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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介词“以”的偏误分析及教学策略

王昭庆

大庆师范学院　黑龙江　大庆　163000  

摘　要：以“以”为代表的介词的教学是整个对外汉语教学的难点所在，因为其教学方法与普通词

汇的教学思路完全不同，它应该立足于偏误分析，以学生的偏误作为切入点，同时不应该当做是一个独

立的个体的词，应该放在常用搭配中去向学生讲解，这样才会避免与其他相似介词的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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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词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是比较复杂难懂的

一个语言点，因为其释义比较抽象，用法又比较灵

活，而且与汉语学习者的母语基本没有对应词作参

考，在词典中也没有具体的词汇意义，所以其意义

和用法都是对外汉语课堂中比较棘手的，也是偏误

产生较为多的一类语言项目。在所有的现代汉语介

词中，“以”是最为抽象的词语之一，因为它兼属

于动词和介词两类，在现代汉语中这样的词被称为

“兼类词”。这种兼类词并非只有“以”一个，比

如“和”，在“我和你都是中国人”中是连词，在

“我喜欢和你去散步”中是“介词”，对于“和”

这样的介词，在讲解的时候，汉语教师必须在课堂

上严格地区分出其词类，因为它的动词意义和介词

意义有所差别，并且用法也有所不同，这其中的根

源就是词类的不同造成的。但“以”与“和”不同，

“以”的动词用法和介词用法大体一致，差别微小，

所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为减轻学生理解的难度，

可以不必强调其词类——动词和介词的差异，在讲

解的过程中，可以只以不同语境中的用法为角度，

而不以词类差别为出发点。

一、“以”的本体研究

1.“以”的语法意义

现代汉语各类工具书对“以”有过很多解释，

根据吕叔湘先生《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对介词“以”

的释义，“以”有以下意义 [1]：

（1）用，拿。此时，“以”后面通常加上动词，

构成“以……+ 动词”结构。如：

①他们终于以理解代替了争吵。

②两家人应该以真诚的态度关心对方。

③在各位老师的教导下，我终于以优异的成绩

升上了中学。

例句①中的“以”后面是谓词性成分，这里的

“以”是动词，例句②③中的“以”都是介词，但

我们发现他们的意义没有区别，并且格式也类似，

所以在此不作区分，教师讲解时也没有必要强调词

类的差异来增加课堂语言点难度。

（2）把……作为。此时“以”通常后面要加

上“为”，构成“以……为……”格式。如：

① 孩子们经常以父母为榜样。

②他总是以功课忙为借口拒绝和朋友们见面。

③他从小就以帮助别人为自己的梦想。

这类用法属于“以”的固定搭配，在这里，“为”

是“作为”的意思，具有动词的性质。

（3）表示方式，按照，根据。如：

① 以节食减肥，不是一个好方法。

②他总是以最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这类用法比较常见，“以”后面跟着非固定的

动词结构。

（4）表示原因，通常后面与“而”搭配使用，

构成“以……而……”结构，如：

 ①我们希望你以谨慎的态度做出决定。

 ②他们最终以高利润而获益。

2.“以”的固定句式

“以”是虚词，没有词汇意义，只有语法意义，

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对“以”的考察应该着重

于语法搭配上，而“以”常用的搭配组合有：

（1）以……为……

这一组合的常见搭配有“以……为前提”、“以

……为目的”、“以……为主”、“以……为例”

等等。如：

①所有的事情都应该以不挨饿为前提。

②以儒家文化为主的韩国，代沟问题更严重。

③现在的人们不再以吃饱为目的选择食品。

④我们以朝鲜为例，朝鲜由于饥饿每年死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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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但他们还能活、下去的原因之一就是玉米。

（2）以……来……：

这一组合中的“以”具有“凭借”义，“来”

之后紧跟着动词结构，带有一

定的目的性。

①父母和子女应多谈话，以谈话来拉近双方的

代沟。

②以绿色食品来代替非绿色食品。

（3）以……的……

这一组合“以”后的宾语是偏正格式，“的”

后是偏正格式的中心语，有“以……

的方式”、“以……的态度”、“以……的立场”

等。

①病人本人衷心希望页“安乐死”的方式结束

自己的病苦。

②是否应该以自然的态度对待女性？

③我也不断努力以父亲的立场思考问题。

（4）以……而……

这一组合“以”有原因之义，“而”后的部分

表示结果。

①苏州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以园林而

举世闻名。

例句①中“以”后的宾语“园林”表原因，“举

世闻名”是最终的结果，表

示因为园林而举世闻名。

3.“以”的构词

“以”字结构由于组合的常用性，很多已经固

化为词，比如“以少克多、以一敌百、以己之见、

以己之力、民以食为天、以次充好、以诚待人、以

身作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等。这是古汉语“以”

