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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汉语句式为测试材料!研究留学生母语是否影响他们习得汉语的问题&结果发现!留学生在主动宾句%
主谓谓语句.领属句%主谓谓语句"受事主语句#和,把-字句!上的成绩表现出与其母语类型相关的规律性!母语是

英语的留学生与母语是日语和韩语的留学生有显著差异&与母语语法规则接近的汉语句式较易掌握!反之就较

难&这一结果提示!母语语法影响留学生习得汉语语法!在初等汉语水平阶段需要按授课对象的母语类型组织

教学&
关键词!第二语言习得!母语类型!汉语句式&
分类号!MJ#!

(!引言

!!第二语言语法习得是否受母语语法影响历来存

在不同的理论观点&对比分析理论(()认为!母语对

第二语言习得有直接影响!与母语语法规则相同或

相似的容易习得!反之就比较难&这种理论认为!第
二语言语法习得是语言间"8:B@O98:>C79#习惯的转

换&,创造结构-理论(!)认为!语言能力是基于更一

般的认知能力!第二语言语法习得主要受人脑中的

普遍认知系统控制&与,创造结构-理论观点相关的

,输入假设-理论($)否认母语在习得中作用!认为语

法习得受一般认知能力和可理解的第二语言输入影

响!是在第二语言内部"8:BO798:>C79#创造的过程&

!!母语语法在第二语言语法习得中究竟起不起作

用!以及如何起作用!这些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重

要问题&来华留学生习得汉语语法时是否受母语语

法影响!研究者进行了一些探索&本文作者曾从不

同母语类型留学生对汉语中几个常用句式的理解角

度!以反应时和反应正确率为因变量指标进行过研

究!结果发现初等汉语水平留学生在理解中的反应

表现出与其母语类型相关的规律性""&理解和表

达是语言认知的不同方面&留学生表达这些句式时

会有什么反应!这是我们感兴趣的!也是语言认知研

究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被试语言认知的行为表现

研究习得!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一个重要途径&本

研究通过这个途径对留学生习得汉语中几个常用句

式进行研究&

!!方法

#G%!被试的选择

!!选择母语类型"指根据句子的语法关系对语言

的分类!见#A!#(#)有代表性或对外汉语教学中涉及

较多的留学生被试!包括母语为英语%日语和韩语的

被试"以下分别简称为英语被试%日语被试和韩语被

试#!每组!"人共/"人&三组留学生被试均具有初

等汉语水平!等级水平的界定根据留学生所在学校

对他们的语言测试成绩来认定"""&这些留学生分

别来自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年
龄为!(!$#岁&所有被试是自愿参加!完成测试后

给予适当报酬&
#G#!语言材料及测试程序

!!本研究选择了现代汉语口语中/个常用句式!
它们是主动宾句%主谓谓语句.领属句%主谓谓语句

"受事主语句#%,把-字句(%,被-字句和,把-字句!!
都属于动词谓语句"见表(#&这些句式在对外汉语

教学中使用频率占全部单句句式的%"]以上!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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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学生汉语句子习得中具有重要地位&

表%!汉语口语"个常用句式名称及其例句

名!称 例!句

主动宾句 他的弟弟在运动场上踢足球呢&

主谓谓语句.领属句7 小王那本汉语词典昨天送来了&

主谓谓语句"受事主语句#X 那种汉语课本我们在图书馆里见过&

,把-字句(; 老师把今天的报纸都拿来了&

,被-字句 老师的那本汉语课本被阿里拿去了&

,把-字句!? 这么多的汉字把留学生写累了&

注$7汉语口语中一部分,名词性成分(l名词性成分!l动词性成

分-结构可分析成,主谓谓语句-和,领属句-!种句法结构形式&前

者句中有施事!如例句中,小王-!是动作的实施者’后者句中无施

事!但有领事!如例句中,词典-属于,小王-&

!!X汉语口语中另一部分,名词性成分(l名词性成分!l动词性

成分-结构可分析成主语为受事的,主谓谓语句-!这种句子主语是

动作的对象!如例句中,课本-&7的第一种情况,主谓谓语句-和X
"主语为受事的,主谓谓语句-#汉语语法学界常称为主题句&这!个

句式在表达上均有!个主题"B=F8;#!结构方式都是,主题(l主题!

