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3卷第 12期 2021年

基于HSK动态作文语料库的外国留学生副词“还”的偏误分析
 张谷丰

四川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副词“还”是现代汉语中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同时也是留学生需要经常使用但偏误频出的词汇。本文

借助于 HSK动态作文语料库，获得了大量的偏误语料，然后运用偏误分析、数据统计等方法对留学生使用副词“还”出现

的偏误进行原因分析，最后提出几点教学建议，希望能为副词“还”的教学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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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还”的偏误情况分析
笔者借助于北京语言大学 HSK动态语料库，通过对

副词“还”进行字符串检索，共获得偏误例句 12018条，

句子过多给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由于 HSK语料库

中的句子是按照错误类型进行分布排列的，因此笔者采

用了定量抽样的方法，即对HSK语料库中的12018条语料，

以 50句为一组，共分为 241组，选取每组的最后一句作

为研究例句，最后一组选取第 18句，共得到 241条偏误

例句。以这 241条例句为研究样本，对其进行整理与分类，

把偏误分为四类：遗漏、误代、误加与错序。 

在四种类型的偏误中，误代类所占比例最大，占比

为 50.6%，可见留学生对副词“还”的功能用法掌握得

不够熟练 ,同时无法区分副词“还”与其相近副词的区别。

本文主要分析副词“还”与“又”“再”“还是”“更”“也” 

的误代。

2 “还”的误代情况分析
误代是指该用“还”时却误用了其他副词的情况。

2.1“还”与“更”的误代

（1）还 {CC更 }有的地方冬天不下雪，而且很热。

（2）下课了，有的同学在做游戏；有的在聊天；

[BC,]还 {CC更 }有的在吃东西。

（3）玛丽不但是我的好朋友，还 {CC更 }是我的领

导 ,我需要听她的安排。

在功能上“还”与“更”有一定的相似性，都可表

示动作的重复，程度的加深。例句（1）与（2）表示所

指范围的扩大，而“更”只能表示在所说范围之外，有

另外的意思，侧重于比较，故不能用“更”，应改为“还”；

例句（3）是固定搭配“不但 ...还 ...”，表示进一层，

所以应该用“还”。故以上三个例句中的“更”都应改

为“还”。

2.2“还”与“再”的误代

（1）我还 {CC再 }想再唱一首歌。

（2）这本书特别有意思，[BC.]我还 {CC再 }想看

一遍。

（3）我在这次旅行第一次喝了功 [B工 ]夫茶，有

机会还 {CC再 }想喝。

“还”在表示行为动作的重复时，侧重于主观，意

思与“还要”“还想”相同；“再”也可以表示行为、

动作重复，但侧重于客观。此外，“还”在表示动作行

为的重复时，强调动作与初始动作之间的连续性，在时

间上没有间隙，而“再”往往强调同样的动作重新开始，

重新进行，在时间上有间隙。三条例句中的“我认为”“我

想去”与“我想喝”都是施事者主观上的意愿，而不涉

及同样的动作重新开始，故应将例句中的“再”都改为

“还”。

2.3“还”与“又”的误代

（1）还 {CC又 }想再唱一首歌。

（2）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还 {CC又 }有很多人因

为战争、宗教等问题而死亡。

（3）这件衣服我非常喜欢，它很漂亮而且还 {CC又 } 

不贵。[BC.]

“还”和“又”都可表示动作再次出现，“还”一

般表示未发生的动作，“又”表示已发生的动作，例句（1）

中“想再唱一首歌”动作还没有发生，所以例句（1）中

的“又”应改成“还”。另外，“还”可用来表示项目、

数量增加，范围扩大，在一些句子里有‘仍然’的意思；

而“又”主要表示动作行为的重复，例句（2）中表示的

数量的增加，故应改为“还”，（3）中表示“这件衣服

很漂亮”，“不贵”属于范围的扩大，而“又”没有这

种用法，故应改为“还”。

2.4“还”与“也”的误代

（1）流行歌曲还 {CC也 }可以当我的朋友呢 [BQ.]