在现代汉语中的一种映射。

二、“以”的偏误分析

1. 留学生输出“以”字句时的偏误现象

根据 HSK 动态语料库的统计，作为 2500 个常

用词之一的“以”，使用总频次 29583 次，错误频

次为 360 次。因此对于“以”的使用基本可以归纳

为常用且易错。而根据 HSK 动态语料库提供的语

例 [2]，这些“以”字句的偏误大致可以分为下面几

种情况：

1. 位置偏误  

我开始在父亲的工厂帮忙以半工半读的方式。

我开始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在父亲的工厂帮忙。

“以半工半读的方式”作为介词结构，按照汉

语的语法规则应位于主谓之间，而不是句尾。

2. 介词混淆

（1）“把”“以”混淆：大人们不要以自己

的主张强加到孩子身上。*

大人们不要把自己的主张强加到孩子身上。

（2）“在”“以”混淆：以我来看，最后他

们提供的原因至关重要。*

在我来看，最后他们提供的原因至关重要。

（3）“从”“以”混淆：我是以欧洲人的角

度来说明我的看法。*

我是从欧洲人的角度来说明我的看法。

这些和“以”容易混淆的介词在某种意义上来

讲都和“以”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把”后面直接

加上对象，“以”后也直接加上宾语构成介宾结构；

“以”经常和“来”搭配，“在”也由此用法；“以”

后面的介词宾语经常以偏正形式出现，“从”也由

此特点，这些都是造成混淆的原因所在。

1. 搭配不当

以吃绿色食品所保护人们的健康也很重要。*

以吃绿色食品来保护人们的健康也很重要。

“以”后面可以和“来”搭配，表示某种行为

的某种目的，不能和“所”搭配。

2. 缺失问题

（1）“以”字缺失

这就是自我为中心的表现。*

这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

例句中如果把“以自我为中心”中的介词“以”

去掉，那么就变成了“自我为中心”这个主谓关系了，

整个句子的语法结构都发生了改变，因此不可以去

掉。

（2）“以”的搭档的缺失

我也跟其他吸烟爱好者一样，以吸烟减少压力。

我也跟其他吸烟爱好者一样，以吸烟来减少压

力。

 在这个“以”字句中，“吸烟”表示某种行为，

而“减少压力”是这种行为的目的，中间应加上助

词“来”。

（3）动词缺失

我还是认为以朋友的方式最长久、最有安全感。

我还是认为以朋友的方式相处最长久、最有安

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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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字构成的介宾结构置于动词之前作状语，

所以“以”字结构后面的动词或动词结构不可缺少。

2. 关于“以”的偏误分析

（1）母语和目的语差异

介词是汉语中较为复杂的一类，与学习者的母

语很难有所对应，而面对复杂的词类，学习者经常

会以自己母语中的某个词为参照点，这样就容易引

起语际之间的偏误 [3]。比如上面曾举过的例子“我

开始在父亲的工厂帮忙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这样

状语后置的语序明显是英语的语序，而汉语壮语的

位置是在谓语动词之前的。

（2）目的语语内混淆

很多时候，留学生的汉语偏误其根本原因并不

是母语负迁移，而是目的语语内混淆所造成 [4]。比

如“以”和“从”的混用、“以”和“在”的混淆、

“以”“用”混淆、“以”“把”混淆等。如：

① * 怎么能以这有效的时间去阅读那浩如烟海

的书籍呢？（用）

 ② * 那我们可以把朝鲜为例。（以）

 ③ * 以家长方面来说，自然不愿意见到孩子在

求学时谈恋爱。（从）

 ④ * 至少，把有清楚意识的人，在解脱患者和

家人痛苦的名目夺命是一种杀人。（以）

例句①中将“用这有限的时间去阅读”误用为

“以这有限的时间去阅读”，二者的区分是“以”

比“用”更为虚化。例句②将“以朝鲜为例”误用

为“把朝鲜为例”，虽同为介词，但“把”对动词

的要求很高，进入“把”字句的动词必须具有处置

义，也就是对“把”的宾语要有明显的影响，而“为”