l述题";=66@:B#-!是主题突出的句子&

!!;?汉语口语存在这!种,把-字句!其区别是,把-字句(中,把-

的后面是动作的,受事-!如例句中的,报纸-’,把-字句!中,把-的后

面却是动作的,施事-!如例句中的,留学生-&

!!语言测试通过问卷方式实施!其目的是考察被

试在上述句式上的表达成绩&在测试中!要求被试

比照各个句式例句的语法结构!从所给的词汇中选

择合适的词语!各造一个和例句有相同语法结构的

句子"见附录*#&被试所造的句子在词汇上可以不

同!但句法和语义的结构方式以例句为准&依据国

家汉办汉语水平考试部规定的标准(%!/)!测试中出

现的词语和语法项目",把-字句!在语法等级上是

中等水平#均为初等水平&被试完成语言测试约需

(%分钟&
#G!!记分方法

!!在研究中!制订了/个句子的记分方法!以计算

留学生在每个句子上的表达成绩&首先!根据构成

每个合格句的句法%语义等条件!把每个句子的记分

因素分为侧重句子结构形式的句法表达和侧重句子

所表述内容的语义表达两个方面&每个句子的句法

表达和语义表达又包含各自相应的若干语法点!这
些语法点可能处于不同结构层次&其次!对每个句

子句法表达和语义表达及其所属相应语法点赋值&
句法表达和语义表达的总分值均设为,(-!表示它们

各自全部语法点分别作为一个整体&总分值均匀分

布在每句的句法表达和语义表达各自相同语言层次

所包含的各个语法点&在同一个句子中!不同层次

的语法点分值不同!高层次的语法点分值要比低层

次的语法点分值大&例如在例!中!该句句法表达

总分值,(-分布在7%X%;三方面!它们每个方面的值

均设为"A$$$&其中X又含三个下一层次的语法

点$定语%状语和补语!X的分值"A$$$就分解为三

个等值!即定语"A(((%状语"A(((和补语"A((("见
附录M#&最后!计算被试在每句的句法表达和语义

表达每个方面的得分&被试在句法表达和语义表达

方面的得分由该方面所有的语法点得分总和构成!
两方面的得分分别计算!其结果构成每句的句法表

达成绩和语义表达成绩&如被试所造的句子在句法

表达和语义表达具备相应例句全部语法点!就可以

获得其全部分数,(-&

$!结果与分析

!!完成语言测试后!形成句法表达成绩和语义表

达成绩!个数据库&采用统计软件包1I11("A"对

这!个数据库分别进行了分析&
!G%!语义表达成绩组间无显著差异及其原因分析

!!对语义表达成绩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组间效应

检验及因变量主效应配对比较均无显著差异&从被

试的反应结果看!我们认为有!种原因共同导致了

语义成绩因变量指标反应不灵敏的后果&首先!句
子语义本身构成因素复杂!标准较难把握&它不像

句法有比较明显的形式或分布标准可以参照!一直

是语言研究的薄弱环节!研究者对语义因素的分析

往往要比对句法因素的分析简单&本研究试图从构

成合格句的语义表达中分离出相对具体的语义构成

因素!但这种分离仍未产生预期的效果&其次!可能

是被试在表达中尽量不违反语义规则&被试对句子

表达以适切为首要条件!即在表达中首先要把话说

得合理!通常不说违背常理的句子!即使用语义合格

的句子&之后才考虑说得周全%复杂!即在句子中使

用复杂的句法结构&我们在语言测试中发现!三组

留学生在语义表达方面被试间差别相对较小!且得

分都较高&

!!由于不同类型语言间句法表达上的差异往往要

比语义表达上的差异明显"本研究中汉语与英语%日
语和韩语就是例子#!且句法差异对第二语言语法习

得影响较大&加之!语义表达成绩这一因变量指标

反应不灵敏!无法获得这方面的信息&因此!本研究

主要通过被试的句法表达成绩来考察他们在这些句

式上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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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句法表达

