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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adverbials and complements are one of the difficulties for Thai students 
in learning Chinese, and the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arrangement of Chinese adverbials 
and complements grammatical items in textbooks as the main content carrier of 
teaching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ai students to correctly acquire adverbials and 
complements grammatical items. Therefore, we choose "KUAILE HANYU", one of 
the Chinese textbooks widely used in Thailand, as our research target, use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corpus and manual annotati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grammatical items of adverbial and complement language 
in the textbook " KUAILE HANYU ".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type, and 
sequence of their occurrence, as well as their respective recurrence frequencies, word 
usage, and difficulty levels, are analyzed.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the 
grammar grading table of the " International Curriculum for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test result of the effect of adverbial and complement 
acquisition of Thai learners using the " KUAILE HANYU" textbook, to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rom two angles of the compilation and use of the textbook for 
teaching Thai students. 

Through research, we found that in the " KUAILE HANYU " textbook: 
1. The total number of adverbial grammar items is relatively large, which can 

meet the learning needs. The number distribution of each volume is increasing from 
volume to volume,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regular of learning content and difficulty; 
Complementary grammar items are smaller than adverbial items, and the number 
distribution among volumes is uneven. 

2. There are 14 kinds of semantic type adverbials with comprehensive coverage 
and rich types, but the proportion of each semantic type adverbial is not balanced 
enough; there are 7 kinds of semantic type complements with comprehensive coverage 
and rich types, but they are important momentum complements used frequently types 
are missing, and the proportion of complements of each semantic type is relatively 
unbalanced. 

3. The occurrence frequency of adverbials for each semantic type in a single 
teaching unit is relatively uneven, and the recurrence frequency among teaching units 
is not too high; The total number of teaching units covered by the distribution of 
complements of each semantic type is basically very small, and the frequency of 
recurrence among teaching units is obviously insufficient. 

4. The words (groups) that serve as various types of adverbials and complements 
are relatively abundant, but there are also few high-frequency important primary 
words (groups) that do not appear as adverbials and comp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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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the survey found that the recurrence frequency of time adverbials and 
place adverbials has a limited effect on the correct rate of Thai students using these 
two adverbials, and the negative transfer of word order in Thai mother tongue has a 
greater impact, which requires special attention in teaching. 

 
Keywords: “KUAILE HANYU”, Chinese adverbials, Chinese complements,  

Distribution features, Semantic types, Textbook ar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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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语的状语和补语是泰国学生学习汉语的难点之一，而教材作为教学的主

要内容载体对汉语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的编排的科学性、合理性对于泰国学生

正确习得状语、补语语法项目至关重要，因此我们选择在泰国广泛使用的汉语

教材之一《快乐汉语》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语料库和人工标注、定量分析和定

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快乐汉语》教材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对其出

现的数量、类型、先后顺序等分布面貌以及各自复现频率、用词情况、难度层

级等进行了分析。并通过与《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的语法分级表的对

比分析，以及使用《快乐汉语》教材的泰国学生教材中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学

习效果的测试结果分析，从教材编写和使用该教材对泰国学生进行教学两个角

度提出一些建议。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快乐汉语》教材中： 

一、状语语法项目总体数量较大，可以满足学习需求，各册数量分布是逐

册递增的，符合学习内容和难度的梯级规律；补语语法项目相比状语总量较

小，各册之间数量分布不均衡。 

二、共出现 14 种语义类型状语，覆盖全面，类型丰富，但各语义类型状语

占比不够均衡；共出现 7 种语义类型补语，覆盖较全面，类型丰富，不过作为

高频使用重要的动量补语类型缺失，各语义类型补语占比较不均衡。 

三、各语义类型状语在单个教学单位中出现的频次较不均衡，在教学单位

间的复现频率并不算太高；各语义类型补语分布覆盖的教学单位总数基本都很

少，在教学单位间的复现频率明显不足。 

四、充当各类型状语、补语的词（组）较为丰富，不过也有个别高频重要

的初级词（组）未作为状语、补语成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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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通过调查发现时间状语和处所状语的复现频率对泰国学生使用这两

项状语正确率的作用有限，泰语母语的语序负迁移影响较大，需在教学中特别

注意。 

 

关键词：《快乐汉语》 汉语状语 汉语补语 分布面貌 语义类型 教材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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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对外汉语教材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主要载体，是连接教师汉语教学和学生

汉语学习的桥梁，在整个对外汉语教学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外汉语教学

界从未停止对汉语教材的开发与探索，也涌现出大量对外汉语教材，其中不乏

优秀的被奉为经典的对外汉语教材。对公认的有代表性的经典优秀教材的研究

不仅可以借鉴其优秀的编写经验，也可以发现其存在的不足和还可以更加完善

的地方，对该教材自身的修订和新的更好的汉语教材的开发以及对外汉语教材

编写理论的完善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对外汉语教学界对已有的对外汉语教材的对比分析研究主要集中于一套或

几套教材的编写体例、结构、语音、词汇、语法、话题内容、文化项目、练

习、人物塑造、版面设计、配套材料、插图等大的方面的对比分析，语法部分

的对比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语法点数量和特殊句式的编排对比，对于具体语

法项目比如句法成分中的汉语状语和补语的细致性具体深入分析研究涉及较

少，而恰恰在这些细节性细小语法项目的学习过程中，很多学习者群体存在不

同程度的集体性偏误现象，比如泰国学生在学习汉语状语、补语时，经常出现

语序偏误，那么教材在譬如状语和补语这些细小的语法点上的编写安排上是否

做到了科学合理、有针对性和足量性，非常值得研究，研究结果对于教材在某

一细节性语法点在教材中的科学合理地编排分布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同时也

能让教材在语法细节上更好地跟学习者群体紧密结合。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背

景和研究意义而确立。 

 

二、与论文选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与本选题研究领域相关的研究学术成果、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主要涉及三

个方面：一是本体语言学，主要是现代汉语语法学著作和相关论文中关于状语

和补语的语法研究；二是对《快乐汉语》教材的研究；三是关于泰国学生习得

汉语状语和补语问题的研究。下面我们逐一进行总结分析和说明。 

1.汉语状语和补语的本体研究。 

一些现代汉语教材或现代汉语、对外汉语语法学著作关于汉语的状语和补

语两种语法项目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研究观点和结果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具

体概念述语等表述方式和关于状语和补语具体分类上，下面是几种有代表性的

观点。我们按照他们对状语和补语的定义、状语和补语的语义类型及语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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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来总结概述。 