这个动词显然处置义不足，所以不能与“把”搭配，

若把“为”改成“当作”，即“我们可以把朝鲜当

作例子”就可以了，否则就必须用介词“以”。

语内混淆的原因就在于学习者对相关语言点掌

握不完全或归纳错误，或是把某一语法规则泛化，

这种偏误多出现于中高级学习者之中。

（3）教学偏差

汉语教师对语法点讲解不足也是造成介词“以”

偏误的主要原因，这包括教学方法不当、语法点规

则讲解不完全、缺乏对比和区分、过分依赖教材等
[4]。对词语的解释较为笼统以及例句不丰富是很多

汉语教材都有的问题，当然对某个词语的系统讲解

需要汉语教师的归纳总结和积累，这与教师自身的

汉语基础和教学经验息息相关，弥补教材中的不足、

立足教材但不依赖教材、适时调整教学方法、关注

学生反馈是汉语教师需要做的。同时语法点的讲解

也需要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讲解什么是正确的用法，

同时也应说明什么是错误的用法。

三、“以”的教学策略

介词“以”的教学可以广泛运用第二语言习得

的相关理论知识，其中的对比分析理论和偏误分析

理论，是针对这一语言点较为有效的突破口，对比

分析主要着眼于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对比，而母语

的影响有积极一面也有消极一面，这是每个第二语

言学习者都会面对的难题。而偏误分析主要着眼于

学习者在目的语产出过程中的偏误方面，这需要对

外汉语研究者和语言教师双方面的积累、甄别、总

结和归纳。具体操作如下：

1. 借助于母语或媒介语进行对比教学

众所周知，母语对第二语言学习存在一定的消

极影响，但不可否认在第二语言学习初期，尤其对

成人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母语的语言系统很多时

候有助于对第二语言的理解 [5]，特别是当母语和目

的语在某个语法点上存在某些相似之处时。因此借

助母语语法系统和母语习得经验去理解和学习第二

语言，是初级汉语学习者的必选方法。而之所以母

语会产生负迁移，原因还是在于学习者对母语经验

使用过度。所以当母语和目的语在某些语法点上基

本类似但有细微差别的时候最容易出现偏误，汉语

教师需要做的就是发现并指明这些微差所在。以英

语母语者为例，“以”和英语中的“from”“by”

有些类似，那么此时汉语教师一定要注意对比教学，

让学生提前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差别。

2. 注意相似介词对比教学

这里提到的相似介词，其实是汉语中容易和

“以”发生混淆的介词，这类介词是需要在搜集大

量留学生语例的基础上总结出的，上文曾总结过，

在 HSK 动态语料库中，我们发现留学生在介词“以”

的理解和运用上常和介词“从”、“在”、“把”

等相混，那么在教学中就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讲解，

这样就会让学生留意到他们的区别所在。当然这里

要注意，这种相似语言点的区分，对学生的理解能

力要求很高，教师应在这三个介词都已被学生掌握

的情况下，去引导学生发现它们的不同，与此同时

教师应该不断观察学生的反馈，一旦接受困难，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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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立即停止，不要增加理解上的压力。

3. 以短语搭配的形式讲解

“以”身为介词，本身意义较为虚化，而且又

有相似意义的其他介词做干扰，因此从解释词语意

义这个角度让学生理解这个词是比较困难的，因此

对“以”的讲解需要另辟蹊径。从 HSK 动态语料

库以及北京大学语料库中，我们发现“以”的搭配

其实是较为固定的，主要就是上文中所总结出的几

种情况：“以……而”、“以……为”、“以……来”、“以

……的……”等，因此汉语教师就可以以形式搭配

的方式来讲解，再加上“以”的构词比如“以次充好、

以一敌百”等去辅助理解，这样学生就不会去纠结

于“以”的意义，从而和其他相似介词进行混淆了。

4. 不断吸收偏误语例

偏误，是相对于正确的语言形式而言的，是

第二语言学习者在二语习得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产

物，汉语教师不应对偏误含有偏见，认为是应该剔

除的东西，应该将其当做是语言学习和语言教学的

经验的来源，因为偏误体现的就是语言学习的整个

过程。“以”的讲解和汉语其他词汇的讲解不同，

汉语教师在讲解普通词汇的过程中，一般遵循着“释

义——用法——举例——练习——纠偏”这样的顺

序，但以“以”为例的介词的讲解应反其道而行之。

汉语介词的讲解其实都可以参考“以”的讲解思路，

汉语教师先搜集大量的相关介词的偏误，然后去描

述、分析和总结，然后再确定教学重点，当然在讲

解的整个过程里，学生的课堂反馈也尤为重要，教

师需要将这些反馈搜集整理，从而补充抑或是纠正

教学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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