!!对三组留学生被试句法表达成绩组间效应分析

发现!主动宾句%主谓谓语句.领属句和,把-字句!
存在显 著 差 异!分 别 为$"!!%K#cKA%#!" c
"A""(’$"!!%K#c#A%(!" c"A"(%’$"!!%K#c
$AKK!"c"A"!&&主谓谓语句"受事主语句#则为

$"!!%K#c!A/K!"c"A"KJ&对各因变量主效应配

对比较分析发现!有显著差异的句式涉及$主动宾句

"英TG日%韩#%主谓谓语句.领属句"英TGA日%韩#%
主谓谓语句"受事主语句#"英TGA日#和,把-字句!
"英TGA日%韩#四个句式"见表!#&这些差异均与被

试母语类型上的差异一致&语言类型理论认为!在
句子的语法关系上!英语是主语突出的语言!而日语

和韩语则是主题和主语都突出的语言&这!种类型

语言在句中动词的位置%主语的构成及省略等方面

存在明显的差别"见#A!相关讨论#&

表#!三组被试句法表达成绩主效应均值配对比较"

句式类别
被试类别

"Y#

被试类别

")#
%/"Y’)# &’ "

主动宾句
英语被试 日语被试 "A(!% "A"$K "A""(
"#c!"# "#c!"#

韩语被试 "A(!% "A"$K "A""(
"#c!"#

主谓谓语句

.领属句

英语被试 日语被试 ’"A("$ "A"#" "A"(!
韩语被试 ’"A("$ "A"#" "A"(!

主谓谓语句

"受事主语句#
英语被试 日语被试 ’"A"/% "A"!J "A"!%

,把-字句! 英语被试 日语被试 ’"A((" "A"#/ "A"!(
韩语被试 ’"A((" "A"#/ "A"!(

注$"根据估计的边际均值&

!!上述配对比较有显著差异的句式和有这种差异

倾向的其余句式分析如下$

!!英语被试%日语被试和韩语被试对主动宾句句

法表 达 成 绩 的 平 均 数"标 准 差#分 别 为"A&!%"
""A(#!J#%"AJ"""""A("!/#%"AJ"""""A("!/#&英语

被试在这个句式上成绩最高!分别与日语被试和韩

语被试有显著差异!均值差异水平均为"c"A""(&
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该句式在句法上符合

英语,名词性成分(l动词性成分l名词性成分!-
的结构方式!而与日语和韩语动词在句子结尾有很

大差别&相对于英语被试!日语被试和韩语被试对

这个句式迁移困难&

!!英语被试%日语被试%韩语被试对主谓谓语句.
领属句和,把-字句!句法表达成绩的平均数"标准

差#分 别 为"AKJ##""A(%!##%"AJJK%""A("!/#%
"AJJK%""A((%J#和 "AK/%"""A($#&#%"AJK%"
""A(/%"#%"AJK%"""A($K!#&和日语被试和韩语被

试相比!英语被试在这!个句式上成绩最低!分别与

日语被试和韩语被试存在显著差异&英语被试与日

语被试%韩语被试在主谓谓语句.领属句上均值差异

水平均为"c"A"(!!在,把-字句!上均为" c
"A"!(&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跟英语没有类似日语

和韩语中句子主题和动词在句子末尾的语法规则!
迁移困难有关&

!!英语被试和日语被试对主谓谓语句"受事主语

句#句法表达成绩的平均数"标准差#分别为"AJ%(#
""A"&(J#%"A&(/%""A"J%%#&英语被试在这个句式

上成绩低!与日语被试存在显著差异!均值差异水平

为"c"A"!%&原因同他们在主谓谓语句.领属句

和,把-字句!上的反应&英语被试和韩语被试在这

个句式无显著差异!但表现出了这种差异倾向&!
组被试对该句式句法表达成绩的平均数"标准差#分
别为"AJ%(#""A"&(J#%"AJJK#""A"&"J#!英语被试

