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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把”字句偏误分析及教学策略 
赵颖英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课堂中，“把”字句的学习是一个难点。学习者在使用“把”字句时会产生泛化倾向，同时会忽
视宾语需确指和不能出现可能补语这个规则，而遗漏和错序的问题也常常在“把”字句中出现。分析“把”字句出现偏误的原因，
可以归纳为三点：“把”字句中的谓语动词概念不明晰、教学过程中忽视“把”字句的语境进行教学、“把”字句语法项目的独特
性。分析“把”字句的偏误可以给汉语教学带来启示，在教学过程中应重视“把”字句的语用特性，在具体的上下文语境中开展“把”
字句的教学，同时也要对其他偏误开展针对性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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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把”字句的研究已经颇为深入，但是“把”字句的教学

仍然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一个难题。二语学习者在“把”字

句运用过程中容易产生偏误，教学过程中也容易出现问题，这些都
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而对二语学习者的“把”字句偏误进行分析

有助于我们找出问题的关键并对教学进行改进。本文将分析二语学

习者学习“把”字句产生的三大偏误，并对偏误进行原因分析，最
后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 

一、偏误现象 
“把”字句学习中，二语学习者常常会出现一些偏误，在此，

笔者将这些常见的偏误分为三类。泛化是指学生过度使用“把”字

句，从而出现泛化现象；“把”字句中的宾语应是确指的，且不能

出现可能补语，如果学习者忽视了这条规律也会出现偏误；最后，
学习者常常会忘记“把”字句中的补语或其他成分，同时也会出现

错序的问题。 

1．泛化 
针对“把”字句的定义问题，王力提出“处置”说，认为“把”

字句主要的语义特征是谓语动词能对“把”字后的宾语产生“处置”

性的影响。吕叔湘的“三说”理论包含了“行为动词”说，也是认
为“把”字句中的动词要有处置意义。比如：他把垃圾扔了。“扔”

便对垃圾产生了处置或者支配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一些不及物动词（知道、听见）、判断动词（是）、趋向动词（来、
去）、能愿动词、存在动词（有/没有）等不能做“把”字句中的谓

语。而学习者经常犯的错误就是误将一些动词使用到“把”字句中。

比如：小明把小云喜欢了。我正在把词语抄写。这些句子都是错误
的，“喜欢”、“抄写”这样的谓语动词都不能在“把”字句中使用。

张宝林把“泛化”界定为：“在不该用‘把’字句、母语者一般不

会使用‘把’字句的情况下而二语者使用了“把”字句的中介语现
象。”1    

2．宾语的不定指和可能补语的出现 

吕叔湘的“三说”理论指出“宾语的有定性”，这也是“把”
字句一个重要的特点。“宾语的有定性”指的是“把”字句的宾语

应是确定的，说话双方都知道的一个人或事物。因此，一般来说，

“把”字句的宾语可以受“这个、那个”表确指意义词语的限定。
比如：“请你把一本书寄走”，这句话就是表述错误的，因为没有前

后语境相呼应，这句话的表述是模糊不确定的。正确的表达应该是：

“请你把这本书拿走。” 
可能补语表示某种可能性，而“把”字句要求补语表示某种确

定性，因此“可能补语”不能用于把字句。学习者不明白这个规定

就会把可能补语用于“把”字句，比如说“你把这个橘子吃得完吃
不完？”,这句话的表述就是错误的。正确的表达应是:“这个橘子

你吃得完吃不完?” 

3.遗漏或错序 
鲁健骥在《外国人学汉语的语法偏误分析》中将以英语为母语

的初学汉语的学生的偏误分为“遗漏、误加、误代、错序”四类，

而“遗漏”和“错序”也是二语学习者习得“把”字句时常常出现

的错误。在“把”字句中，谓语动词不能是光杆动词，其后需要加

补语等其他成分。例如：“我把饭吃”是一种错误表述，正确的表

述应是“我把饭吃完了。”这就是“把”字句学习中学习者出现的
“遗漏”错误。 

“把”字句的错序问题体现在很多方面。首先是能愿动词、副

词只能放在“把”字的前面，不能放在“把”字之后。但是二语学
习者经常会犯的错误就是将能愿动词和副词放在了“把”字之后。

例如：“我把今天的课没有预习好”，这是错误的表述，正确的表述

应是：“我没有把今天的课预习好”。 其次是“把”是介词，却常
常被学生当做副词使用。“把”应该放在谓语动词前面，二语学习

者常常出现的错误是将“把”放在了谓语动词的后面。例如：“我

做完了把作业”是错误的表述，正确的表述是：“我把作业做完了”。
最后，二语学习者常常出现的错误还有宾语的错序。例如：*小明

把书包放回了文具盒。小兰把柜子放进了茶杯里。“把”字句还有

一些常见的错序现象，如：*小红把打扫干净卧室。*小明把拿走了
蛋糕。 

二、偏误原因 
“把”字句产生偏误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在此，根据上文提

出的偏误现象分析原因。首先，因为“把”字句谓语规定的不明确，

学习者并不清楚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把”字句，因此会出现回避

或泛化的现象；其次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也没有注意“把”字句的
语境问题，导致学习者出现偏误；最后，因为“把”字句语法项目