1.1关于状语和补语的定义。 

朱德熙（1982）状语是谓词性成分的修饰语。补语的作用在于说明动作的

结果或状态。 

王还（1995）认为，在句子里状语是修饰限制谓语的，永远放在谓语的前

边。补语是谓语（动词或形容词）后面的补充说明成分。 

罗安源（1996）谓词性中心语前面的修饰语是状语。补语不是述语所关涉

的对象，补语的任务是提出与述语有关的状况来补足述语。 

吕叔湘（1999），状语是修饰动词（形容词）的词语。动词之后可以有表

示结果或情态的词语，用助词“得”引进，称为补语。 

刘月华（2001）在句子中，状语是谓语部分中的修饰成分。补语是补充说

明动词、形容词的。典型的补语是位于动词或形容词后的谓词性成分。 

邵敬敏（2001）表示状心词组的修饰语叫状语，述补词组前后是补充与被

补充的关系。 

黄伯荣、廖旭东（2002）认为，状语是谓词（动词、形容词）性短语里中

心语前面的修饰语。补语是动词、形容词性短语里中心语后面的补充成分。 

陈昌来、胡范畴、齐沪扬、尤敦明、张斌、张宜生（2002）认为体词性短

语的修饰语是定语，谓词性短语的修饰语是状语。 

王理嘉、陆俭明、符淮青、马真、苏培成（2004）认为修饰语可以分为定

语和状语两大类。从中心语看，名词前头的修饰语一般是定语，动词和形容词

前头的修饰语有时是状语，有时也可能是定语。补语是放在动词或形容词之后

作补充说明的成分。 

齐沪扬（2005）体词性短语的修饰语是定语，谓词性短语的修饰语是状

语。补语是放在述语后面作补充说明的句法成分。 

1.2关于状语和补语的语义类型、语法功能。 

朱德熙（1982）粘合式述补结构指补语直接粘附在述语后头的格式，组合

式述补结构指带“得”的述补结构。 

王还（1995）认为，状语可以从多方面修饰限制动词或形容词，因而状语

和中心语之间表示种种意义。基本上可以划分为限制性的和描写性的两大类。

不同词类作补语就会跟中心语产生不同的关系。  

刘月华（2001）根据状语的功能，首先把状语分成描写性的状语和非描写

性的状语两大类。描写性的状语又可以分为两类：在语义上描写动作者的和描

写动作的。非描写性的状语主要是从时间、处所、范围、对象、目的等方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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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谓语成分或动词、形容词加以限制。 

黄伯荣、廖旭东（2002）认为，状语的意义类别可粗分为限制性和描写性

两类。补语可以用来说明动作、行为的结果、状态、趋向、数量、时间、处

所、可能性或者说明形状的程度、说明事物的状态等。 

陈昌来、胡范畴、齐沪扬、尤敦明、张斌、张宜生（2002）认为，状语和

中心语之间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大都与副词的类别有关。限制性状语主要用

来修饰限定中心语所代表动作的时间处所、范围工具等。描写性状语用来描写

中心语所代表的动作的情状。 

王理嘉、陆俭明、符淮青、马真、苏培成（2004）认为，从语义联系上来

看，有的补语确实是直接说明充当述语的动词的，但有许多补语并不是直接说

明述语的，有的是说明动词的施事的，有的是说明述语动词受事的。 

除了这些语法学专著以外，近年来也有一些关于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的综

合或者某一具体问题研究的论文，比较有代表性的： 

关于多项状语、补语问题的研究。 

靖立坤（2015）根据状语本质属性的强弱，对状语进行多角度的分类。从

认知、句法、语义、语用四个角度分析制约多项状语语序的原则。 

林文月（2015）基于对对外汉语多项状语教学的研究现状综述的基础上，

认为当下中国对外汉语汉语多项状语教学研究存在以下不足：偏重研究南亚国

家学生的习得情况，其他区域较少；偏重引入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教学应用研

究不够深入；偏重对比分析、偏误分析理论应用，语言习得规律探讨不够；偏

重汉语知识描述，应用本体知识进行实践较少。 

谌孙福（2022）以图形—背景分离原则和象似性原则为理论依据，对英汉

语句子中多重状语共现语序进行对比，发现英汉多重状语共现时的排列顺序存

在总体规律：即英语状语常放在谓语之后，而汉语状语一般位于谓词之前。但

每一类具有不同语义角色的状语在句中的位置各不相同。 

杨杏红、齐沪扬（2010）探讨了现代汉语述语动词后面出现两个以上的补

语时各项补语的先后顺序，认为结果补语总是紧接着动词；趋向补语可以出现

在处所补语前，也可以出现在处所补语后；数量补语在和其他补语一起出现时

总是位于最后。 

经过梳理，学界对状语和补语的概念界定基本是一致的，认为状语是谓语

前的限定或修饰成分，补语是谓语后的说明或补充成分。关于充当状语和补语

的词类和短语成分学界的看法大致相同，比如副词主要充当状语，但状语不止

由副词充当，从语法层级上来看，单个词和各种类型的短语都可做状语或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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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可以充当状语和补语的词类、短语类型的总结有的详

细一些，有的简略一些。关于状语和补语语义类型的划分归属上，学界看法稍

有分歧，集中在限制性状语的语义小类的多寡、细致性方面，还有就是补语语

义类型中情态（状态）补语的界定上，对此，在本选题的研究中，我们将采取

求同存异的方法，采用多数人接受的分类方法，在语义范围能够区分清楚的前

提下，尽可能全面细致地分析教材中的状语和补语语义类型。最后关于多项状

语和补语的语序问题，汉语的实际使用中多项状语比多项补语更加常见，也更

为复杂，因此对多项状语的研究要多于多项补语，但研究结果比较一致。 

2.对《快乐汉语》教材的研究。 

近年来也出现一些对《快乐汉语》这套教材的研究论文，主要集中于两大

部分，一是对《快乐汉语》单套教材的研究，二是《快乐汉语》和其他汉语教

材的对比上。有的涉及语法项目问题的对比分析，对这一部分论文的语法部分

的分析我们进行详细总结，有的未涉及语法项目问题，我们进行简略概括总

结。 

2.1对《快乐汉语》单套教材的研究。 

经过搜索梳理，暂未发现对《快乐汉语》单套教材中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

专题的研究，对其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快乐汉语》在某一国家或

地区的使用情况及其适用性、本土化的调查研究；二、对《快乐汉语》教材的

针对性和趣味性等方面的评析；三、按照某种教学理念、教学法对《快乐汉

语》某单元或某课进行教学设计；四、对《快乐汉语》教材中的汉字笔顺和部

件、句式、文化因素、练习、注释翻译、性别角色、图文关系等某一方面的考

察；五、《快乐汉语》与 YCT 考试匹配度研究；六、《快乐汉语》网络多媒体

教学的应用。我们对这六大类论文进行逐一阅读，并对其中涉及到教材语法部

分研究的论文做如下了梳理和总结： 

李晓琪（2012）以《快乐汉语》为例对海外中学生汉语教材中句式的确

立、表述和重现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快乐汉语》以体现交际功能的

实用性原则为指导较好地体现了句式分合原则；在句式表述方面《快乐汉语》

尽可能地做出了详略得当、直观准确的表述；《快乐汉语》较好地注意了句式

的重现。 

李晓琪、张彩云（2016）认为教材以话题为纲，实现生词、语言点与其相

匹配，不仅覆盖了英国中小学教学大纲（英国国家课程—National Curricum，

简 称 NC 、 普 通 中 等 教 育 证 书 —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简称 GCSE）的相关要求，也符合语言心理的认知和思维过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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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表达什么、用什么表达和怎样表达的完整结合。 

