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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量词的偏误分析及教学策略的思考
——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为视角

卜秀梅
（泰国格乐大学中国国际语言文化学院　山东　日照　276800）

【摘  要】名量词是母语为英语的目的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容易出现较多偏误的一类词。本文对母语为英语的学生名

量词使用的偏误类型进行分析，找出偏误原因，给出相应的教学策略，希望对国际中文教学提供些许可借鉴的建议。笔者

认为本文的新颖之处在提出“驱动语料教学模式”与教材载体相结合的方法，期待这种方法能够更多的应用于实践教学当中。 

【关键词】名量词偏误；教学策略；驱动语料教学 

1 绪论

1.1 选题宗旨

名量词偏误及教学研究一直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热

点，更是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学习的一个难点。笔者查

询了大量关于名量词研究的文献，归纳总结出偏误类型，做

了偏误分析并提出教学策略。笔者认为通过分析名量词偏误，

作出有针对性的教学对策是非常具有研究意义的。

1.2 文献回顾

伏学凤（2005）采用问卷调查法及语料分析法，对以汉

语目的语学习者运用和习得汉语量词进行了定量的分析。从

母语为日语、韩语和英语的初中级汉语学习者的作文练习提

取语料，以日、韩学习者中初中级留学生作为问卷调查对象。

此调查分析为日后的对外汉语名量词教学的系统性和解释性

研究鉴定了基础。

郭晓沛（2007）对初、中、高级语言班的汉语学习者进

行调查分析，用了访谈和调查问卷的方法，得出学生汉语水

平的高低跟量词使用的正确率成正比，反映出中介语随着学

习的发展而逐渐向目的语靠拢这一规律。但是，中级水平学

生对量词的掌握具有反复胜的特点，呈现下滑状态，出现低

谷。同时作者基于此份调查总结出偏误出现的原因。

还有很多论文及研究针对汉语量词和英语量词的对比研

究，但名量词偏误分析与教学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还不够丰满。

本人主张以学生为主体，教材为载体，语料驱动教学模式的

研究比较新颖，值得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

1.3 研究方法

本文先通过文献检索法，对比分析并利用语料库进行归

纳总结。

2 名量词的偏误类型考察

2.1 遗漏

目的语学习者漏用量词的偏误现象比较普遍。此类偏误

在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初学者中普遍常见。学习者易受到母语

的负迁移影响。出现量词遗漏现象，原因为英语中有许多数

词直接修饰名词的形式。在现代汉语中，数词不能直接修饰

名词，不能出现遗漏情况。汉语中的名词表示一类事物的类

名，实际上不可数，而量词起着把事物形状具体化、个体化

的作用。必须在名词前加上量词，把名词个体化，才可以计数。

2.2 误用

量词的误用主要是指学习者在应该用甲量词时却用了乙

量词。量词的误用不单单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容易出现，对

所有汉语目的语学习者而言是最容易出现的一种偏误类型。

现举例如下： 

 * 小华永远记得他的第一个数学老师。 

改：小华永远记得他的第一位数学老师。 

解析：“个”与“位”都是个体量词，“位”含尊敬的感

情色彩，所修饰的人具有一定身份。而“个”表意笼统，色

彩随意。

*那天我在树林看见了一只蛇。  

改：那天我在树林看见了一条蛇 。

解析：“只”计量飞禽、兽类或昆虫。“条”计量长条状

的动物或植物。在这里语境中，“条”比“只”形象生动，

强调出蛇弯曲、柔软的特征。

他送我一双非常漂亮的花瓶。 

改：他送我一对非常漂亮的花瓶。 

解析：“对”和“双”计量的数量都是两个。但是“对”

