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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 2.0 版”的英语母语者习得

“能愿动词”偏误分析研究

赵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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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英语母语者在汉语习得过程中偏误率高的能愿动词进行分析探究，根据偏误分析理论及中介语理论，基

于“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 2.0 版”，对英语母语者习得能愿动词偏误语料进行收集和分类描写，针对英语母语者习得能愿动词的

中介语中误代、遗漏、误加和错序四种偏误类型进行分析，探寻偏误成因提出相应的学习建议和教学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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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测试与评估的课程实践过程中，笔者发现许多英

语母语的汉语学习者会造诸如“吃这些不干净的食物可以得

到疾病”“我还学习更多的汉语”的句子，对于汉语母语者而

言，正确理解和运用能愿动词很多时候凭语感就能迅速判

断，但是对于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的英语母语者而

言，尤其是在初学阶段，借用教材的固定句式加以替换新的

词汇成为他们练习运用情态动词的首选方法。殊不知每个能

愿动词都有不同的语义和语用特性。同时为避免犯错，他们

也会对这些能愿动词采取回避策略，但在语用过程中也会因

为不同语境而遇到新的问题。同时，能愿动词在日常学习、

对话中的使用频率很高，因此，对英语母语者习得能愿动词

进行偏误分析是必要的。

1 习得“能愿动词”偏误分析的理论基础

本文对英语母语者习得“能愿动词”偏误的分析主要基于

偏误分析理论和中介语理论。

科德将语言学习者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所犯的错误

分为失误和偏误两种，其中偏误是指学习者由于对目的语掌

握不全而产生的一种规律性错误，能够反映出学习者的语言

能力。偏误分析理论以认知心理学为基础，主张通过对学习

者中介语的描写来分析目的语习得的情况，目的在于发现学

习者所使用的目的语的形式与目的语规范形式之间的差距

以及这些差距形成的原因。

本文将采用偏误分析的方法，对英语母语者习得能愿动

词的中介语中存在的偏误进行收集整理，这里主要基于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 2.0版进行语料的搜集；进而对偏误语料进

行描写和分析。

另外，与其他词类相比，能愿动词有着“能愿动词词性、

词义繁复”“能愿动词具有成句功能，使用时不可随意添加或

删减”“部分能愿动词肯定与否定句不对称”等显著的基本特

征。基于此，英语为母语者习得能愿动词时的难度等级也会

提高，对能愿动词习得的偏误分析也就显得尤为关键了。

2 英语母语者能愿动词的偏误语料收集与整理

2.1语料收集

目前世界上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本族语)的人口约有 3

亿，其中英语母语者人数最多的分别是美国、英国、澳大利

亚。所以，本次检索首先选取这三个英语母语者最为集中的

国家进行。此外，基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考量，本文

参考《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所确定的三个等级

的 17 个能愿动词分别进行检索——

甲级词：得、敢、会、可能、可以、能、能够、想、要、

应该、愿意。

乙级词：该、肯、应、应当、值得。

丙级词：配。

本文的语料主要来源于“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 2.0 版”，为

保证语料的全面，采用“字符串检索”，并且在“考生国籍”选

项中分别选择“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通过检索，HSK 动态

作文语料库 2.0 版中前 6 个高频能愿动词分别为“会”(10341

次，词频 0.003659978）、“要”(8646次，词频 0.003060068）、

“想”(8184 次，词频 0.002896553）、“应该”(7143 次，词频

0.002528113）、“可以”（可）(6398 次，词频 0.002264436）、

“能”（5697 次，词频 0.002016332)。

HSK动态作文语料库 2.0 版中偏误率高的前 6个能愿动

词分别为“须”(偏误率 0.230769231)、“当”(偏误率

0.19047619）、“敢”(偏误率 0.117647059）、“得”(děi)(偏误

率 0.082251082)、“必”(偏误率 0.076923077)、“能”(偏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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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318764)。

