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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时间词习得研究

——以西蜀方言为例

李 佳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市 400000

摘 要：学习时间词对于儿童来说很难，但是在它在汉语中却扮演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汉语的时间系统通过时间助词、时间副词、时间名词、时序词以及相关的句法结构共同表现的，本文分别探讨各类时间词，

认为儿童掌握各个类型的时间词是交错进行的，并发现西蜀方言中“老”可以表示动作完成，语料中没有发现“过”表时

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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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时间词在语言表达和理解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成年人

在交流中时间副词能够脱口而出，对于儿童来说想要正确理

解时间概念且产出时间副词是非常难的。但这一能力是考察

儿童语言能力和认知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正确

理解时间概念并且能产出时间副词对儿童来说一个难题。但

揭示在汉语言文化环境中的儿童语言发展的规律，是一项紧

迫的重要研究任务。本文将探究儿童习得时间词语的规律。

2 文献综述

北转星移，四季更替，人类感受到了时间的存在，但

是如何去描述时间变成了一件生活中的大事。陆俭明和马

真（1999）谈到时间副词约有 130个左右，约占整个副词的

30%。所以在副词的发展中，时间副词的探究更是应该引起

众多语言学家的重视。除了时间副词，时态助词，方位词等

也同样重要。

  从研究人群维度来看可以分为儿童和成人。朱曼殊 、

武进之 、缪小春（1979）则关注了幼儿口头言语，他们发

现在 70 名 2 ～ 6 岁儿童的 1331 个简单句中用各种时间词汇

的占 22.8 %, 比使用空间词汇的少得多 , 而且出现得较晚 。

朱曼殊、武进之、应厚昌、朱腊梅、庄秀娟（1982）研究了

儿童对几种时间词句的理解。他们发现儿童对一些时间词句

的理解，大多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年龄阶段，说明语义发展是

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儿童理解本研究中各类词句都有一定

的发展顺序。纵向研究和横断面研究的结果一致。但在发展

速度上个别差异很显著。郑静、陈国鹏（1995）探讨了学前

儿童对汉语副词的理解和运用。毕鸿燕， 彭聃龄（2002）

关注 4 到 6 岁儿童三种时间副词理解能力及策略，考察了不

同年龄阶段儿童对时间副词的理解水平和特点及初步分析

儿童理解不同时间副词的策略。毕鸿燕， 彭聃龄（2004）

不仅关注了 4到 6岁儿童还持续关注了 6 到 8 岁儿童三种时

间副词理解能力及策略。周国光（2004）对汉语时间系统习

得状况进行考察。他发现汉族儿童首先通过动态助词和时序

词的习得 , 产生说话时间表象 , 并逐步掌握动作行为的先后

关系及其同时间的关系。然后通过对时间副词的习得对已有

的时间关系和时间表象加以巩固和扩充 。通过时间名词的

习得对时间关系和时间表象加以固着。而时序词及其时位结

构的习得 ,则使儿童掌握了更方便的标示时间概念的手段 ,

从而逐步掌握汉语的时间系统。张云秋、赵学彬（2007）通

过一个北京话早期儿童的个案研究得出儿童倾向性习得规

则在语义上 ,优先习得的副词所代表的语义范畴相对比较简

单。不仅从研究了语义还有句义、频率等。余习德，李明，

夏新懿，朱一奕，高定国（2019）也关注了儿童的时间发展

情况。他们也发现理解并生成时间言语是儿童时间概念形成

与发展的重要内容。

3 选题依据

  前人的研究成果丰硕，但仍有可以补充之处。①前人

研究中，多是以普通话为研究对象，西蜀方言与普通话差异

较大，本文将对西蜀方言中的时间词根据前人的分类进行简

单分析与归类。② LUYao Liang、Dandan WU、Hui LI（2019）

通过研究发现儿童产出的将来时比过去时和现在时更多。

郑静、陈国鹏（1995）认为现在和过去用得更多。毕鸿艳、 

彭冉玲（2002，2004）认为产出的现在时多于过去时多于将

来时。本文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语义方面着手，

探究儿童习得时间词的内在规律。

4.研究方法

4.1研究问题

a儿童产出了哪些时间词？

b儿童产出时间的顺序是什么？

4.2研究语料

研究对象为母语为中文两名不同性别的 3岁学龄前儿

童分别是 Wll和 51。在儿童玩耍、做游戏、与大人交谈等

场景中对儿童进行拍摄，拍摄时间从 2019年 6年持续到

2021年 2月，一个月拍摄一次，每次时长为 5-10分钟左右。

拍摄完成后对所有语料按规定进行转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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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语料分析

5.1时态助词

5.1.1“了”的时间表象的萌芽

wll：卖完了呀。（了 1）

女童家是在街上做生意的，采访人问女童妈妈在哪儿

呢？女童回答“卖完了呀”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女童

说的是妈妈卖东西卖完了，在这里的“了”表示的就是妈妈

卖东西这件事已经完成了。

51： 可以脱了（了 2）鞋，脱了（了 2），脱了（了 2）

袜袜，脱了（了 2）鞋可以在你床上玩儿吗？

男童想上床玩儿，但是平时妈妈都不准男童上床玩儿，

男童在这里说，自己可以脱了鞋在上床玩儿吗？在这里出现

的“了”表示脱鞋这个动作的完成，表示这个意义的“了”

