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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二语习得理论的对外汉语语法教学实践研究
零奇燕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7）

摘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也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选择来中国学习汉语。在对外汉

语教学中，语法教学是一个难点。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中会出现语言偏误，母语语法会影响第二语言的使用。本文基于二语习得的偏误

分析理论，侧重分析形成语法偏误的原因，以帮助二语习得者避免语法偏误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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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学语法教学研究是指教授外国人汉语语法的策略、

原则、方法、模式，以及语法习得研究、语法点难易度的研究。

近十几年来，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研究取得不少新成果，特别是在

汉语语法教学的策略、方法和原则方面有较突出的研究进展，如

陈东平（2021）从跨文化视角角度探讨对外汉语语法教学；赵毅

玲（2020）研究汉语国际传播中动词互动等级关系；陈光磊（2014）

运用“三个平面”理论探讨对外汉语语法教学；董淑慧（2012）

将认知视角引入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理论框架等等。然而，目前

对汉语习得难度和习得顺序研究成果比较有限，事实上从二语习

得理论角度出发，将二语习得理论运用到对外汉语语法教学实践

中，有助于探索出更实用和更有针对性的对外汉语语法教学模式

和新路径。

一、二语言习得理论阐释

由于对二语习得现象的理解和认识视角不尽相同，二语理论

研究者建构了不同的二语习得理论，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一

般主要从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层面解读二语习得现象，包含

了第二语言习得的语言过程、认知过程和心理过程。虽然二语习

得研究存在多学科交叉的表现，但究其主体性质而言，二语言习

得理论分析了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的语言规律和语言现象，仍属

于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分支。

外国成年学习者已熟练掌握母语听说读写规则，因而在学习

汉语的过程中出现直接或间接地运用母语的语法规则，这样的二

语学习策略容易对汉语语法学习产生正向或负向迁移。正迁移促

进二语习得，负迁移干扰二语习得。二语习得理论从语言习得的

基本逻辑出发，对学习者在第二语言习的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进

行系统分析，同时教师应引导学生关注母语和汉语之间差异，尽

量利用正迁移、避免负迁移，从语音、词汇、语法及语用等多个

层面研究汉语对二语学习的正、负迁移现象，最终实现对外汉语

语法教学的目标。

基于二语习得理论，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过程中，在语法

上会出现一定的偏误。研究第二语言语法偏误的原因是非常重要

的。在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中有必要应用二语习得理论对汉语表达

习惯进行分析，分析导致语法偏误产生的语言原因，采取有效措

施帮助学习者避免和减少出现汉语语法错误，有效掌握第二语言

的语法结构。

二、语法偏误的成因分析

偏误是中介语与目的语规则之间的差距。偏误研究是连接汉

语本体研究和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的桥梁，可直接促进汉语第二语

言教学，深化汉语习得研究，推动汉语本体研究。偏误范围很广，

其中问题比较集中、规律性比较强的就是表达中出现的语法偏误。

学习者之间存在个体差异，每个学习者产生语法偏误的原因各不

相同，但整体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两大因素。内因主要是母语和

第二语言的语言差异和特点，或是学习者自身学习能力的影响；

外部原因主要是学习者所接受的第二语言教学情况和所处的语言

环境。对外汉语语法教学工作要基于所整理到的语法偏误的影响

因素设计教学策略。基于二语习得理论，教师需要关注英汉语言

的本身特点和差异，探讨母语对于汉语语法学习的影响。

（一）语言的差异和特点

不同的语言体系在语法上具有天差地别的不同，例如对于英