2.2 偏误的形式分类和描描述

参考英语为母语者习得偏误率较高的能愿动词的语料，

其类型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误代、遗漏、误加和错序四种。

2.2.1 误代

能愿动词的误代一般是由于两个能愿动词在语义或功

能上存在相似或重叠，导致学习者混淆了它们的用法而造成

的。英语母语者习得能愿动词的误代偏误大致可以分成两大

类：

第一，能愿动词之间的误代。

例如，偏误率较高的“能”与“会”之间的误代。

（1）希望困难不能（会）让你灰心丧气。

（2）我觉得除了过量的农药以外少量的农药不能（会）

害人的健康。

（3）不过现在不行，孩子们希望父母年纪这么大会（能）

了解我们。

（4）而且现在你会（能）在中国留学是很幸福的事。

“能”和“会”只有在均强调具备某种本领时，才可以互换

使用。而“能”与“会”之间的误代主要发生在两者表达可能的

语义时，通常“会”表示主观推测，强调主体依据自己的主观

推测所做出的可能性预判，所以语料（1）和（2）应该使用

“会”。但是“能”强调被预测的对象所已经具备某种条件，故

语料（3）和（4）应该使用“能”。

另外，“会”与“可以”之间的误代偏误率也较高。

（5）我非常同意各市政府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措施，

这可以（会）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

（6）如果你让人民认为法律不是固定的，那么大家都

（会）很随便的可以犯罪。

（7）我个人的立场是很革新的，只要是悦耳动听的歌

曲，即使老掉牙的歌曲也还是会（可以）翻新推广。

（8）通过这条消息，我们会（可以）知道吸烟人不能

在路上随便吸烟。

“会”和“可以”在汉语中的语义重叠范围很小，但是对于

英语母语者来说，“会”和“可以”在英语中所对应的

“can/could”之间语义重叠的范围很大，所以会造成许多学习

者的困扰。在第（5）、（6）条语料中，需要表达“形成良好

社会环境”和“犯罪”的可能性，所以应该用“会”；而在第（7）、

（8）条语料中，需要用“可以”表示环境和客观条件的允许，

而不是一种可能性的推测。

第二，能愿动词误代可能补语。可能补语是一种说明由

谓语动词所表达的动作行为产生某种结果的可能性的组合

式述补结构。某些要表示动作、结果的动词，如“能”、“可能”、

“会”等，在否定时特别是口语中倾向用可能补语，而用能愿

动词则显得十分生硬。可能补语强调客观性，而能愿动词强

调主观能动性，英语母语者往往分不清这二者本身的区别和

语境要求的不同，加上母语中的缺失对应，就容易造成能愿

动词误代可能补语的情况。例如：

（9）孩子因年幼不懂好坏，所以他从父母的行为中不

会得到启发（得不到启发）。

（10）所以如果没有了水和氧气，我们不可以生活下去

（生活不下去）。

2.2.2遗漏

能愿动词的遗漏偏误，是指句子中需要能愿动词承担表

达可能、意愿、必要的语义功用，但是未使用能愿动词的情

况，简单来讲就是“能用未用”。

例如，“能/可以”的遗漏。

（11）男女分班这个问题，更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可以）

说清楚的。

（12）当我一个人自己做事情，我便可以完全按照自己

的想法来做，没人会反对我的做法，我就是主人。

（13）市政府限制吸烟场所的规定若（能/可以）阻止哪

怕是一个青年陷入这种自我伤害的险境，就是应该支持的。

在以上语料中，要表达“说清楚”“按照自己想法做事”和

“阻止自我伤害”等能力与可能性的功能或作用时，应该使用

能愿动词“能”和“可以”，而且此时它们可以互换。

另外，“会”、“要”等情态动词的遗漏大多受到英语的母

语负迁移影响。例如：

（14）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妇虽勉强在一起，也（会）给

子女造成不良的影响，因为他们也算是在破碎家庭中成长。

（15）如果每一个人也都这样想的话，那么这个社会还

（会）安定吗？

（16）基于此，对于男女分班，我也不觉得（会）造成

任何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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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语料的共通之处是，句中都有表示基于一定的条件进行