吴幺妹（2017）对《快乐汉语》（第一册）中出现的五种疑问句（“吗”

的是非疑问句、“NP+呢”的省略疑问句、特指疑问句、“V 不 V”的正反疑问

句、“吧”的是非疑问句）进行了分析与教学设计，并且在实践之后对其进行

了评价与反思。 

高长美（2018）把《快乐汉语》（第二版）跟新 YCT 考试内容进行对比分

析，研究了两者词汇、语法和语言功能的匹配度。在语法方面，《快乐汉语》

（第二版）达到 77％的匹配度，随着等级的上升，语法匹配度也越来越低。 

王琦莹（2020）从语音、词汇、语法、课文、文化分析《快乐汉语》第一

册，基于问卷调查和教师访谈总结《快乐汉语（波兰语版）》第一册的不足。

语法部分根据“了”前语法项目的顺序来分析教材中语法项目的出现顺序。 

薛美玲（2022）从词汇、语法、语言功能方面把《快乐汉语》第一册和新

中小学生汉语水平考试大纲进行比较，得出《快乐汉语》第一册和大纲在词

汇、语法、语言功能上有着较高的匹配度。《快乐汉语》第一册有二十一个语

法点跟大纲匹配，大纲有高达 78%的覆盖率；《快乐汉语》第一册有二十三个

语法点与真题匹配，62%的覆盖率。 

通过对上面研究《快乐汉语》单套教材的论文的阅读与整理发现，对《快

乐汉语》教材语法部分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一、对其语法点编

排特点、优点、不足的评价；二、语法点选取数量、难易，与 YCT 等考试大纲

中语法点的匹配度。对于具体或专题语法项目，除了对第一册出现的五种疑问

句句式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以外，其他细致性的语法项目，比如句法成分的

研究不足，我们认为很多具体性细小的语法项目在泰国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有很

多难点问题，比如状语、补语的问题，深入细致地对教材的这些方面进行系统

性研究，对提高学生学习有效性，解决语法学习难点有着很重要的积极作用。 

2.2《快乐汉语》和其他教材的对比研究。 

从研究数量上来看，关于《快乐汉语》和其他教材的对比研究，主要集中

在：①《快乐汉语》和《跟我学汉语》教材的对比；②《快乐汉语》和《体验

汉语》的对比；③《快乐汉语》和《天天汉语》的对比；④《快乐汉语》和

《轻松学中文》的对比等。 

通过对以《快乐汉语》和其他汉语教材为研究对象的论文的梳理分析发

现，它们基本都是对两套教材的编写体例、结构、语音、词汇、语法、话题内

容、文化项目、练习、人物塑造等大的方面的对比分析，语法部分的对比分析

主要集中于语法点数量、语法呈现方式和特殊句式的编排对比，研究的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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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对于具体细小性语法项目比如汉语补语或者状语等句法成分的具体深入

分析并未涉及。 

我们对上面论文涉及《快乐汉语》语法点的研究成果做一个具体梳理： 

王少骏（2013）把《快乐汉语》第一册的语法点与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

小组办公室 1996 年编写的《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进行对比分

析。发现《快乐汉语》中包含 49 条甲级语法，占甲级语法总数的 38%；按词类

划分的甲级语法项一共有 40项，其中《快乐汉语》中包含 21 项。 

林爽（2016）将俄语版《快乐汉语》第一册跟 1996 年中国国家汉办汉语水

平考试部编写的《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进行对比，发现，俄语

版《快乐汉语》的语法点共 37 个，从每个单元的语法点分布量上看，《快乐汉

语》语法点最多的是第一单元，共 8 个，最少的是第七单元，只有 1 个，平均

每个单元 4.63 个，《快乐汉语》的语法点分布不均。 

朱文筱（2016）分析发现《快乐汉语》平均每课控制在 2 个语法点左右，

每三课一个复习单元，平均每个单元 6.31 个语法点，切合初级阶段的语法教学

要求。《快乐汉语》以功能为主，因此在确定语法点时呈现非系统化；基本句

型公式化是《快乐汉语》语法编排的一个特点。 

陈心语（2021）分析发现《快乐汉语》甲级语法点的数量是 137，占教材语

法点总量的 89%。乙级语法点数量是 9 个，占教材语法总量的 6%，其它语法是

8 个，占比是 5%。语法展示使用公式的形式，不讲解语法直接操练，用不同的

词进行替换旨在让学生学会使用。 

郭艳萍（2021）把《快乐汉语》与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2008 年出版的

《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进行对比，发现《快乐汉语》的一到五级都有

分布语法点，其中一级、二级、三级语法点占语法总数的 79%，四级、五级语

法点占语法总数的 18%；《快乐汉语》的语法是通过句型的方式呈现，有专业

术语，给例句，不直接给出具体的语法解释，而是使用一个公式让学生进行替

换生成其它的句子，使学生能够比较清楚地去使用和掌握所学的复杂的语法结

构。 

3. 关于泰国学生习得汉语状语和补语问题的研究。 

3.1关于泰国学生习得汉语状语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研究成果： 

薛飒飒（2016）通过教学实践以及 HSK 动态语料库偏误数据统计，对搜集

到的语料进行了偏误描写与偏误分析，总结出最为突出的偏误类型共有六种：

时间、处所、范围、对象、能愿、否定状语与其他状语的语序偏误，并对状语

语序偏误的产生原因进行了探讨，对状语语序教学提出了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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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杜丹（2018）通过在教学时收集到的泰国学生关于定语和状语习得的各

种偏误材料，对泰国学生习得汉语定语和状语的偏误类型进行归类分析，并进

一步探讨了偏误产生的原因；针对泰国学生习得汉语定、状语的偏误情况从教

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两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教学策略。 

孟娇、杨安琪（2018）在动态语料库的基础上，分析泰国学生出现偏误的

原因，认为泰语和汉语在偏正结构上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两者对于信息焦点和

认知的差异。而泰国学生之所以出现偏误，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母语的负迁移。

最后提出了教学中的相应对策。 

边晓苑（2021）对能够充当汉语状语和泰语状语的成分、状语的分类和状

语在句子中的位置进行对比研究。把学生在书面语和口语两种语言表达形式中

出现的汉语状语偏误进行分类描写，并对各小类状语的偏误情况进行总结和分

析。从学生的状语偏误类型和教师的教学方法两个方面出发，提出对泰汉语状

语教学的几点建议。 

吴萌、刘艳（2022）从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 2.0 版中选取语料，就泰国留