在这个句式上成绩仍较低&

!!,把-字句(和,被-字句组间效应未达到显著水

平!分别为$"!!%K#c(A!J!"c"A!JK’$"!!%K#c
(A$%!"c"A!/K&,把-字句(中动词性成分"在不

少情况下!汉语句尾是由动词和动词的附属成分补

语等构成#在句子末尾!结构规则上与日语和韩语接

近!而与英语差别较大&尽管这个句式未表现出显

著差异!但与母语类型相关的差异倾向仍存在&英

语被试%日语被试和韩语被试对这个句式的句法表

达成绩的平均数"标准差#分别为"AJJ%"""A($#&#%
"A&(%"""A(JK!#和"A&%%"""A"/J/#!英语被试的成

绩低于日语被试和韩语被试&,被-字句和,把-字句

(同样是动词性成分在句子末尾的句式!但英语被

试在这个句式上的成绩却高于日语被试和韩语被

试!三组被试对这个句式的句法表达成绩的平均数

"标准差#分别为"A&(%"""A((J!#%"AJK/K""A"&&J#
和"AJ%/K""A(!!&#&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与

英语被试受其母语中带,XD-被 动 句 的 较 大 影 响

有关&

#!讨论

!!本部分讨论两个方面问题&首先讨论句法表达

成绩这个因变量指标在认知加工中的灵敏度!然后

讨论留学生母语语法规则在汉语语法习得中所起作

用的规律!以及这一规律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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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句法表达成绩因变量指标灵敏度

!!本研究发现!尽管句法表达成绩这个因变量指

标在所有句式上并没有都表现为显著差异!但在四

个句式上存在显著差异的结果都与被试的母语类型

相关&在无显著差异的句式上也有这种倾向&在先

前的一个研究中!本文作者使用了反应时"记录单位

为6G#和反应正确率!个因变量指标!考察与本研

究同样的被试对这些句式的理解!结果发现这!个

因变量指标的灵敏度有较大的差别!反应时要比反

应正确率灵敏&反应时在所有句式上都表现为与被

试母语类型相关的显著差异!而反应正确率则在其

中几个句式表现出显著差异!类似于本研究中的句

法表达成绩"&反应时和反应正确率"或表达成绩#
反映了认知加工难易的不同侧面!反应时考察被试

对句式认知加工速度!反应正确率"或表达成绩#反

映被试的认知加工准确性&具体到第二语言习得!
反映的是用哪些标准来衡量第二语言学习者水平合

适的问题&无疑!速度和准确性都是衡量习得水平

的重要指标&因为!只有学习者对第二语言理解和

表达能达到流利与准确的标准!才算是掌握了第二

语言&由于语言表达测验对被试反应时间的测量精

度难以控制!不像在语言理解实验中通过微机程序

在精度上可以控制到毫秒单位!所以本研究只使用

准确性"表达成绩#一个指标!可能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

" 王永德A不同母语学习者对不同标记程度汉语句子加工的比较研究A博士论文A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G#!留学生在汉语句子表达中表现出与其母语类

型相关的规律性及其应用

!!按照.82!W<=6FG=:1语言类型学观点!在句

子语法关系上!英语是主语突出的"GCXE@;B3FO=683
:@:B#语言!汉语是主题突出的"B=F8;3FO=68:@:B#语

言!而日语%韩语是主题和主语都突出的语言&主语

突出的语言!其句子结构方式为主语’动词’宾语!
句子通常有主语&主题突出的语言!其句子倾向于

以动词作为句子结尾!主语常省略’有时用双主语

句!类似于本研究中的!个主谓谓语句"即主题句!
见表(脚注#&在本研究所涉及几个句式中!既有与

主语突出的语言特点接近的!例如主动宾句&又有

与主题突出语言特点接近的!例如!个主谓谓语句&
此外!还有带形式标记的!个,把-字句和,被-字句&
这$个句式中,把-,被-后的名词性成分在表达上也

是主题&在汉语中!主动宾句出现频率多&主动宾

句之外的句子变化格式多!但出现的频率要少得多&

因此!我们认为汉语是主题突出的语言这个观点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考察母语分属不同语言类型"英语TGA
日语%韩语#的留学生对几个常用汉语句式的加工表