预判、推测的语义，所以能愿动词“会”所具有的表示预测和

可能性的语法特点在句中是必要的，这里不能够遗漏。

（17）可能因为是我自己比较缺乏安全感，所以，我一

定（要）跟他先做一阵子朋友。

譬如语料（17），想要表达说话人的意愿和决心，动词

前缺少“要”会使句子在语义和结构上都不完整。学习者受其

母语英语的影响，常会遗漏意愿类能愿动词。对于语料（17），

英语母语者会表达为“Maybe it's because I'm a little insecure,

so I have to be friends with him for a while.”英语里用“have to”

兼有必要性和意愿两种语义功能，所以当学习者转换成汉语

表达时常常会忘记加上“要”来强调意愿。

2.2.3 误加

误加偏误具体到能愿动词的习得上是指不该用能愿动

词却用了的情况。

例如：偏误率较高的“要”的误加。

（18）有一次我要考试，却没有考过。

在这个句子中，“没有考过”是既定事实，所以不需要用

能愿动词“要”表示计划、打算或可能性，属于误加。

再比如误加“会”。

（19）她会一边洗衣服，一边会告诉我她家乡的一切，

当时我只有六岁，不是很懂，却也多少了解一些。

“一边…，一边…”是一个并列式的复句，如果需要添加否

定副词或能愿动词，那么这两者都要放在首个“一边”的前面。

在语料（19）中，该句前半句的首个“会”已经统领了整个复

句，所以后半句不需要再添加“会”。

类似的还有误加“能”。

（20）这是大家都能知道的了。

（21）三年前，我在父亲、母亲的支持下，能考上研究

生。

在第（20）条语料中，“能”表示的是可能性，一般不与表过

去时态的“了”连用，所以属于误加。在语料（21）中，句子

本意表述的是“考上研究生”这一已然发生的事件，而非“是否

有能力考上研究生”，所以不用加“能”来表示有能力做某事。

综上，英语母语习得者对语法结构的不明确，再加上对能愿

动词“会”“能”的语义混淆、语用不清都导致了能愿动词的误

加。

2.2.4错序

能愿动词的错序是指能愿动词在句中的位置不当所造

成的偏误，英语母语者习得能愿动词的偏误多是由于介词词

组和副词与能愿动词的位置混淆导致的。

例如：

（22）我求职想到贵公司当广告设计师。

（23）政府的这种做法令城市能美化。

现代汉语语法中，“能愿动词+介词或介词词组”结构中能

愿动词与介词的前后位置关系是固定的，如“我想到贵公司求

职”“能令城市美化”，所以语料（22）和（23）属于能愿动词

与介词词组的错序。

（24）而母亲身体不好，加上我们兄弟姐妹一众七人的

拖累，所以她根本可能提不起精神来教导我们。

（25）问题是，我们如何应该面对这么多影响我们下一

代的资讯？

语料（24）和（25）的正确句型结构应是“能愿动词+状

语+动词”，错序的部分是承担修饰作用的副词置于能愿动词

之前了，应该分别改为“可能根本提不起精神”，“应该如何面

对”。

3 偏误成因分析及建议

3.1迁移成因及建议

3.1.1英语母语负迁移

初级阶段的二语学习者最易产生语际偏误。在英语中“情

态动词”与汉语“能愿动词”非常相似，这可能会给英语母语者

学习汉语能愿动词造成一定的迁移影响。例如，能愿动词误

代可能补语的情形中，英语没有与现代汉语中可能补语对应

的语法形式，但却有与能愿动词“不能”、“不会”、“不可以”

等形式对应的“can not/couldn not”，学习者可能应用英语母

语的语言习惯来组织汉语，造成母语负迁移的偏误。

3.1.2目的语知识的过度泛化

很多能愿动词的误加和误代偏误是目的语过度泛化的

有力说明。例如，学习者学习了“能愿动词可以单独回答问题，

但不能重叠，不能带动态助词（着，了，过）”这一语法规则

后，就可能把这一语法规则普遍应用到所有语境中去，而忽

略了这一语法规则在不同语境中使用时还存在特殊用法的

情况。此时，教师要注意在教学过程中为学生创设更多生动

的贴近生活的语境，例如聚会邀请、市场购物、乘车等，让

学生在语境中更好地掌握词语的意义和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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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学习策略成因及建议

