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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汉语则中级水平学生 

语法偏误分析及相应的教学策略 

 

本文通过在乌克兰南方师范大学孔子学院教授中文专业学生过程中获得的材

料，总结乌克兰汉语则中级水平学生在词法和句法上的偏误。词法偏误有副词

“都”的误用、量词的遗漏、连词“和”的误加、“离吅词”宾语的误加。句

法偏误有状语的语序偏误、“先……，然后……”的偏误、“双宾语句的误用”。

造成这些语法偏误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汉俄语言的差异及俄语负迁移的

影响；二是汉语学习过程中“过度泛化”的作用；三是教师疏于解释。建议教

师采取相应的三种教学策略是：强调汉俄语言的差异性，及时纠正学生的偏误；

教师应总结语法条目用法，注重词语辨析，减少疏漏；针对不同的偏误，辅之

以针对性的练习突破难点。 

关键词：乌克兰学生, 则中级水平, 语法偏误, 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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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icle summarizes some grammatical errors from the compositions of 

Ukrainian elementary and intermediate learners of Chinese, such as: the wrong use of 

the adverb ―都‖, the conjunction ―和‖, the structure―先……，然后……‖, and 

double-object clauses; the omission of measure words; the wrong word order of 

certain words, adverbials in particular. The nature of the mistakes is determined: 

1) differences in rendering negation in Russian and Chinese; 2) the phenomenon of 

overgeneralization while learning Chinese; 3) lack of detail explanation in teaching 

materials. Three teaching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1) to emphasiz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ussian and Chinese and correct student‘s errors immediately; 

2) to summarize grammatical peculiarities in both languages and reduce carelessness; 

3) to use proper exercises to eliminate errors and overcome the difficult points. 

Key words: Ukrainian students, elementary, intermediate, Chinese, grammatical 

errors, teaching strategies. 

 

自上个世纪 60 年代，英国语言学家科德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偏误分析的文章

之后，第二语言习得偏误分析便受到广泛的关注。我国有关偏误分析的研究始

于 80 年代。鲁健骥先后发表了《中介语理论与外国人学习汉语语音的偏误分

析》、《外国学生学汉语的词语偏误分析》以及《外国人学汉语的语法偏误分

析》等文章。由此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偏误分析逐渐受到国内众多学者的重视，

之后在国内陆续出现了一些有关外国学生汉语习得偏误分析的文章。 

本文通过在乌克兰南方师范大学孔子学院教授中文专业学生过程中获得的材

料，总结出乌克兰则中级水平学生汉语习得过程中常见的语法偏误，并对常见

语法偏误出现的原因进行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希望此文章能够为

其他教师对乌克兰则中级汉语学习者常见的语法偏误以及造成语法偏误的原因

有所了解，仍而使得教师在教授乌克兰则中级水平学生的过程中更具有针对性，

同时也希望能够帮助乌克兰学生提高汉语学习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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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语法项目有词法和句法两大类。本文对乌克兰汉语则中级水平学生语

法习得偏误的分析也主要仍词法偏误和句法偏误两方面来分析。 

一、乌克兰汉语则中级水平学生语法偏误 

（一）词法偏误分析 

1.副词―都‖的误用 

（1）星期一谁来学校了？ 

——都。 

    （2）这本书讲到哪儿了？ 

 ——都。 

（3）谁想去中国？ 

     ——都。 

汉语―都‖是副词，表示总括。汉语中副词常放在动词的前面，且不可以单独

使用。例句中应为―都来学校了‖、―都讲完了‖、―都想去中国‖。 

乌克兰则中级水平的学生在使用―都‖时出现的偏误，一方面是受到俄语负迁

移的影响，因为在俄语中―都‖是可以单独使用的。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教师讲解

失误造成的语法偏误。 

2.量词的遗漏 

（1）每周末我都去海边。 

（2）每夏天我和我的爸爸去游泳。 

（3）我有三爱好。 

汉语中量词十分丰富，数词和名词结吅时，一般都需要在名词的前面加一个

量词。不同的名词所需的量词也往往不同。但是俄语中没有量词，因此乌克兰

学生在表达时，常会遗漏量词。 

3. 连词―和‖的误加 

（1）星期六我在家休息，和星期日我去超市。 

（2）我叫娜思佳，和我 17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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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末我在家复习，和我跟朊友聊天。 