汉两种语言而言，英语属于印欧语系，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这

两种语言的句子结构和词语表达逻辑迥异，第二，语言学习者在

学习汉语时在语法逻辑上会自然而然的受到英语语法逻辑的影响。

汉语重意合，而有的语言重形合。汉语在语法表达上关注词

之间、短语之间和句子之间的连贯以及逻辑关系，表达要求是逻

辑合理、语义连贯。而对于重形合的语言而言，词之间、短语之

间和句子之间都必须要用一些连接词或同等作用的词或结构来进

行连接，未能连接起来则不符合语法要求。反观汉语表达则不需

要使用很多连接词，在逻辑通顺的情况下，使用连接词反而累赘，

可能产生语法错误。

汉语多短句，而有的语言多长句。因为汉语语法规则的基本

内容是逻辑合理、语义连贯，因此，其表达简洁，句子往往不长，

但意蕴深厚。而有的语言在表达时要求使用大量连词将词之间、

短语之间和句子之间连接起来，这就导致长句子产生。

汉语多固定表达。例如，某位外国学生在汉语学习中，回答

问题时对老师道：“我说不出口这个答案。”其本意要表达“我

不知道这个答案”，但是换成“我说不出口。”则表达一下子出

现错误。在汉语中，“说不出口”是个固定表达，词义上本身带

有贬义性质，在句意和语用层面上，这个固定表达是一个整体，

充当谓语和宾语，后面不能再接宾语。而这位学生说“我说不出

口这个答案。”显然，语法是错误的。

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中，学习者习惯于将母语的

语法规则转化到汉语学习中，进而会产生很多不符合汉语语法规

则的表达。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多是以下几种：

语法讲解的误导，或讲解得不到位；学习者母语语法的特点与第

二语言差异大，因比容易出错。

对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而言，他们往往会参照汉语

最基本的语法结构：主语＋谓语＋宾语，在表达时往往会产生很

多啰嗦的表达方式，这主要是忽略了汉语重意合的特点，很多时候，

主谓宾可以省略一项或者两项。将母语的语法迁移到汉语的学习

过程中，会产生很多负迁移效应。因此，对外汉语教学必须要充

分关注汉语和学生母语之间的差异性，让学生树立一个重视差异

的意识，在此基础上，掌握汉语语法知识，以避免语法使用错误

或者表达时出现尴尬的情况。

（二）语言习得中的方言

在二语习得过程中，母语和第二语言的方言、所处的文化环

境对于语法表达也具有重要影响。在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时，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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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根据具体的语言情境来判断是否出现语法错误，并深究语法

错误的成因。比如在汉语表达中，人与人打招呼时常常说：“你

吃了吗？”或者说：“你要去哪里？”这些是见面时常用的寒暄语。

而在不少西方国家，这种打招呼的方式会侵犯别人的隐私，因此，

文化风俗也是语法规则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二语习得理论关注

的重要内容。

社交语用负迁移主要是由于中西方社会价值观念与文化交往

习俗的不同而造成的。

1. 文化价值观负迁移

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是影响不同语言交际的重要因素。语言是

一个民族地理环境、文化风俗、宗教信仰等因素的综合体现，语

言同该民族的文化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的。语言文字的应用至

于某个民族、我国国家对其文化历史背景的理解。中国文化具有

婉约的特点，这在中国人的语言表达习惯中也有明显的体现，中

国人的语言表达总是间接迁回，婉转含蓄。而许多其他语言则更

为直接，更具个性化特点，他们通常会自信地直接表达个人意见。

在中西方交流过程中，日常生活中的寒暄问候、致谢祝愿、婉拒

礼让等都有固定的表达，烙有很深的文化印记。如：西方人在听

到赞扬夸奖时，会坦然接受并表示感谢。而中国人则常常会说“过

奖了，哪里哪里”，这种含蓄的表达方法从意思的，逻辑上分析

并不合常理，对于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人而言，常常会感

到困惑，搞不清楚这句话所要传递的意思。但实则这是中国婉约

文化的直接体现。而在见面打招呼时，中国人习惯问：“Have you 

eaten （吃过了吗）?”西方人会误以为是向其发出用餐的邀请。再如，

与人道别时，中文里经常道“慢走”，而英文里则是“thanks for 

your coming”或“take care”。西方人认为，时间是宝贵的财富，

所以他们通常不会理解中文里的“慢走”。语言深受文化的影响，

语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依存。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需要关