较为特殊，在其他语言中较为少见，因此学生掌握起来较为困难。 

1.“把”字句谓语动词规定不明确 
“把”字句的谓语需要有“处置”性或“致使”性，然而对于

初学汉语的学习者来说，词汇量和语法知识掌握很少，汉语中谓语

动词的种类又很多，要学生掌握哪些属于“处置”性的动词，将“处
置”性的动词运用于“把”字句，这对于学习者来说是不现实的。 

而且，“处置”性和“致使”性这两个概念很抽象，“处置”动

词没有明晰的定义，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理解起来很困难，因此
也就无法掌握哪些动词属于“处置”性或“致使”性动词。 

谓语动词规定不明确、“把”字句含义不清楚、二语学习者词

汇掌握不足，这些都会影响学习者学习“把”字句，从而产生偏误。 
2.教学设计原因 

黎锦熙的“提宾”说认为“把”字句的主要特征在于把宾语提

前到谓语的前面，这正是“把”字句区别于主谓句的主要特征。然
而“把”字句这种特殊的句式和普通的主谓句除了形式上的不同，

意义上又有哪些区别？ 

现有的教材和教学过程中，教师习惯让学生练习将普通的主谓
句变换成“把”字句，这样的话，学生并不理解“把”字句和普通

的主谓句有什么区别，甚至可能会认为大部分主谓句都可以变成

“把”字句，从而产生“把”字句的泛化。 
3.“把”字句语法项目的独特性 

“把”字句作为一种特殊的汉语句式，它的典型结构是：主语

+把+宾语+动词+补语（了）。其中的宾语放在“把”字之后，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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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感的身份。战争小说的主要手法是战争描写。战争描述从个体、

他人、群体、民族、国家和人类的批判状态出发，透视个体的经历

和命运，形成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民族情感认同与人类情感认同、

历史见证与精神见证等各种复杂关系。从而形成了战争小说的历史

和情感内涵。这些小说的井伏鳟二不仅是时代的产物，而且井伏的

表达反映了政治理性的吸引力。井伏鳟二表达日本民族精神，而且

日本知识分子的表达轻信，盲目的服从和战争责任的丧失。现实战

争小说的历史辩证法、人文关怀和审美升华还有一定的距离。基于

人道主义和日本民族的共同心理，井伏为日本政府和人民呐喊助威

的政治理性诉求是其战争小说的文学精神实质。 由于承载着民族

历史文化记忆的战争小说本应通过立体的视角和对人性的深入刻

画来体现和平的吁求和启示意义，因此有人认为，井伏鳟二的战争

小说所反映的并不是真正的“和平吁求” 而是当时日本政府和日

本人民的政治诉求，也就是民族精神诉求，这也正是井伏鳟二战争

文学的真正的精神世界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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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后移，之后再加其他成分，这种结构较为复杂，且在其他语言

中是很少见的，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很陌生。还有一种特殊的“把”

字句，其中的谓语动词并没有“处置”意，但是有“致使”意，比

如说：期末有那么多作业，把我累坏了。小红收到录取通知书，把

她高兴得眉开眼笑。学生一般在开始的时候学习“处置”性的“把”

字句，在之后才会学习表“致使”义的“把”字句。这些表“致使”

义的“把”字句和之前表“处置”的“把”字句区别比较大，学生

理解起来较为困难，因此容易出现偏误。 

三、教学策略 

在“把”字句教学过程中，有时教师从“把”字句的具体结构

讲起，之后让学生运用“把”字句进行造句，练习过程中却只关注

于主谓句变换成“把”字句形式上的改变 。比如：小明吃苹果，

其“把”字句格式为：小明把苹果吃了。这种句子不管是变成主谓

句还是“把”字句都是正确的，这时候再要求学生进行练习并不能

达到很好的效果。这种情况下，学生会认为主谓句和“把”字句表

达的效果是相同的，因此可能会疑惑“把”字句和普通的主谓句的

区别是什么，甚至二语学习者可能会在汉语使用过程中放弃使用复

杂的“把”字句或者在不该使用“把”字句的时候使用“把”字句，

这都会导致“把”字句回避或泛化现象的产生。 

此时就要关注“把”字句的语用问题，利用语境进行教学。“任

何语言单位都离不开具体的语境，任何一个语言单位都在其特定的

语境中发挥其特定的功能。‘把’字句也不例外。”2 语言单位的语境

对于语言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一个语境中，语言的作用才得

以体现。而在教授语言的过程中，教师有时会把语言点和具体的语

境相隔离，在没有语境的情况下让学生进行大量的语言点的练习，

这对于学生学习语言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因此，在进行“把”字句的讲解时，要注意增加上下文的具体

语境，这样，学生就会潜移默化地知道哪些情境下需要使用“把”

字句，哪些情境不能使用“把”字句。  

在注重“把”字句的语境的同时，教师也应该关注学习者在运

用“把”字句时产生的其他错误，比如说宾语的不确定性、遗漏等

问题，设计相关教学步骤，提高学生运用“把”字句进行交际的能

力。 

四、结语 

对学习者学习“把”字句出现的偏误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教学

的提升。本文将二语学习者在学习和使用“把”字句时常常出现的

偏误进行了总结，总共可分为“泛化、宾语的不定指和可能补语的

出现、遗漏或错序”三类。对其出现偏误的原因进行分析，可归纳

为三点，即“把”字句谓语动词规定不明确、教学设计原因、“把”

字句语法项目的独特性。笔者针对学习者使用“把”字句出现错误

的原因提出了注意语境教学的策略。“把”字句的语境问题一直是

我们所忽视的地方，这启示我们要关注“把”字句使用的语境问题，

进行教学方法和教学设计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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