所指事物本身可以单独存在，即单独一个也可以发挥作用。

而“双”所指事物，只有两者共同存在才可以发挥作用。 

2.3 泛化

名量词“个”的泛化太过普遍。“个”是学习者最早接

触到的量词，再加上母语为英语的留学生受母语量词少的影

响，所以他们常常把“个”代替其他量词使用。 

2.4 错序

错序主要指数词和量词一起放错了位置，不是指量词放

错了位置。目的语学习者不带清楚汉语各种句子成分的关系，

又易受母语句子成分排列顺序的影响，从而导致错序的偏误。

现举例如下： 

我们昨天买了高铁三张票。

改：我们昨天买了三张高铁票。

圣诞节，美美送我了漂亮的一条裙子。 

改：圣诞节，美美送我了一条漂亮的裙子。 

为了给孟子提供良好的教育，他母亲搬家了三次。 

改：为了给孟子提供良好的教育，他母亲搬了三次家。

李老师教英语了三年。

改：李老师教了三年英语。

3 名量词的偏误原因分析

3.1 母语英语的负迁移

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出现量词偏误的最主要原因是

母语的负迁移影响。在英语中，大多数情况下，可数名词在

计量时不需要量词，所以汉语学习者常受母语的影响而忘记

使用量词。如“a cat”“a flower”，所以有的对外汉语学

习者就造出“一猫”、“一花”的错误短语。汉语个体量词分

工仔细，不同种类的名词要用不同的量词搭配，而英语个体

量词没这么复杂，往往是一个英语个体词对应很多汉语个体

量词，如“一双”“一对”在英语中都用“a pair of”表示，

所以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常常在面对众多名词前不知如

何选择量词，这时他们就会受母语的影响，用直接翻译法选

择汉语量词，但大多数情况下是错误的。英语中数量的表达

方式主要是依靠语法概念，而汉语量词具有理据性的特点，

即在与名词搭配时很多量词的选择是根据被修饰的名词的特

征所选择的，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不习惯汉语量词的这

种特点。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量词偏误母语负迁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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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另外一种因素是汉英句法结构差异。在英语中，一般情

况下，表时间的补语都放在句末。汉语学习者在学习和使用

到时量补语时往往受到英语的影响而造成偏误。对于汉语目

的语学习者而言，“一位老师”和“一个老师”的差别非常

难理解，因为英语里面表达一样都是“a teacher”。

3.2 教材与教学方面因素

3.2.1 教学活动的载体离不开教材。在调查教材问题时，

发现大部分教材的编写都不能让教师和学生满意，不能满足

教学的需求。教材对名量词的解释非常单薄，几乎很少对语

义和搭配进行讲解。再者教材的名量词复现率比较低，这样

既不能满足学生自学的需求也不足以支撑教师的名量词教学。

3.2.2教学方面主要体现在教师对名量词教学的态度上。

部分教师对名量词的教学不够重视，认为不重要，只是简单

带过，把重点放到主导词名词上面。加上教学时间有限，不

能带领学生进行反复操练，以达到巩固效果。还有一点就是

部分本土教师对名量词本体知识不够了解，不能对名量词进

行科学的阐释，大部分情况只将其解释为汉语的固有习惯。

这样的教学势必会导致学生名量词的各种偏误。

3.3 目的语过度泛化

在初级阶段，对外汉语学习者常因母语的干扰在学习时

产生偏误，到中高级阶段后，受到自己内化规则的影响，产

生偏误的主要原因也由母语负迁移而转变成目的与知识负迁

移。目的语知识负迁移在母语为英语的留学生量词偏误原因

中的主要表现就是“个”的泛化。留学生最早接触到的量词

就是“个”，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最经常用到量词也是“个”，

这就导致了学生有时会用类推的办法对几乎每个名词都用

“个”来修饰。这跟教学理论指导不足，教师造成训练偏差

和授课不严谨有很大关系，非常值得我们重视。

3.4 方言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在描述量词的语法特征时提到“什么量词与什么名词组合，

在普通话和方言里各有自己的习惯，有的相同，有的不同。”