现!结果发现被试的母语类型影响他们对汉语句子

的表达!使被试句法表达成绩在主动宾句%主谓谓语

句.领属句%主谓谓语句"受事主语句#和,把-字句!
上表现出与其母语相关的规律性!在其余句式上的

差异也表现出了这种倾向&

!!主动宾句的语法规则与主语突出的英语句子结

构规则类似!而与主题主语皆突出的日语韩语句子

结构差别较大!英语被试对这个句式句法表达成绩

比日语被试和韩语被试高!均值都有显著差异"均为

"c"A""(#&主谓谓语句.领属句%主谓谓语句"受
事主语句#和,把-字句!等几个句式与主题主语皆

突出的日语韩语句子结构规则接近!而与主语突出

的英语句子结构有较大的差异!日语被试和韩语被

试对这些句式句法表达成绩比英语被试高&日语被

试%韩语被试与英语被试在主谓谓语句.领属句上均

值差异水平均为"c"A"(!!在,把-字句!上均为

"c"A"!(&日语被试与英语被试在主谓谓语句

"受事主语句#上均值差异水平为"c"A"!%&

!!尽管句法表达成绩在考察三组留学生加工汉语

句式时并不都表现出显著差异!但所表现出来的差

异均无一例外地与留学生母语类型相关&并且!在
无显著差异的句式上也表现出这种倾向&这些结果

表明!凡是与母语句子结构规则比较接近的汉语句

式!留学生比较容易掌握!反之就比较困难&从上面

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留学生母语语法在他们习

得汉语语法的初级阶段起着重要作用&这对对外汉

语教学有一个启示$如果按照学习者的母语类型组

织教学!特别加强与留学生母语类型差别大的句式

的教学!对处于初等水平的留学生效果可能更好&
由于是按学习者母语类型!而不是具体的某一母语

来组织教学!这样的教学组织方式也有可操作性&
这种分类教学组织形式遵循了留学生习得汉语的规

律!对于解决目前对外汉语分级教学组织所遇到的

因学习者语言知识背景不同而产生的一些问题可能

会有所帮助&

!!本研究在初等汉语水平留学生中得出的母语对

习得第二语言汉语有重要影响的结果!倾向于支持

,对比分析-理论的习得观!而与,创造结构-和,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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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理论所认为的母语对习得第二语言无影响的

观点有很大差别&对于这种差别!我们认为!由于本

研究只考察了习得初期的母语影响!还没有对习得

全程进行研究和分析!所以结论只能是针对习得的

初期&我们推测!在第二语言习得的中后期!母语在

习得中的作用可能会逐渐减弱!,创造结构-和,输入

假设-理论所持的观点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

%!结论

!!本研究采用句法表达成绩为因变量指标!对母

语是英语%日语和韩语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表达汉

语句式的表现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留学生的反

应表现出与其母语类型相关的规律性&上述发现提

示!在初等汉语水平阶段教学中存在分授课对象的

母语类型组织教学的客观需要&

!!致谢"衷心感谢缪小春教授"匿名审稿专家和学

报编辑对本文初稿提出宝贵修改意见$本研究测试

工作先后得到当时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华
东师范大学国际中国文化交流学院"上海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领导和有关老师的大力支持与帮

助!在此表示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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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外国留学生汉语学习情况问卷调查

!!"只保留相关测试部分#

!!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下面有一些词汇!请您从这些词汇中选择适当的词!比照各个例句的语法结构!各造一个和例句有相同语法结构的句子&

!!吃 送 买 来 青"不成熟的# 饱

!!完 够 他们 同学 苹果 水果 商店

!!宿舍 昨天 里 这些 那些 这 那

!!种 把 被 的 了 呢 在 过 都

!!
!!例($他的弟弟在运动场上踢足球呢&

!!
!!例!$小王那本汉语词典昨天送来了&

!!
!!例$$那种汉语课本我们在图书馆里见过&

!!
!!例#$老师把今天的报纸都拿来了&

!!
!!例%$老师的那本汉语课本被阿里拿去了&

!!