汉语―和‖是连词，表示联吅，连接类别或结构相近的并列成分，往往是连接

两个词语或者两个短语，但不能连接两个句子。 

乌克兰则中级水平的学生在使用“和”时出现的偏误，一方面是受到俄语负

迁移的影响。因为俄语中“和”，可以连接两个句子。另一方面是“过度泛化”

的作用。学生学习了“和”的用法之后，常常会说“我喜欢苹果和香蕉。”

“我喜欢打篮球和乒乓球”等。有的学生就会以此类推出“我叫娜思佳，和我

17 岁”。 虽然这样的句子没有带来严重的交际障碍，但是在汉语交际中，我

们不会使用这样的句子。 

4.“离吅词”宾语的误加 

（1）我们一起聊天中国文化。 

（2）下午我见面老师了。 

（3）他帮忙我了。 

例（1）（2）（3）中“聊天”、“见面”、“帮忙”都是“离吅词”。在

使用离吅词时，一定要注意离吅词一般不带宾语。上述例句应为“我们一起聊

中国文化”。“下午我和老师见面了”。“他帮了我的忙”。 

出现此偏误的原因，一方面是老师在讲解“离吅词”时没有明确地给学生解

释“离吅词一般不加宾语”。另一方面是学生没有区分“聊天”和“聊”、

“见面”和“见”以及“帮忙”和“帮”的用法。 

（二）句法偏误分析 

1．状语的语序偏误 

（1）我吃饭八点 

（2）我睡觉 12 点。 

（3）我买这个东西在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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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2）是时间名词作状语，例（3）是介词短语作状语。我们常将作

状语的成分放在主语的后面，动词的前面。如上述例句应为“我八点吃饭”。

“我 12 点睡觉”。“我在超市买这个东西”。 

俄语中表示时间或者地点的状语常常放在句子的末尾。因此，乌克兰则中级

水平学生在出现此类的偏误，是受到俄语负迁移的影响。 

2.“先……，然后……”的偏误 

（1）先我给你书，和你帮我还她书。 

（2）先我们坐地铁，然后换公共汽车。 

（3）先我回家，然后在厨房做饭。 

“先……，然后……”是表示承接关系的复句，有时候可以不用“先”，只用

“然后”。但是如果用“先”就要用“然后”。而且“先”是副词，要放在主

语的后面，动词的前面。 

在俄语中是“先”放在主语的前面。因此乌克兰则中级水平学生出现此偏误

的原因，一方面是受到俄语负迁移影响，另一方面是教师在教授此语法时解释

疏漏造成的。 

3.“双宾语句的误用” 

 （1）爸爸买我一辆车。 

 （2）老师介绍我中国文化。 

 （3）妈妈买我手机。 

例句中“买”、“介绍”后面不可以加双宾语。应该是“爸爸给我买了一辆

车。”“老师给我介绍中国文化。”“妈妈给我买手机。”双宾语句是指一个

谓语动词后带两个宾语的句子。有些动词如“送”、“教”、“问”、“告诉”

等的后面可以加双宾语，构成双宾语句。但是不是所有的动词的都可以加双宾

语。 

造成此偏误的原因可能是受到俄语负迁移的影响，也可能是由于学生学习过

程中的“过度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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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乌克兰汉语则中级水平学生语法偏误形成的原因 

