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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学生“是”字句冗余偏误研究
秋　霞

（西华师范大学国际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摘要：本文基于北京语言大学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对外

国学生“是”字句的冗余偏误用例进行了归类，主要发现有：

形容词谓语句的冗余、与副词相关的冗余、与词性相关的冗余、

在连词词组中的冗余等偏误情况。通过选取不同冗余类型中的

典型用例进行分析，以发现外国学生发生冗余偏误的常见情况

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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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字句是汉语中使用频率极高的句式，其语义非常复杂。

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来看，看似简单的“是”字，在对外汉语

教学中却是相当复杂的。正是“是”字句的常用性和高频率出现，

给留学生造成了很容易掌握的表面印象，而实际上外国学生在使

用时发生偏误的情况也是多种多样。“是”的冗余偏误是指学生

在不该用“是”的地方用“是”而造成的偏误。“是”字表示联系、

判断，随着学习的深入，需要用“是”的地方逐渐增多，往往会

使学生觉得主宾语都需要用“是”来表示一种联系的关系，从而

造成冗余偏误。笔者根据北京语言大学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对

外国学生“是”字句的冗余偏误用例进行了归类和分析总结，希

望能对外国学生“是”字句习得和对外汉语教师“是”字句教学

提供一定的帮助。

一、“是”字句冗余偏误分析

（一）常见冗余偏误

学生倾向于在动词前加“是”，原因可能是因为有些学生知

道“是”可以表示强调、肯定，可省略，不影响句子的语义，或

者有些学生认为主语和后面的成分之间需要用“是”来表示一种

联系的关系，如：

1. 我的户口是在北京。

2. 我是生长在一个以农为业的乡村地带。

3. 我是负责一个单位的华文补习班的工作。

4. 这件事是让我知道我父亲想教我怎么样去珍惜东西。

笔者考察了每个语料的来源文章，通过上下文的语境，可以

排除表达肯定强调的语义情况。以上例句都是主谓宾完整的句子，

意思完整，如果不是强调，都不用再添加“是”字。

（二）形容词谓语句的冗余

外国学生初级阶段学习了形容词谓语句不用加“是”的语法

规则，中级阶段学习了在特定语境下，加“是”表示强调、肯定

的用法。到了中级阶段，学生就倾向于觉得可以用在形容词谓语

句中，从而造成偏误，如：

1. 路上摔到了好几次，全身都是脏了。

2. 时代是已经不同了。 

3. 给她安乐死是太失礼、太过分了。

笔者考察了每个语料的来源文章，通过上下文的语境，可以

排除了表达肯定强调的语义情况，中间不需要添加“是”。教师

在教学时应将用“是”和不用“是”的两种具体语境给学生比较

和分析。    

（三）与副词相关的冗余

此类情况一般是学生不能区分单独的副词和由“是”组成的

双音节副词，如就是、要是、还是、只是、或是、总是、倒是等，

错误将副词和“是”搭配固定使用，如：

1. 吸烟场所越来越少，从而吸烟者也是越来越少。

2. 以及父母对孩子的关怀才是能解决早恋的问题。 

例 1 和例 2 都是动词谓语句，句子意思完整，副词“也”“才”

是修饰后面的动词、助动词的，不需要再加“是”。教师在教学

时应着重区分强调单独的副词和由“是”组成的双音节副词有什

么区别，以及怎么使用，

（四）主语位置的冗余

这些句子的主语一般是由主谓短语、动宾短语构成，这些句

子从结构上来说应是正确的，但从语义上来说，还是病句，如：

1. 上学是学习好才能保证考试结果好。

2. 流行歌曲是所包含的内容是无意义的。

例 1 的“上学”和“学习好”是很紧密的关系，“上学”是主题，

“学习”是主语，“学习好”是“上学”的阐述说明，不需再加“是”，

可直接用“上学学习好”作为整个句子的主语，后面的谓语成分

齐全。例 2 同理，“流行歌曲”和“所包含的内容”联系紧密，

可去掉“是”，换成“流行歌曲所包含的内容”名词短语作句子

主语，后面的成分齐全，意思不变。

（五）与等同语义关系类似的冗余

“是”字句等同语义关系是主语和宾语前后语义所指相同，

表达最基本的判断联系关系。其中一种句法成分为主语是一个

概括性的词语（短语），宾语是对主语的具体说明。外国学生

常常将此类成分的句子误判为需要加“是”的等同语义“是”

字句，但是，以下例子后面宾语的语义并不是对主语的说明解

释，如：

1. 他们的思想是好像小孩子刚学走路的时候一样。

2. 第一眼的感觉是永留在人的心里。

3. 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是人的身体健康的方面和

人的精神健康的方面。 

例 1 宾语的语义是将“他们的思想”进行比喻，“好像”作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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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不需要再加“是”。例 2 同理，并非说明“第一眼的感觉”