!$期 王永德$不同母语类型留学生表达汉语句子的比较 !K&!!

!!例/$这么多的汉字把留学生写累了&

!!

附录M"外国留学生表达六个句式的记分规则

!!说明$根据构成每个合格句的句法%语义等条件!把这些条件按照是侧重语言形式还是侧重所表述内容分为句法表达和

语义表达两个方面&句法表达和语义表达的总分值均设为,(-!表示它们各自全部语法点分别作为一个整体&总分值均匀分

布在每句的句法表达和语义表达各自相同语言层次所包含的各个语法点&在同一个句子中!不同层次的语法点分值不同!高
层次的语法点分值要比低层次的语法点分值大&被试在每句的句法表达和语义表达每方面的得分由该方面所有的语法点得

分总和构成!两方面的得分分别计算!其结果构成每句的句法表达成绩和语义表达成绩&被试所造的句子在词汇上可以不

同!但句法表达和语义表达的结构方式以例句为准&以下是各例句的语法要点&

!!例(
!!(A句法表达

!!7词序 LI(lUIlLI!"7c"A%"#!

!!X有定语%状语修饰语!且使用正确

!!"定语c"A!%!状语c"A!%#

!!!A语义表达

!!7语义表达合乎事理"7c"A%"#

!!X语义次序 施l动l受"Xc"A%"#

!!例!
!!(A句法表达

!!7词序 LI(lLI!lUI"7c"A$$$#

!!X有定语%状语%补语等修饰语!且使用正确

!!"定语c"A(((!状语c"A(((!补语c"A(((#

!!;使用助词,了-";c"A$$$#

!!!A语义表达

!!7语义表达合乎事理"7c"A%"#

!!X语义次序 "施#l受l动.领属句"Xc"A%"#

!!例$
!!句法表达

!!7词序 LI(lLI!lUI"7c"A$$$#

!!X有定语%状语等修饰语!且使用正确

!!"定语c"A(/K!状语c"A(/K#

!!;使用助词,过-";c"A$$$#

!!语义表达

!!7语义表达合乎事理"7c"A%"#

!!X语义次序 受l施l动"Xc"A%"#

!!例#
!!句法表达

!!7词序 LI(lLI!lUI"7c"A!%#

!!X使用介词,把-"Xc"A!%#

!!;有定语%补语%状语等修饰语!且使用正确

!!"定语c"A"J$!补语c"A"J$!状语c"A"J$#

!!?使用助词,了-";c"A!%#

!!!A语义表达

!!7语义表达合乎事理"7c"A$$$#

!!X语义次序 施l受l动"Xc"A$$$#

!!;受事前用介词,把-";c"A$$$#

!!例%
!!句法表达

!!7词序 LI(lLI!lUI"7c"A!%#

!!X使用介词,被-"Xc"A!%#

!!;有定语%补语等其它修饰语!且使用正确

!!"定语c"A(!%!补语c"A(!%#

!!?使用助词,了-"?c"A!%#

!!语义表达

!!7语义表达合乎事理"7c"A$$$#

!!X语义次序 受l施l动"Xc"A$$$#

!!;施事前用介词,被-";c"A$$$#

!!例/
!!(A句法表达

!!7词序 LI(lLI!lUI"7c"A!"#

!!X使用介词,把-"Xc"A!"#

!!;UI必须有补语";c"A!"#

!!?有定语等其它修饰语!且使用正确"定语c"A!"#

!!@使用助词,了-"@c"A!"#

!!!A语义表达

!!7语义表达合乎事理"7c"A$$$#

!!X语义次序 受l施l动"Xc"A$$$#

!!;施事前用介词,把-";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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