当我去学校或学院时，如果自己走的话感到有些 {CC一

些 }难过、伤心。

（2）我还 {CC也 }得复习课本准备考试呢。

（3）被老师批评后他非但没有反思自己，还 {CC也 }

心生怨恨。

“也”表示句子中前后两件事或两种情况相同，即

使条件发生改变结果也相同。“还”可表示表示数量的

增大或范围的扩大，一般由两个小句组成，后一小句是

对前一小句的补充说明。例句（1）的语境是“流行歌曲

除了 ...流行歌曲还可以当我的朋友”，例句（2）的语

境是“我除了 ...我还得复习课本准备考试呢”，例句（3）

的语境同样如此 ,均表示范围的扩大，即在指出的以外，

另有所增益或补充，表示意思的递进。故以上三句例句

都应将“也”改成“还”。

3 偏误成因

3.1副词“还”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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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在使用副词“还”时会出现很多问题，最主

要的原因是“还”不仅有多个义项，而且拥有多个相近

副词，其细微的差别，需要结合句子语境与功能语法才

能区别开来，而留学生很难在短时间内掌握它们的功能

用法和意思，因而在使用过程中，很容易犯错。

3.2学习者母语的负迁移

即学习者没有完全掌握目的语，于是借助于母语知

识，运用母语的思维方式和使用方法来学习目的语，因

此来自同一国家的学习者容易出现相同的偏误。这种偏

误主要出现在汉语学习者的初级阶段。例如：汉语“我

还没有吃饭”，英语语序为“I don’teat yet”，副词

“还”放在句末而不是放在动词前面，这样就使得以英

语为母语的留学生将本应置于句中的“还”放在句末。

3.3目的语知识负迁移

这类偏误也称为过度概括或者过度泛化，其根源一

般在学习者的母语中找不到，主要出现在学习者学习汉

语的中高级阶段。指学习者通过类推不适当地将他所掌

握的有限的或不完整的目标语言知识应用于目的语新的

语言结构上，造成了偏误。如本文中提到的“还”与“再”，

两者意义相近，留学生在习得了副词“再”而没有完全掌

握副词“还”的用法时，就容易误以为“还”与“再”一样，

也可放在情态动词后。如：“我想再吃一碗饭”，由于目

的语知识负迁移，留学生容易写成“我想还吃一碗饭”。

4 教学建议

4.1强化语境教学

副词在对外语教学中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要，但它们

在意义上往往比较抽象，总是在特定的语境中表达意义，

离开特定语境就很难掌握虚词的意义。因此，我们在讲

解副词时，离不开语境的帮助。在课堂教学中，真实的

语境往往是有限的，所有新词不可能都能找到与它们相

对应的真实语境。此时，汉语教师有必要人为地设置一

些虚拟情景，并让学生用他们学到的副词进行造句。通

过语境讲解副词，不仅能够帮助留学生加深对副词的印

象，还有助于掌握其含义和用法。例如在讲解“还”的

持续意义时，汉语教师可以设置如下情景：

早上 8点玛丽在睡觉。

早上 10点玛丽在睡觉。

时间发生变化，而玛丽前后的状态不变，教师可以

引导学生将第二句说成“早上 10点玛丽还在睡觉。”这

样的情景具有极高的真实性，学生在这种情景下很容易

理解“还”的持续意义。

4.2强化对比分析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对比分析是重要的分析方法之一。

本文中所谈到的对比分析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指目的语内部的对比分析。也就是通过目的语

的内部对比，详细描写相近副词之间的细微区别，使留

学生能够区分，从而减少误代类偏误的发生。汉语中与

“还”相近的副词有“再”“又”“都”等，这也就增

加了留学生学习“还”的困难。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

比的方法将他们容易用混的副词进行描写对比，强调它

们之间的区别，使留学生能够区分副词“还”与相近副词，

更全面更深刻地掌握副词“还”的用法。
表 1：副词“还”与相近副词的区别

二是指要加强教学媒介语与汉语的对比分析。汉语

教师通过对媒介语与汉语的对比，能够对汉语进行更好

的解释与举例，有助于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同时能够

有助于留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在教学上进行语言的

对比分析，并不是单纯为了研究媒介语与汉语之间的异

同，而是希望通过媒介语与汉语的对比，找出两者语法

上的异同点，减少留学生在学习上的困难，帮助其学习

汉语语法。
表 2：副词“还”与相近副词的区别（以英语例句作对比）

4.3加强练习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应用型的学科，其学科目的就

在于培养留学生的交际能力。要想掌握汉语语法，关键

是加强练习。这样不仅可以加深留学生对已学知识的印

象，达到复习巩固的效果，而且在练习中所反馈出来的

问题可以让汉语教师发现学习者的不足之处，纠正他们

的不足并从中找出规律 ,制定出更适合外国学生学习汉

语的教学计划。因此，练习在副词“还”的学习中至关

重要。但练习又不能只单纯进行句型替换练习，结合具

体语境练习也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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