是什么，句子主谓宾齐全，不需要再加“是”。例 3，主语是“两

个方面的内容”，后面的分句是对它的补充说明，句子里用了“即”

已经起到了联系说明的作用，与“是”语义作用相等，所以应该

去掉“是”字。

（六）与词性相关的冗余

外国学生将某些词语的词性弄错，认为缺少动词，所以添加

“是”字，形成偏误，如：

1. 我的简历是如下。

2. 附上是我本人的简历。

3. 我希望是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抽烟的人变得越来越少。

4. 我读完这篇短文后，觉得好像是自己的事。

造成以上例子偏误的原因可能是学生误以为例 1 的“如下”

是名词，例 2 的“附上”是名词，所以在句子中间添加“是”形

成偏误，“如下”和“附上”都是动词，不需要再添加“是”。

例 3 可能是外国学生误以为“我希望”是名词性成分，所以后面

跟“是”表等同，但是这里“希望”是动词，表示“我希望什么”，

句子的主谓宾完整，不需要“是”。如果在“我”后加“的”，

换成“我的希望”名词短语，那么句子便成立。例 4，句子语法

并没有错，但是仔细看语义，“好像是自己的事”是表示归类，

意思是“读完这篇短文”是自己的事，语义不合逻辑。这里应该

表达的意思是，故事里的事和“自己的事”相像，此处“好像”

作动词，不需要再加“是”。教师在教学中应该让学生注意词性

问题，单一词性的词语应牢记，多重词性的词语应记住不同词性

的用法，以及词性间转换的方法。

（七）在连词词组中的冗余

外国学生在连词词组的前后习惯性地加上“是”来起联系作用，

但句子中应根据句子的语义来判定是否使用“是”字，如：

1. 它不仅是能使人们消除忧虑、压力，而且给他们很大程度

上的精神安慰。

2. 它既是新鲜又是莫名。

3. 吸烟是不但影响了身体健康，而且还影响公众利益。

例 1 和例 2，句子的主谓宾齐全，连词词组“不仅……而且……”

加在各分句动词前，前后不需要再使用“是”字。例 3 中“影响”

为动词，连词词组“既……又……”加在形容词前表示并列，不

用再加“是”字。

（八）句首的冗余

学生在句子的主语前加上“是”，造成冗余，如：

1. 社会上给我们自觉这方面，但也给我们带来许多好处，

比如是在这样一种想法下，社会才不断地发展，世界不停地往

前走。

2. 在我来说是如同神话里所描述的那种金色童年非我所有。 

例 1 中是对“许多好处”的举例说明。“比如”表示举例说

明时，后面不用再加“是”。例 2，句子的主语是“如同神话里

所描述的那种金色童年”，谓语是“非我所有”，句义完整，不

需要再加“是”。这与“是”字放在句首对主语的强调不同，“是”

放在句首的“是”字句，如“是她打了我”，一般“是”是对实

施主语的强调，对事件真实性的强调。

（九）其他冗余情况

1. 其中给我们教的最多的是我觉得是自己的父母。

2. 第一，是大的方面应制定成文规定，若不履行就得付出相

应的代价。 

例 1 重复使用了两个“是”，加入了插入语“我觉得”后，

学生又使用了一个“是”。应该删掉第一个“是”，一般插入语

应放在“是”字前。例 2 在用“第一，第二……”进行分步阐释

的时候，除了后面的内容是名词性成分或者由“是”开头的“是”

字句以外，“第一，第二……”后面一般不直接加“是”字，此处“是”

并不能表达任何意义，所以应删掉。

二、结语

学生发生冗余偏误的原因主要是汉语和学生母语在表达主

宾语判断联系的词的用法不相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尤其是

初级阶段，最易受到母语的影响，产生负迁移，比如汉语形容

词谓语句中不需要加“是”，但学生受母语影响倾向于加“是”。

另一方面，随着学生对“是”字句了解的深入，学生则容易套

用已学的“是”字句规则，产生目的语知识负迁移，比如副词

相关的“是”字冗余，表强调义的“是”字过度泛化使用。此

外，对外汉语教材对“是”字句各语法点的编排较为散乱，有

些语法点在课文中出现，但语法点只是提及或未讲解。这样很

容易对学生造成困扰，产生混淆，比如，教材在初级阶段对“名

词谓语句”等不加“是”的规则进行讲解，但随着课文的深入，

会出现“名词谓语句”需要加“是”，而教材却并未对这一点

进行讲解。本文通过对“是”字句冗余偏误的用例分析，教师

应设计大量相关的“是”字句操练强化训练，加深学生印象，

让学生对“是”字句有更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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