学生单项状语习得偏误做具体分析。认为要让母语不是汉语的学习者习得正确

的状语语序他们需要调整态度，解决自身问题，与此同时汉语教师也应该改变

和探求教学法，正确对待学习者在汉语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实现有效的教

学。 

3.2关于泰国学生习得汉语补语问题的研究成果： 

关于泰国学生习得汉语补语的问题也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泰国学生某一

种类型补语习得问题的研究，另一类是对泰国学生补语习得的系统性研究。 

3.2.1对泰国学生某一种补语类型习得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类： 

①趋向补语习得研究。 

齐春红、杨育彬（2015）借助泰语母语者汉语中介语语料，根据使用准确

率和频率两个方面确定了泰语母语者习得汉语趋向补语的大概顺序，并指出非

汉语母语者习得汉语趋向补语遵循大致相同的习得顺序，母语作为影响趋向补

语习得顺序的自变量因素可以让趋向补语的习得呈现出动态性、非线性。 

王丽（2020）基于语料库的基础，从简单趋向补语和复合趋向补语的本义

和引申义用法入手，对中高级泰国学生汉语趋向补语的使用情况进行考察，并

发现中级阶段泰国留学生趋向补语偏误总的偏误特点，以及简单趋向补语和复

合趋向补语偏误各自的偏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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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结果补语习得。 

柯伟智（2013）在泰语语法体系中找出了泰语表达结果意义的成分是什

么，从性质、结构、搭配 3 个角度进行汉泰表达结果意义成分的对比分析，给

目前泰国学习者存在的结果补语的使用问题提供了解决的建议。 

刘婷婷（2013）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针对初级阶段泰国中学生习得汉语

结果补语的情况进行调查与研究，归纳出初级阶段泰国中学生在运用汉语结果

补语时产生的偏误类型，确定泰国学生习得汉语结果补语的难点所在，进而确

定对泰汉语结果补语教学中的重点。 

③可能补语习得。 

齐春红、秋兰（2011）通过对泰国学生自然作文语料和问卷调查的统计，

发现泰国学生对可能补语的习得要晚于结果补语、趋向补语，早于数量补语、

程度补语和介词短语作补语的习得，可能补语的习得初级阶段要好一些，中高

级阶段要差一些，并总结了泰国学生习得汉语可能补语的主要偏误类型和学习

难点。 

李杨辰（2021）通过统计数据发现泰国学习者产生可能补语偏误的类型主

要是：误加、误代、遗漏、错序四类，产生偏误的原因主要是受学习者因素和

教学因素和两个方面的影响，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地教学建议。 

④数量、时量补语习得。 

刘慧桃（2012）将汉语数量补语与泰语中的对应表达形式进行了对比分

析，同时结合针对泰国学生的问卷调查，归纳出泰国留学生在习得数量补语过

程中产生的偏误，力图揭示泰国汉语学习者的某些习得规律，最后对偏误情况

进行原因上的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王亚洁（2020）从初、中级泰国学生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中找出各时量补语

句，分别统计其使用频率与正确率，按等级与句式进行偏误分析，将汉、泰时

量补语从构成成分、句法功能、表达形式、语义、语用五个方面进行对比分

析，根据泰国学生时量补语的偏误，结合目前泰国各孔子学院主要使用的汉语

教材中时量补语句式的设置情况，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  

⑤情态补语习得。 

唐平（2013）对泰国各阶段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考察泰国学生汉语情

态补语的偏误，总结了他们情态补语的偏误类型。同时针对这些偏误的类型和

产生原因，结合笔者的实际教学经验，从教材和教学两个角度提出了建议。 

李妙莲（2019）用测试和语料库的方法，对泰国学生汉语情态补语的偏误

及其成因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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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程度补语习得。 

KOSIWAT ANUPAP（安宝珠）（2018）以十个典型程度补语：“极、死、

坏、透、很、要命、不行、厉害、不得了、多”为研究对象进行中泰对比分

析。对泰国学生汉语程度补语统计调查结果的初、中、高级三阶段的语法点错

误进行分析，找出偏误原因，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 

3.2.2对泰国学生补语习得的系统性研究主要有： 

焦小静（2019）采用英国语言学者托马斯对语用偏误的分类方法，将泰国

初级学生习得汉语补语的偏误分为语言语用偏误和社交语用偏误，从语言语用

层面和社交语用层面通过问卷调查，口语测试，语料库三种收集偏误语料的方

法，对泰国初级阶段学生习得汉语补语时产生的语言语用偏误和社交语用偏误

类型进行了总结。 

郭平安（2021）对 150 位萱素南他皇家大学人文学院汉语专业的学生做了

调查和研究，发现他们汉语补语的理解和使用正确率比较低，表通过对 5 种汉

语补语句型的特点和结构形式的对比，分析了汉语补语和泰语相对应成分的关

系。找出产生偏误的原因，并提出相关建议。 

通过上面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关于泰国学生习得汉语状语问题的研

究，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关注点集中在遗漏、误加、误用、错序等偏误类

型的举例分析上，尤其是多项状语的语序问题是重点关注对象，对于充当状语

的各类词、短语，状语的各种语义小类的偏误分析较少，也不够细致深入，仍

有深入研究的空间。另外，已有研究关注在习得状语的偏误本身，对于泰国学

生各类状语习得顺序即从充当状语词、短语类别，状语的各种语义小类的角度

来看，哪类状语先学习，哪类状语后学习更为科学的关注不足。 

目前关于泰国学生习得汉语补语问题对各类补语的习得研究基本都有涉

及，单类别补语的研究中可能补语、趋向补语和结果补语三个类相对多一些，

其他类型相对较少，习得顺序的研究仅涉及到了可能补语习得顺序；对于补语

各类型的系统性研究也关注在用不同偏误分类方法进行举例分析，暂时仅发现

一篇涉及到泰国学生习得汉语补语顺序研究的，在汉语补语的习得顺序的研究

上面也稍显不足，另外对可以充当汉语补语的词、短语的类别的偏误研究关注

也较少，仍有可研究空间。 

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从目前对泰国学生习得汉语状语和补语语法问题的

研究成果来看，研究基本上是从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或调查问卷的角度进行偏

误统计和分析，从而提出对教材编写和教学的建议；针对现有教材《快乐汉

语》中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的具体深入的语料统计和分析考察没有见到，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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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教材《快乐汉语》的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编排的客观存在面貌进行深入分

析，并结合使用该套教材的泰国学生进行学习效果测试分析后反观教材这两项

细节性句法成分编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教材编写和教学

建议的研究还有不足之处，尤其是教材中出现了哪些语义类型的状语和补语，

各自出现的量是否充足，复现频率是否合理，出现的先后顺序如何，这样的编

排是否符合泰国学生状语和补语的习得顺序规律，能否有效解决泰国学生学习

汉语状语和补语的难点，这将是我们的选题重点突破的方向。 

 

三、研究的目的、方法、内容和创新性 

1.研究的目的： 

汉语的状语和补语是泰国学生学习汉语的难点之一，而教材作为教学的主

要内容载体对汉语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的编排的科学性、合理性对于泰国学生

正确习得状语、补语语法项目至关重要，因此我们选择在泰国广泛使用的汉语

教材之一《快乐汉语》（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4 年 5 月第 1 版）来探讨其状语和