学习者自身习得能愿动词的方法和态度是影响偏误产

生的重要主观因素，而且积极的学习策略能够促进学习者主

动且正确的使用能愿动词。

同时根据能愿动词的偏误类型我们不难发现，能愿动词

的误加和误代偏误多是由于习得者采用补偿策略导致的——

为猜测、克服说写中语言知识的不足，在本不该使用能愿动

词时错误地添加和代入了能愿动词。同样地，回避策略是学

习者在运用目的语的过程中，语言能力不足以自如表达意思

时，对语言表达的内容、形式做出避难就易、避繁就简的选

择，以求跨越语言运用的障碍，达到表达思想的目的而采用

的一种学习策略。能愿动词的遗漏偏误很多时候是因为学习

者觉得能愿动词的运用有一定的难度，故选用更容易、更简

单的词语来代替而导致的。还有一种情况，能愿动词之间的

误用也可能是因为学习者用自己掌握的较好、使用频率较高

的能愿动词来代替不太有把握的能愿动词导致的。比如在教

材中出现和在平时交流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会”、“能”、“要”

等，学习者就会较多地使用，以至于不该用时还用；而较难

的或使用频率较低的，如“肯”、“敢”、“得（děi)”、 “该”、“配”

等能愿动词学习者就不主动运用。

所以，学习者有必要在自身学习意识和教师的正确引导

下，按照自己的个体学习差异，来选取积极的学习策略以提

升对多义项能愿动词的正确使用和练习。

3.3 交际策略成因及建议

很多留学生选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学习汉语，主要的学

习目的一就是希望能在目的语的语言环境和社会环境中锻

炼与中国人流畅交流的能力，这就是“交际策略”。一般来说，

学习者在遇到自己想表达但未掌握的词汇时，为使交流顺

畅，往往会使用一些相似但不地道的词汇来推进对话。基于

此，英语母语学习者应充分利用多样语境练习——在课堂内，

学习者应积极参与课堂教师组织的课堂活动和交际练习；在

课堂之外，应该充分借助在中国学习生活的汉语语言环境，

通过广播、电视节目、旅游、购物等社会活动加强对汉语知

识的学习和运用。

3.4学习环境成因及建议

教师教学方法和教材是导致学习者习得能愿动词产生

偏误的学习环境方面的重要因素。而这种由于教师教学不

当、教材编排不当或失误使学习者产生的偏误也被称为“教学

诱导偏误”。

汉语教师对能愿动词的教学方法不当或者组织学生进

行练习的方法不当，是导致习得者由于误解形成偏误的重要

原因。例如，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对难以理解的能愿动词的

使用进行提问时，教师若以语感和使用经验来解答时，往往

会忽略能愿动词的不同语境和系统用法，很容易造成以偏概

全和过度泛化，从而产生诱导性偏误。所以，在课堂教学方

面，教师应该尽量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例如情景演绎法、

任务教学法等。同时，对能愿动词也要进行分层次讲解——

从义项的角度出发，从常用的义项入手，最好按照使用的频

率高低进行讲解和理解性练习。

教材编写不当会影响学习者的二语习得过程，是导致学

习者偏误主要原因之一。吕兆格（2003)提到，“教材对词语

的释义有一种简化的倾向和对应词堆砌现象”，最常见的即把

教材中的能愿动词直接用相似语义的英文词语来解释，这就

会诱导学习者，把原本需要理解运用的语法变为词语间的简

单对应和替换，若汉语教师再不进行进一步的语法使用的讲

解，那么学习者会习惯性把相关的汉语词汇等同于英语的某

个词语，对于以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来说，这更增加了他们

的母语负迁移效应。因此，汉语教师要格外注重在教学中科

学性的教材的选择、使用和教学材料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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