
”
一 词 已 经 有 了

一

个
总 体


的 认 识 , 这 样 , 回 过 头 再来 看留 学生 的 句 子 , 就
可

以 发
现

出 现“

非 中
国

味
儿

”

的 原 因 了 。

“

我


在 路
上

走
, 不料 竟 拾 到 了

一百元钱 。

”

这 句 话 所 使 用 的 是
“

非 转 折
义

, 表出 现意料
之

外
的

变


故 、 后 果等

”

这

一

用
法 ,

因 此“

不 料
”

后 面
应 该 出 现 的

是

一

种
很

大
可

能
导 致 前

面 的 客 观
事 实


不 能
继

续 或
不

能 实
现 的

情
况 , 而 且

这 种 情 况

一

般
是

消
极

的
、 不

如
意 的 或 不 好 的 , 这里的

“

拾


到

一

百 元
钱

”

不
合

这 种
语

用
规

则 。 这 句 话可以 改 为

“

我 在 路 上 走 , 不料 摔
了

一

跤
。

”

或 者

“

我


在
路 上 走 , 不料 被 自 行车 撞了 。

”

这 样 就
既

合 句 法
、 语 义 又 合 语 用

了 。


在 对 外 汉语的 中 级阶 段,
虽

然 留 学生
已

经
掌 握了

一些
简 单 的 语法规则 ,

并
且积累 了

一


定 的
基

本
词汇,

根 据 《汉语 水平 词 汇与 汉字 等 级大纲 》规定 ,
中

级
的 起点

为 甲 、 乙 级词 中 的


3 0 0 0 词,也就 是 说, 中 级
阶 段的 学生有 近三千 词 汇的 基础 , 但 仍 不宜将

“

不
料

”

所 有
的 语 法


特 征 都 教 给 学
生

, 教 师 可 以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由 浅

入 深 , 循序 渐 进地讲解。 由 通用 语料 检 索 ,


我 们 知
道“

不
料

”

在
汉 语 中 使

用 最 多
的 是 它 的

“

表
示

与
主 观

意
愿 不

同
的

转 折 义
”

,
其

次
是

“

表


示 逻
辑 语 义 的

转 折 义
”

, 再 次 是
“

非 转 折 义 ,
表

示
出

现意 料 之外的 变故 、 后果 等

”

,
教

师
可以


根 据教
学

实
际

情
况逐

步 教 给
学生这几种

用
法, 其 他两种 用 法由 于使 用 情 况很少, 可以 先 忽


略 不教 。 但一旦出 现这样 的 句 子
, 或 者有

学生
提

出 这样的
问 题, 教

师 应 该知
道

这
些

句
子

产


生的 原
因 。	.


总 之 , 对外 汉 语 语法 教 学 应该将 句 法、 语义 和 语 用 三个平面 相 结合 。 留 学生 学习 词 语

的 时 候 ,

不
仅

要明
白 它 的 意

思
,
也要

弄 清
楚

它 在 句 中
的

位
置,

与 其 他词语的 搭
配

方 式, 最重

要

的 是 能 够
把这个词

准 确
、 地 道 地 运 用 到 日

常
生

活 的 各 种 交 际
中

, 这才 是 学
汉

语
的 目 的 所


在
。 这就 要求 教 师 首 先要从三个平 面的 角 度 对 词 有

一
个 全面的 了 解和 把 握 , 根据 汉语使


用 的 实 际 情
况,

如 采 用 频
率 统 计 等 ,

了
解

哪

一
种 情 况 更 常

用 , 使 用 频率 更 高 , 同 时 还
要

结 合


教 材中 所提到
的 语境 , 以 及学 生可以 理解 和 可 能 掌 握 的 程 度 , 确 定 教学 的 范 围 ,

进
行 有 针


对 性的 讲 解
,

这 样 才 能够
达

到 对 外
汉语教学的

预
期 效 果 ,

也
才 有

可
能 解 决 前

面所
出

现的 留


学 生
在 使

用
中 的 实

际问 题。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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