补语语法项目编排的科学性、合理性，并结合使用《快乐汉语》教材的学习者

群组状语和补语习得效果的测试，思考教材在这两项语法项目编写和教学上的

针对性。这是本选题研究的目的。 

2.研究的方法： 

2.1语料库方法。 

把《快乐汉语》教材中出现的带有状语、补语的句子筛选出来，录入数据

库，同时录入该句子出现的册数、课号、话题等基本信息，形成《快乐汉语》

状语、补语语法项目的初级系统语料库。 

2.2标注、统计、分析与归纳法。 

按照整理归纳的现代汉语语法学专著关于状语、补语的语义分类标准，对

《快乐汉语》状语、补语语法项目的初级系统语料库进行语法项目其他属性如

语义类型、层数等的精细标注，并对出现的各语义类型、层数和其他相关信息

进行量化统计，并进行归纳和分析。 

2.3问卷测试法。 

根据对《快乐汉语》教材中出现的状语、补语语法项目的分析研究，设计

测试问卷，对使用该套教材的学生进行问卷测试，并分析测试结果。 

2.4对比法。 

对比将分为三个方面进行：一是根据语料库的统计结果，首先将《快乐汉

语》教材中出现的状语语义类型、补语语义类型进行各自内部对比，其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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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的两个大项对比；以期全面考察它们在教材中的分布情

况；二是将《快乐汉语》教材中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的分布与《国际汉语教学

通用课程大纲》的语法分级表进行对比；三是将《快乐汉语》教材中状语和补

语语法项目情况与使用该套教材的学习者群组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习得效果的

测试结果进行对比。 

3.研究的主要内容： 

3.1《快乐汉语》汉语教材中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出现的数量、类型、层

数、先后顺序等分布面貌。 

3.2各状语和补语类型在《快乐汉语》教材中各自复现频率、用词情况、词

类词组、难度层级、呈现方式等。 

3.3使用《快乐汉语》教材的学习者群组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习得效果。 

3.4《快乐汉语》教材的状语和补语编排及使用当前教材进行状语、补语教

学的建议。 

4.创新性： 

4.1以往对《快乐汉语》教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编写体例、结构、语音、词

汇、语法、话题内容、文化项目、练习、人物塑造、版面设计、配套材料、插

图等大方面和其他汉语教材进行对比，语法部分的对比也仅限于语法项目、句

型等数量的大方面对比，而本选题着力于更小更细句法成分层面——状语和补

语两项语法项目在该套教材中的全貌研究，这是本选题的创新点之一。 

4.2以往关于泰国学生习得汉语状语和补语的偏误研究虽颇多，但是结合具

体教材进行分析研究的较少，根据偏误研究得出的对教材编写的建议也是比较

笼统的，缺乏针对性，针对使用《快乐汉语》教材的泰国学生进行状语、补语

有效性研究，再反观教材编写存在问题的更是不足，本选题正是想要弥补这一

不足，从深入分析《快乐汉语》教材本身对状语、补语语法项目的编排出发，

检测对照学生使用该套教材习得状语、补语的效果，从而反思教材本身的编

写，反馈教学。这也是本选题创新点之一。 

4.3以往关于泰国学生习得汉语状语、补语的偏误研究主要关注点集中在用

现有的偏误分类方法比如遗漏、误加、误用、错序等偏误类型的举例分析上，

尤其是多项状语的语序问题是重点关注对象，对状语、补语语义理解方面的偏

误缺乏关注，对于充当状语、补语的各类词、短语的分类偏误分析较少，也不

够细致深入；另外，已有研究关注在习得状语、补语的偏误描述本身，对于泰

国学生各类状语、补语习得顺序的科学性，尤其是现有汉语教材中状语、补语

的类型、各类型出现顺序、数量、复现频率等是否契合泰国学生学习需求与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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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顺序规律，能否有效帮助学生克服学习难点等方面关注不足，本选题将力争

探清这方面的问题，这也将是本选题的另外一个创新之处。 

4.4《快乐汉语》作为对外汉语的主流教材之一，在海外国家使用非常广

泛，泰国也不例外。教材中虽然没有单独过多地强调状语和补语等语法成分的

教学问题，但其实在教材所呈现的语料中经常性地会见到状语和补语的使用和

教学，尤其是状语。泰国学生在学习汉语时，存在的一个偏误的主要方面是语

序问题，主、谓、宾三种主要的句法成分，因母语泰语语序和汉语是一致的，

在学习时困难相对较小，反而是补、定、状三种句法成分，语序和使用上与汉

语有诸多不同，因此研究教材中状语和补语的编排对泰国学生汉语学习的作

用，根据学习效果提出有针对性地教学建议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也是本选

题想要探索的重要创新之处。 

 

四、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论文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 

1.通过把《快乐汉语》汉语教材中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出现的数量、类

型、层数、先后顺序等分布面貌并与《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2014)中

的常用汉语语法分级表和使用该套教材的学习者群组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习得

效果的测试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该套教材在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编排上的

合理性和不足，并提出教材编写建议。 

2.通过把各状语和补语类型在《快乐汉语》教材中各自复现频率、用词情

况与《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中的常用语法分级表和使用该套教材的泰

国学习者群组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习得效果的测试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该

套教材在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编排上的合理性和不足，并提出教材编写建议。 

3.针对泰国学习者在汉语状语和补语习得过程中的难点和偏误如何在教学

中补足《快乐汉语》教材的不足，提出更为合理的有针对性的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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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快乐汉语》教材中状语、补语项目语料库的建设 

 

为了对《快乐汉语》教材中的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做全面研究，我们首先

需要建设《快乐汉语》教材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语料库。具体做法是首先把

《快乐汉语》教材中包含状语和补语句法成分的所有句子筛选出来，并录入数

据库，然后根据汉语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的本体研究理论确定状语和补语项目

语义分类标准，最后根据确定好的标准进行数据库标注。下面我们将分成两小

节来阐述我们语料库的具体建设情况。 

 

第一节  关于状语、补语项目分类标准的确定 

 

为全面考察现代汉语关于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语义类型的研究，我们尽可

能全面且有代表性地搜集和整理了现代汉语或对外汉语语法著作中关于状语和

补语两项语法项目的分类观点，现整理如下： 

 

一、关于状语语义类别的研究 

 

表 1：各版本现代汉语或对外汉语语法著作关于状语的分类 

编者 著作名称

及发表时

间 

状语的语义类别 
可做状语的词类、短语

（词组） 

黄伯荣 

廖旭东 

（2002） 

《现代汉

语》（增订

三版）

1991年 1

月第 1版

2002年 7

月第 3版 

限制性状语：

时间、处所、

程度、否定、

方式、手段、

目的、范围、

对象、数量、

语气等 

描写性

状语：

描写动

作状态

和描写

动作者

的情态 

时间名词、能愿动词、形

容词（特别是表示状态的

形容词）、副词、代词、

拟声词、单音节量词重

叠、量词短语、介词短

语、比况短语和其他一些

短语 

王理嘉 

陆俭明 

符淮青 

马  真 

苏培成 

（2004） 

《现代汉

语》（重排

本）1993

年 7月第

1版，

2004年 3

月重排本 

由介词结构充

任的状语表

示：处所、时

间、目的、方

式或动作发生

的人或物等 

（*未做

具体说

明） 

动词、形容词、数词、数

量词、副词、拟声词、介

词结构、并列结构、主谓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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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 