通常在动词或者助词后面。包括后面的“脱了，脱了袜袜，

脱了鞋”当中的“了”都是表示动作的完成，且都跟在动词

的后面。

5.1.2“老”

51妈妈：小点点哦。哎，你把妈妈手碰到老，妈妈手

抖了一下。

51：好老。

男童和妈妈在一起画画，男童在指挥妈妈，希望妈妈

把蜗牛画小一点，然后妈妈画完了蜗牛，男童说了一句好老，

在这里的好老并不是说年龄或者长相年长，这里的好老是重

庆话，意思与“了”相似，都是表示状态完成。

西蜀方言与普通话在一些词句上有一些区别。“老”

和“了”在表示状态完成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这一点

也表现在儿童产出的话语中。在儿童产出的语料中，发现大

量语句“了”和“老”混用的情况。

5.2时间副词

5.2.1“马上”

51：我还要把这个游戏耍完老来，就这个，还有，嗯，

还有，嗯，还有，还有马上我就完老。

男童洗澡的时候在玩儿游戏，妈妈催促男童快点洗完

澡，男童回答妈妈“马上我就完老”。在这里的马上就是出

现在儿童语言中的时间副词表示动作行为在说话时间进行

的短时间内即将行动。男童通过“马上”二字让妈妈知道自

己就快玩儿完游戏了。

5.2.2“就” 

51婆婆：快点穿起就不冷了撒！

51：我就倒下，哎哟。

51婆婆：你莫到嘛，两个脚脚起来。

婆婆和妈妈给男童洗完澡，快要穿衣服的时候，男童

比较调皮，直接说我就要倒下，让长辈不能好好穿衣服。这

里的就表示完成的已经。

5.2.3“要”

51妈妈：洗干净点哦。

51婆婆：你说，好。

51：好。我要洗得很干净。

婆婆在给男童洗手，妈妈希望男童把手洗干净一点，

男童答应妈妈到“好。我要洗得很干净”。这里的“要”也

表示洗手洗干净这个动作将要完成。

5.2.4“已经”

wll：我卖了面面的，已经卖完老，面面。

采访人与女童交谈时，女童告诉采访人自己去街上卖

了面，而且卖面的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了。这里的“已经就是

字面意思，卖面的动作已经完成了。

5.3时序词

5.3.1“先”

51：先画头头。

男童与妈妈画画，男童指导妈妈，让妈妈先画蜗牛的

头部。

Wll：那我先走了。

女童与采访人说话，女童说出她自己先走。三岁儿童

语言中表示时间顺序和时间位置的方位词有“先”，表示的

是时间顺序在前。

5.4时间名词

5.4.1“昨天”“那天”

51:我昨天说了一道。

51婆婆：你又给他说了道啊？

51妈妈：你昨天见到余老师的啊？

51：嗯。

51婆婆：你给余老师怎么说的，昨天学都没上。

51妈妈：好，洗个脚脚。

51：那天。

51：哦，那天，好好好。

儿童与婆婆交流时说出了“我昨天说了一道”这一话

中的昨天看似表明儿童已经掌握具体的时间，但是根据男童

与婆婆的对话可以看出，男童说昨天见到了老师，但是婆婆

却说昨天压根没有上学。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三岁

男童虽然掌握了“昨天”这个词但是对时间名词还存在误用

的情况。但是这个男童是否掌握了“昨天”的用法我们不得

而知，因为我们不知道是男童的记忆错误还是误用。从这个

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要正确的使用时间词对男童来说

难度较大。男童与婆婆交流时，婆婆否定了男童“昨天”去

见老师这个说法，男童回应婆婆到时“那天”。“那天”就

是一个泛指的时间段。综合整个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儿童已

经掌握了时间的泛指，但是掌握时间名词比时间副词难度要

大很多。

6 结论

从上述分类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三岁儿童的话语中出

现了时态助词“了”“着” “老”，儿童能够分辨不同意

义的“了”“着”“老”。西蜀方言与普通话有差异，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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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儿童在 3岁能够产出“过”表示事情的完成，但是由于方

言的不同在语料中没有发现“过”表时间，但是“老”表示

过去却经常出现。在儿童的会话中发现了时间副词“在” “已

经” “要” “就” “马上”。表示儿童已经能够使用表示

时间的过去，我们认为儿童不仅掌握了现在时间，过去时间

的概念，而且也可以认为儿童已经初步掌握了事件和动作行

为的进行状态和完成状态。在语料中发现的时间名词有“刚

才”“昨天”“那天”“很久很久以前”但是由于语料有限

不能判断儿童是否掌握了“昨天”的使用。汉语的时间系统

是由时间助词、时间副词、时间名词、时序词以及相关的句

法结构共同表现的，本文分别探讨了上诉时间词，认为儿童

掌握各个类型的时间词是交错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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