注语言的文化环境差异，还需了解和掌握与语言密切相关的社会

文化因素和社会价值观，以提高交际能力。

2. 习语负迁移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提出了一个习语迁移的概念，习语是约定

俗成的表达方式，具有言简意赅、生动形象等特征，鲜明地体现

了不同语言的文化环境差异。例如，在汉语文化中，“狗”一般

包含贬义，如“狼心狗肺”“狗胆包天”“狗腿子”，等等。而

在不少文化中，狗是善良忠诚的代言，有“Love me ，love my dog （爱

屋及乌）”，“Ev - ery dog has its day （人人皆有得意日）”之类

的成语。基于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学习着在进行第二语言的表达

时，很自然的将给予的表达逻辑和语义应用到汉语表达中，会产

生一些语法错误。语言作为社会交际的工具，它反映了社会文化，

而人在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中习得整个文化。许多词语带有民

族色彩，因此，在汉语学习中，应注意掌握其文化内涵，以避免

习语负迁移。

三、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下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应对策略

（一）培养积极的认知态度

要树立正确的第二语言认知观，就必须充分意识到：二语学

习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母语的干扰与影响。母语的语用负迁移是

一种不可避免的、持久的过程，而且这种影响会随着学习者的深

入而减弱。而语用负迁移并不必然引起语用错误。在跨文化交流中，

人们往往会顾及彼此的文化背景差异，容忍彼此的语言使用不当。

如果语用错误并没有影响到整体的理解，那么，人们就不会因为

见利忘义而停止交流。而且，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一些语言

的负面迁移也会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比如“long time no see”，这

是很多西方国家所认可和采纳的。

（二）增强不同语言之间比较的意识

外语学习既要掌握语言方面的知识，又要吸收外语以外的文

化背景。强化本族语与目标语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不仅要在词义

体系、语法结构上进行比较，而且要注意思维模式与文化价值观

念的比较。鉴于母语意识、第二语言意识和跨语言意识是影响母

语迁移的重要原因，本项目拟通过比较英汉两种语言间的异同，

增强学生对英汉文化、语言差异的敏感度，明确不同语言之间的

异同点，进而有效地防止或减少母语语用负迁移的危害。

扎实的语文功底，可以加深对中国社会、文化内涵的了解，

同时，深厚的人文素养，对语文的学习也有很大的帮助。所以，

加强目标语的输入，可以使学生对汉语的结构和语法作用有更直

观的认识，也可以加深对汉语文化的理解。如果目标语信息的输

入足够多，学生就可以有效地克服母语对目标语的负迁移，并正

确使用目的语。

（三）归纳总结语法知识

学习语法的关键点还在于对语法知识进行归纳语，整理出相

应的语法规则，进而深化学生对语法知识的理解，提高学生学习

语法知识的效果。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对例句进行观

察、对比、分析，剖析各个句子的形式，总结语法的特点和规律。

通过归纳总结，初步掌握语法的应用规则，之后教师再进行更进

一步的讲解；或者教师也可以就学生在语法中出现的错误进行分

析，按照观察、分析、总结、训练的步骤引导学生将语法的特点

规律、应用方法、注意事项归纳总结，再进一步做巩固练习题目，

深化学生对语法的掌握，使他们形成深刻的理解。

（四）突出语法实践性

学习语法最终为语言应用服务，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

师有必要引导学生将所学语法知识进行实践应用。教师可以在课

堂上创设一定的应用场景，联系现实生活让学生进行应用。比如

出一些对话图，让学生看图展开对话；或者出一些关键词，让学

生联系生活场景应用关键词编制一段对话，将所学语法知识进行

应用；还可以通过作文的方式，让学生尽量使用语法知识来写一

篇文章。教师根据学生对话情况来判断学生语法知识掌握程度。

这种开放性的题目更加有利于学生们的发挥，然后通过对学生所

完成的对话、作文进行评改，可以帮助学生们找到语法学习中的

薄弱点，进行巩固加强。语法学习离不开实践，在生活场景中才

能真正检验语法学习质量，汉语语言博大精深，在对外汉语教学

中打造实践场景，让学生进行实践应用非常必要。

四、结束语

本文拟以对外汉语教学为研究对象，以二语习得中的偏误分

析为切入点，以汉语习得为视角，对二语学习者的语法偏向进行

分析，以期帮助学习者在学习时避免或降低语法偏差，准确掌握

二语的语法结构，并将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在对汉语语法偏误

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本文从语言学自身的角度，对分属于不同语

言系统的语言进行比较，发现这种差异对语法偏差的影响是相当

大的，进而本文提出了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有效策略，希望能够

为第二汉语教学工作提供一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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