著作名称

及发表时

间 

状语的语义类

别 

可做状

语的词

类、短

语（词

组） 

编者 

王还 

赵淑华 

李景蕙 

王国璋 

（1995） 

《对外汉

语教学语

法大纲》

1995年 4

月第 1版 

限制性状语：

时间、处所、

方向、对象、

目的、依据、

关涉、否定、

重复、程度、

范围、数量、

语气、估计等 

描写性

状语：

描写动

作者的

和描写

动作的 

副词、介宾词组、代词、

象声词、名词（名词词

组）、时间名词（词组）

或方位名词（词组）、动

词（动词词组）、助动

词、形容词（形容词词

组）、数量词组、指量词

组、（数）量词重叠、联

合词组、偏正词组、动宾

词组、主谓词组、介宾词

组、复指词组、固定词组 

罗安源 

（1996） 

《简明现

代汉语语

法》1996

年 10月第

1版 

程度、状态、

时间、处所、

数量、范围、

方式、条件、

对象、目的、

原因、排除、

推测、语气、

判断、发现、

比较等 

 形容词、副词、介词词

组、拟声词、数量词、主

谓词组、述宾词组、并立

词组 

邢福义 

（1996） 

《汉语语

法学》

1996年 11

月第 1版 

1.状况类状

语，主要有性

态状语、幅度

状语、程度状

语、否定状

语、因由状

语、关涉状

语、语气状

语；  

2.物体

类状

语，主

要有时

地状

语、数

量状

语、事

物状

语。 

时间名词、方位名词、动

词、形容词、副词、数量

词、代词、主谓短语、动

宾短语、定心短语、状心

短语、心补短语、联合短

语、同位短语、连动短语 

刘月华 

（2001） 

《实用现

代汉语语

法》2001

年 5月第

1版 

非描写性的状

语按其意义可

以分成以下几

个小类：表示

时间，表示语

气和估计，表

示目的、依

描写性

的状语

可以分

为两

类：在

语义上

描写动

名词、方位词、处所词、

时间词、代词、数量短

语、数词重叠、量词重

叠、动词、形容词、副

词、介词短语、象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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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 

著作名称

及发表时

间 

状语的语义类

别 

可做状

语的词

类、短

语（词

组） 

编者 

据、关涉、协

同；表示处

所、空间、路

线、方向；表

示对象；表示

否定、程度、

重复、范围、

关联。 

作者的

和描写

动作

的。 

邵敬敏 

（2001） 

《现代汉

语通论》

2001年 6

月第 1版 

一种表示限制

性的，从时

间、处所、范

围、对象等方

面进行限制。 

一种表

示描写

性的，

描写动

作的变

化或情

状的变

化； 

名词、时间名词、处所名

词、动词、形容词、副

词、拟声词拟声词重叠、

各类词组 

张  斌 

陈昌来 

胡范畴 

齐沪扬 

尤敦明 

张宜生 

（2002） 

《新编现

代汉语》

2002年 7

月第 1版 

限制性状语：

时间、处所、

路线、方向、

目的、依据、

方式、工具、

关涉、对象、

关联、语气、

否定、程度、

范围、数量

等。 

描写性

状语：

描写动

作的和

描写动

作者的 

一部分名词（表示方式、

原因、比况时）、时间名

词、处所名词、方位词、

数词（书面语中）、量词

及量词短语的重叠、能愿

动词、形容词、区别词、

副词、象声词、叹词、介

词短语、除形容词外的谓

词性短语 

齐沪扬 

吴春相 

鹿  荣 

（2005） 

《对外汉

语教学语

法》2005

年 9月第

1版 

限制性状语：

时间、处所、

方向、程度、

范围、否定、

语气、目的、

依据、关涉、

对象 

描写性

状语：

描写主

语的、

描写动

作的和

描写宾

语的 

能愿动词、副词、形容

词、代词、拟声词、介词

短语、除形容词外的谓词

性短语、一部分量词短语

和一部分名词（表方式、

范围、工具、依据）、时

间名词、处所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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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补语语义类别的研究 

 

表 2：各版本现代汉语或对外汉语语法著作关于补语的分类 

编者 
著作名称及发表时间 补语的语义类别 

可做补语的词类、

短语（词组） 

黄伯荣 

廖旭东 

（2002） 

《现代汉语》（增订三

版） 

1991年 1月第 1版 

2002年 7月第 3版 

结果补语、程度补

语、状态补语、趋

向补语、数量补

语、时间补语、处

所补语、可能补语 

趋向动词、形容词

（部分）、程度副

词“很”“极”、代

词、拟声词、数量

短语、介词短语

（部分介词） 

王理嘉 

陆俭明 

符淮青 

马  真 

苏培成 

（2004） 

《现代汉语》（重排

本） 

1993年 7月第 1版，

2004年 3月重排本 

结果补语、趋向补

语、可能补语、程

度补语、由介词结

构充任的补语（这

类补语表示时间或

者处所） 

（*未作具体说

明） 

王  还 

赵淑华 

李景蕙 

王国璋 

（1995）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

纲》1995年 4月第 1

版 

结果补语、程度补

语、趋向补语、可

能补语、时量补

语、动量补语、数

量补语、介宾词组

补语 

表时段的时间词

（词组）、指示代

词、形容词、动

词、数量词组、介

词词组、联合词

组、偏正词组、补

充词组、动宾词

组、主谓词组、介

宾词组、连动词

组、兼语词组、固

定词组 

罗安源 

（1996） 

《简明现代汉语语法》

1996年 10月第 1版 

结果补语、可能补

语、趋向补语、状

态补语、程度补

语。 

动词、形容词、谓

词、趋向动词、谓

词性词组、主谓词

组、固定词组、副

词、形容词、形容

词性词组 

邢福义 

（1996） 

《汉语语法学》1996

年 11月第 1版 

1.状况类补语，主

要有结果补语、趋

向补语、可能补

语、程度补语、评

判补语；2.物体类

补语，主要有时地

补语、数量补语、

关系补语。 

动词、形容词、数

量词、代词、主谓

短语、动宾短语、

定心短语、状心短

语、心补短语、联

合短语、连动短

语、兼语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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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 
著作名称及发表时间 补语的语义类别 

可做补语的词类、

短语（词组） 

刘月华 

（2001）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2001年 5月第 1版 

按意义和结构特

点，补语分为以下

七种：（一）结果补

语（二）趋向补

语；（三）可能补

语；（四）情态补

语；（五）程度补

语；（六）数量补

语；（七）介词短语

补语。 

时间词、代词、数

量短语、动词、形

容词、介词短语、

象声词 

邵敬敏 

（2001） 

《现代汉语通论》2001

年 6月第 1版 

根据带不带标志

“得”的情况，补

语可以分为几类：

数量补语、情态补

语、结果补语、趋

向补语、可能补

语、程度补语。 

趋向动词、形容词 

张  斌 

陈昌来 

胡范畴 

齐沪扬 

尤敦明 

张宜生 

（2002） 

《新编现代汉语》2002

年 7月第 1版 

结果补语、趋向补

语、程度补语、情

态补语、数量补语 

形容词、代词、叹

词、介词短语、量

词短语、比况短语

（*其他词类未做

具体说明） 

齐沪扬 

吴春相 

鹿  荣 

（2005）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

2005年 9月第 1版 

结果补语、趋向补

语、程度补语、情

态补语、数量补语 

时间名词、处所名

词、形容词、代

词、拟声词量词短

语（动量词） 

 