那么口语和书面语的名量词究竟应该以哪个为准？这一点有

待于我们进一步的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方言文化对名量词

的偏误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在中国，如果有学生名量搭配

举例一粒西瓜、一粒榴莲，那么教师肯定会判错。但在新马

华语区就是正确的。例如：“粒”的用法，在新马华语区，特

色量词“粒”即可与小型粒状物搭配，这一用法和普通话一致，

例如：一粒米、一粒纽扣等。同时，量词“粒”还可修饰大体积、

圆球形事物，例如：一粒足球、一粒轮胎等组合，这种用法

是受到了闽南语方言文化的影响，已被收录到《全球华语大

辞典》中。这就说明方言文化对名量词也是有影响的。

4 名量词的教学策略建议

4.1 针对母语负迁移的策略

第一，通过汉英量词对比教学，找出汉英量词的共同点，

然后利用共同点教学，以促进母语的正迁移作用。例如，汉

英集体量词使用格式基本相同，都出现在数词的后面和所修

饰的名词前面，可以利用这种相同点帮助学生记忆使用汉语

集体量词。 第二，利用汉英量词之间的不同点帮助学生们

克服母语的负迁移的影响。例如，汉语名词在表量时都需要

借用量词，而英语可数名词表量一般是不需要量词的，教师

在教学中一定要反复运用对比教学的方法，以期达到让学生

们克服母语干扰的目的。 

4.2 针对教学和教材因素方面的策略

针对教材名量词语料不多且解释过于简单的问题，可以

通过提取教材的“真实语料”进行功能化处理，变成系统性

的“有效语料”的方式，把少而简的名量词提取出来，进行

人工干预和加工变成内容丰富，有规律可循的几类名量词的

用法，做归纳总结呈现给学习者。至于教材当中名量词复现

率低，不系统的特点，教师可以定期分阶段的进行名量词知

识的复习和总结，带领学生进行多次练习，达到学习者准确

掌握知识并能灵活运用的学习效果。

在教材语料单薄的问题，可以效仿新加坡的做法。新加

坡针对中小学生专门开发了新加坡中小学新版教材语料库，

供教师和学生使用。这对于华文教学是一个很好的提升，配

合以教材载体，这种有针对性的语料库显得尤为重要。可以

尝试“驱动语料教学模式”，让学生变成“内驱式学习者”，

以学生为主体，变被动为主动学习，积极调动内驱主动性，

自主查阅语料库，结合教材为载体，达到更好的学习汉语效果。

在教材编纂方面有可圈可点之处，新加坡华文教材的本

土化特点充分体现了出来，以华裔汉语二语学习者的特点

切入，提出了应注重培养华裔汉语学习者的语言技能，实行

“语”“文”分流，以听说带动读写，充分利用华裔学生的双

语背景，处理语言知识的对比，提高语言学习的效率。我们

期待更多的国别化汉语教材能够不断问世，根据各国学生本

土的特点更加轻松愉悦地学好汉语。

4.3 针对目的语泛化的策略

目的语泛化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目的语学习者将有限的目

的语语法知识，不恰当地套用在新的目的语用法上。针对目

的语泛化的改进策略，笔者认为应该让学习者尽快学习积累

更多的目的语语法知识，使中介语系统接近目的语，才能避

免过度泛化。教师必须扎实掌握名量词的本体知识，采用对

比教学法进行教学设计，帮助学生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准

确地教授汉语名量词的语法和搭配规则等。再者，教师应把

控教学深度，丰富课堂活动，减少学习者的畏难情绪，采用“顺

口溜”教学法、游戏教学法等兴趣教学法带入到课堂，提高

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语感，取得高效的学习效果。

4.4 针对方言文化的影响策略

关于方言影响名量词用法的策略，应该规范用法还是做协

调处理，众说纷纭，各持己见。笔者认为在正式场合，尽量遵

循现代汉语的书面语规则，至于日常生活当中的口语交际，可

以不做处理，仍百花齐放，让大华语变得更加丰富起来

5 结语

本文以对比分析理论为指导，采用对比分析、偏误分析、

文献检索和归纳总结等方法，对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名

量词使用偏误进行分析，总结偏误类型并分析原因，然后根

据对比分析结果和偏误原因，给出四点相应的教学策略。其

中以学生为主体，以教材为载体，以“驱动语料教学模式”

为方法，让学生变成“内驱式学习者”，变被动为主动学习

的方法比较新颖，值得日后做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 郭先珍 . 现代汉语量词用法词典 [M]. 北京：语文

出版社，2002 

[2] 国家汗办 / 孔子学院总部编制 . 汉语水平考试 HSK

（基础）大纲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 伏学凤 .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量词研究 [J].

语言文字应用，2005 (09)

[4] 郭晓沛，韩梅 . 关于外国留学生学习使用量词情况

的调查分析 [J]. 长春师范专科学院学报，2007 (26)

[5]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六版）[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6

[6] 彭剑，杨文全 . 新马华语特色量词“粒”的生成衍

化与接触融合 [J]. 语言文字应用 ,2021,(02)

作者简介：卜秀梅（生于 1979 年），女，山东日照人，

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对外汉语教学、小学数学教学

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