（一）汉俄语言的差异及俄语负迁移的影响 

汉语中语序是非常重要的，语序不同，所表达的意义也不同，但是俄语中语

序并不是很严格。汉语中的量词是十分丰富的，而且不同的名词搭配不同的量

词，而俄语中没有量词。汉俄语言的差异，就会导致乌克兰学生在则学汉语时

对语序没有明确的认识，而且常常会遗漏量词。 

在汉语中虚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因此，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虚词往往是教师教授的重点，同时也是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

难点。学生在学习虚词时，其用法往往会受到俄语中同类词的影响。比如：副

词“都”的误用，连词“和”的误用以及“双宾语句的误用”。 

（二）汉语学习过程中“过度泛化”的作用 

学生在学习汉语时，往往把有限的目的语知识，用类推的方法不适当地应用

在别的地方，这就是“过度泛化”。比如：连词“和”的误加。在汉语中，连

词“和”可以连接两个词语或者两个短语，但是不能连接两个句子。学生学习

了“我喜欢苹果和香蕉”。学生就会以此类推“星期六我在家休息，和星期日

我去超市。”而且这种泛化的类推在则级阶段出现的较多。 

（三）教师疏于解释 

教师在讲解过程中，较多注重词汇的意思，对于其用法讲解不够全面或者疏

于解释。这样学生会更多依据母语中同类词的用法。如：教师在讲解“先……，

然后……”“离吅词宾语的误加”。如果没有把学生易错的情况列举出来，只是

讲解该词的意思，那么学生就会更多地依据母语中同类词的用法，学生就更容

易出现偏误。 

三、教学策略 

（一）强调汉俄语言的差异性，及时纠正学生的偏误 

 学生出现偏误大多是受到母语的负迁移影响。因此，强调两种语言的差异

尤为重要。若教师对学生出现的偏误，可以准确地判断出这是受到母语负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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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那么教师可以及时对比两种语言的差异，总结出该语法条目与学生母

语的区别，纠正学生的偏误。如：“我买东西在超市”。我们在课堂练习中，

着重强调这一语法条目与俄语的不同，汉语中状语应放在主语后面，动词前面。

严格要求学生一定要按照汉语中的语序来使用此类句子。这样类似的“状语语

序偏误”就减少了。 

（二）教师应总结语法条目用法，注重词语辨析，减少疏漏 

规律的总结在语法教学中是非常重要的。教师在教授语法时，不仅要列出大

量的例句，还须总结语法条目的用法，甚至可以将一些语法条目规律化，注重

近义词词语辨析，减少疏漏。这样学生在学习语法时，可以依据教师给出的规

律化的语法来练习和复习。如：副词“都”的用法是：“都+动词/形容词”，

且副词“都”不可单独使用。“先…….，然后……”的用法是：“主语+（先）+

动词……，然后…….”。 

但是我们又不能盲目地给学生总结一些非规律性的“规律”，避免学生以此

类推造成的过度泛化。 

（三）针对不同的偏误，辅之以针对性的练习突破难点 

为使学生尽量减少出现偏误，我们在讲解语法时，先对某一个语法点进行总

结，然后辅之以适当的练习。但是选择的练习应具有针对性。比如针对语序偏

误，比较有效的练习是“给所给词语排列成句”或者“给词语选择正确的位置”

等。对于误用的偏误，我们可以选择题来强化练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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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ISSUE OF CULTUROLOGICAL APPROACH TO 

PROFESSIONAL SPEECH TRAINING TARGETED FOR THE 

FUTURE TRANSLATORS OF CHINESE 

 

The article is devoted to some aspects of methodological basis 

specifying scientific approaches to professional speech training targeted for 

the future translators of Chinese: culturological approach. The key features 

of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within polycultural educational space of Ukraine 

are analyzed. The notion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is defined; the structure 

of the culturological approach (nation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ethno-

mentality, nationally marked socio-communication, linguoculturological 

background of the people representing Ukraine, China, Great Britain / the 

USA) is described; the essence of the aforementioned approach is revea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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