三、本研究关于状语、补语语义分类标准的确定 

综合比较各个版本的现代汉语或对外汉语语法著作，我们发现关于状语和

补语部分的状语和补语语义类型的阐述说明，王还主编的《对外汉语教学语法

大纲》是相对比较全面和细致的，而且在该著作的前言中这样写道：“《对外汉

语教学语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由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

室组织编写，由王还教授任主编。《大纲》的编写、出版是为了适应对外汉语教

学的需要，为对外汉语教师提供教学和教材编写的语法方面的依据和参考。基

于这一目的，《大纲》的编写人员在编写的过程中，都能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

对语法学界学术争论中的一些观点或述语，尽量取得共识并采用多数人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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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法。”因此，为避免我们依据的标注出自一家之言，我们将主要依据王还主

编的《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对状语和补语的分类，作为我们考察教材中状

语和补语项目及标注语料库的主要依据标准，同时为尽量全面细致，我们也参

考其他著作的语义分类进行补充。另外为了分类标准的严格统一，我们对《大

纲》里面某些分类也做了自己的思考，语义关联性比较强、语义范围不明晰或

有交叉的我们放在一类中，比如表示重复和频率的状语我们归类为重复/频率

类。再比如《大纲》中关于补语语义类型分为结果补语、程度补语、趋向补

语、可能补语、时量补语、动量补语、数量补语、介宾词组补语共八类，前七

类都是从语义角度来划分的，第八类“介宾词组”是从词性和句法成分组合关

系也就是语法结构来划分的，划分标准上不一致，因此第八类“介宾词组”我

们还是按照其所表达的语义分归到时间补语、处所补语或其他补语类别。综上

所述，我们归纳出的对《快乐汉语》教材中的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进行分类的

标准如下： 

 

表 3：状语项目分类标准 

状语语义类型 例句（均出自《快乐汉语》，*为未出现该类型状语） 

时间 星期一你有中文课吗？（1册 10课） 

处所 他在哪儿工作？（1册 17课） 

方向 往前走。（1册 24课） 

否定 那不是我爸爸。（1册 4课） 

程度 他家很大。（1册 6课） 

范围 我们都喜欢中国音乐。（2册 18课） 

数量 * 

情态 你会打网球吗？（1册 20课） 

关联 要是天气好，我们就去。（3册 11课） 

重复/频率 
他的哥哥也是篮球运动员。（1册 20课） 

他常常打乒乓球。（2册 22课） 

关涉/对象 她比我大。（2册 2课） 

语气/估计 可能病了。（3册 13课） 

方式/手段/工具 她开车去图书馆。（2册 12课） 

原因/目的/依据 为什么你今天不表演？（3册 21课） 

描写动作的 * 

描写动作者的 孩子们高兴地跑过来。（3册 16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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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补语项目分类标准 

补语语义类型 例句（均出自《快乐汉语》，*为未出现该类型补语） 

结果补语 他买到了喜欢的画儿。（3册 9课） 

程度补语 他的表演好极了。（2册 20课） 

趋向补语 后边的孩子都站起来了。（3册 16课） 

可能补语 在商场买不到中文书。（3册 9课） 

时量补语 她每天做几个钟头的运动？（3册 14课） 

动量补语 * 

数量补语 我比你大一点儿。（3册 1课） 

时间补语 * 

处所补语 现在住在王先生家。（3册 7课） 

 

关于表 3：状语项目分类标准中，有两处我们需要说明一下，那就是关联状

语和原因/目的/依据这两种语义类型的状语。在前面梳理学者们关于状语语义

类别的研究时，我们发现有些学者是把关联状语单列为一种语义类型状语的，

我们也倾向于单列为一类，原因是，以《快乐汉语》教材中出现的句子为例，

“要是天气好，我们就去。”里面的“就”的副词属性义项较为复杂，在《现代

汉语词典》第六版（2012）中，一共有 8个，分别为：“a表示在很短的时间以

内；b 表示事情发生得早或结束得早；c 表示前后事情紧接着；d 表示在某种条

件或情况下自然怎么样（前面常用‘只要、要是、既然’等或含有这类意

思）；e 表示对比起来数目大，次数多，能力强等；f 放在两个相同的成分之

间，表示容忍；g仅仅，只；h表示加强肯定。”，其中义项 d不像义项 a、b、

c 一样在语义上可以归属到时间状语语义类型上，也无法归属到其他状语语义

类型，因此我们把关联状语单列出来，把“就”的义项 d 归为关联状语语义类

型。至于表示条件或假设的连词“要是”因为属于连词，不像关联副词“就”

具有关联词和副词双重属性，不做句子成分，所以我们不作为状语处理。另外

关于原因/目的/依据我们所举教材中例句，“为什么你今天不表演？”中“为

什么”是否作为状语成分，我们的观点是作为原因状语成分来处理。原因是从

语义类型上来说，时间状语、处所状语、原因或目的状语通常可以放在主语后

谓语前作状语，也可以放在主语前面作状语，如，“今天我去学校” 、“在北

京，我参观了故宫”、 “为将来我努力学习”，而且“为什么你今天不表演”

和“你今天为什么不表演”两句的语义上并未发生改变，“为什么”在句子中

都是表原因或依据。从语法结构上看，介宾词组作状语，通常也可以放在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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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为什么”虽然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固定词组，但其本质语法结构上

仍旧是介词“为”+疑问代词“什么”的介宾词组，因此从这个方面我们也倾向

于把“为什么”放在主语之前作为原因/目的/依据状语来处理。 

 

第二节 《快乐汉语》教材中状语、补语项目语料库的标注 

 

在确定好汉语状语和补语语义类型分类依据以后，我们对《快乐汉语》1-3

册教材（学生用书）中出现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的句子进行收集和录入语料

库，并依据我们确定好的分类标准对语料库进行精细化标注和加工。下面我们

从语料库的语料收录范围、语料库建设的工具手段、语料标注属性等三个方面

进行具体介绍。 

 

一、语料收录范围 

语料库中语料的收录范围包括学习目标（Learning Objectives）、句型

（Sentence Patterns）、对话（Using in Context）、短文（Text）和课堂练

习等各个板块。凡是在这些板块中出现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的短语结构和整

句，我们都进行了全面收录。如： 

短语：不热（1册 15课） 

整句：昨天不热。（1册 15课） 

 

二、语料库建设的工具手段 

语料库的建设工具我们采用的是 Microsoft Office Access数据库，首先我

们将《快乐汉语》教材中包含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的句子筛选出来，录入

Microsoft Office Word文档，并标注出现册数、课号、板块等基本信息，然后

导入到 Microsoft Office Access，按照册数和状语、补语分别建立《快乐汉

语》第一、二、三册状语表和《快乐汉语》第一、二、三册补语表共六个语料

数据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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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快乐汉语》状语和补语语料库数据表数量图 

 

三、语料标注属性 

语料导入数据库完成以后，除了句子对应册数、课号、板块等基本信息，

我们增加了充当状语或补语的词类、短语类型，状语或补语语义类型以及状语

或补语的项数三个属性进行详细标注。如下图： 

 

图 2： 《快乐汉语》状语和补语语料库语料标注属性图 

 

我们以《快乐汉语》第一册中出现的状语项目语料库数据表中部分语料为

例，展示对语料库语料的具体标注信息样例，见下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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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快乐汉语》第一册状语语料库语料标注信息样图 

 

其余各册状语和补语语料库数据表同样按照上图样例进行精细化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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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快乐汉语》教材中状语、补语的总体分布考察 

 

在完成对《快乐汉语》教材状语和补语语料库的建设和精细化标注加工以

后，我们对《快乐汉语》教材状语和补语语料库中出现的状语和补语项目做了

总体分布的考察，并把这两项语法项目与《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的语

法分级表进行了对比分析，下面我们将分节进行考察和论述。 

 

第一节 《快乐汉语》教材中状语的总体分布考察 

 

对《快乐汉语》教材中状语的总体分布考察，我们从出现状语项目的短语

和整句数量、状语项目出现的语义类型及数量、各语义类型状语出现的先后顺

序等三个维度来考察状语语法项目在三册教材中的总体分布情况。下面我们分

维度进行考察。 

 

一、状语语法项目的数量 

通过对《快乐汉语》教材状语和补语语料库中一、二、三册中出现状语的

短语和整句的统计，我们发现，三册教材共出现带有状语的短语和整句 2,284

处，其中第一册出现 282 处，第二册出现 789 处，第三册出现 1,213 处。具体

见下表： 

 

表 5：状语语法项目总数量表 

册数 状语语法项目出现数量 各册数量所占比例 

第一册 282 12.35% 

第二册 789 34.54% 

第三册 1,213 53.11% 

（全三册）总计 2,284 100.00% 

 

为更加直观地反映各册之间状语语法项目数量的增长幅度，我们用下图的

方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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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状语语法项目占比图 

 

从上图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状语语法项目的数量第二册跟第一册比是有

近两倍的数量增长，第三册和第二册之间也是近一倍的数量增长，从总体数量

上来说，状语语法项目的数量是符合学习内容的增多规律的，但第一册和第二

册之间数量增加幅度很大。 

 

二、状语项目出现的语义类型及数量 

第一册的282处状语语法项目中，出现的状语语义类型包括：时间、处所、

方向、否定、程度、情态、重复/频率、方式/手段/工具状语共 8 种语义类型状

语，全部为限制性状语。未出现的状语语义类型包括：范围、数量、关涉/对

象、语气/估计、原因/目的/依据、描写动作的、描写动作者的状语共 7 种语义

类型的状语，其中前五种属于限制性状语，后两种属于描写性状语。出现的各

语义类型的状语具体数量信息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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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快乐汉语》第一册各语义类型状语数量信息表 

状语语义类型 出现数量 各类型状语所占比例 

时间 47 15.88% 

处所 30 10.14% 

方向 11 3.72% 

否定 84 28.38% 

程度 32 10.81% 

情态 22 7.43% 

重复/频率 29 9.80% 

方式/手段/工具 41 13.85% 

总计 296* 100.00% 

*注：各语义类型状语总计为 296，而非 282，原因是因为有的短语或句子是两

项以上不同语义类型状语共现，需多次计算。 

 

从表 6 可以看到第一册中出现的频率较高的状语语义类型主要有五种，分

别为：否定状语，如“那不是我爸爸”（4 课）、“我家不大”（6 课）、“我

不去运动场”（12 课）；时间状语，如“星期一我有中文课”（10 课）、“他

天天游泳”（21 课）；方式/手段/工具状语，如“你怎么去广州”（23 课）、

“他坐飞机去上海”（24 课）；程度状语，如“我很好”（1 课）、“今天很

热”（15 课）、“电视节目很好看”（21 课）；处所状语，如“爸爸在哪儿喝

茶”（17课）、“他在商店工作”（6单元小结）。 

第二册的789处状语语法项目中，出现的状语语义类型包括：时间、处所、

方向、否定、程度、范围、情态、重复/频率、关涉/对象、方式/手段/工具状

语共 10 种语义类型的状语，全部为限制性状语。未出现的状语语义类型包括：

数量、语气/估计、原因/目的/依据、描写动作的、描写动作者的状语共 5 种语

义类型的状语，其中前三种属于限制性状语，后两种属于描写性状语。出现的

各语义类型的状语具体数量信息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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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快乐汉语》第二册各语义类型状语数量信息表 

状语语义类型 出现数量 各类型状语所占比例 

时间 238 25.16% 

处所 46 4.86% 

方向 1 0.11% 

否定 121 12.79% 

程度 164 17.34% 

范围 66 6.98% 

情态 50 5.29% 

重复/频率 113 12.05% 

关涉/对象 133 13.95% 

方式/手段/工具 14 1.48% 

总计 946* 100.00% 

*注：各语义类型状语总计为 946，而非 789，原因是因为有的短语或句子是两

项以上不同语义类型状语共现，需多次计算。 

 

从表 7 可以看到第二册中出现的频率较高的状语语义类型主要有五种，分

别为：时间状语，如“我今年十四岁”（2 课）、“展览会十一点开始”（3

课）、“我今天上了音乐课”（10 课）、“音乐会快要开始了”（18 课）、

“新闻什么时候开始”（19 课）；程度状语，如“你多大”（2 课）、“你家

的花园真漂亮”（6 课）、“谁的朋友最多”（13 课）、“太热了”（13

课）；关涉/对象状语，如“她比我大”（2 课）、“我的自行车跟他的自行车

一样”（9 课）、“他跟妈妈一起看电视”（19 课）；否定状语，如“汉语不

难”（11课）、“他没有买钱包”（21课）、“我没去过长城”（22课）；重

复/频率状语，如“我也喜欢艺术”（2 课）、“你还买什么”（7 课）、“你

常常做什么运动”（13课）。 

第三册的 1,213 处状语语法项目中，出现的状语语义类型包括：时间、处

所、否定、程度、范围、情态、关联、重复/频率、关涉/对象、语气/估计、方

式/手段/工具、原因/目的/依据、描写动作者的状语共 13 种语义类型的状语，

其中前 12 种为限制性状语，第 13 种为描写性状语。未出现的状语语义类型包

括：方向、数量、描写动作的状语共 3 种语义类型的状语，其中前 2 种属于限

制性状语，第 3 种属于描写性状语。出现的各语义类型的状语具体数量信息见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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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快乐汉语》第三册各语义类型状语数量信息表 

状语语义类型 出现数量 各类型状语所占比例 

时间 325 20.39% 

处所 154 9.66% 

否定 136 8.53% 

程度 243 15.24% 

范围 133 8.34% 

情态 138 8.66% 

关联 29 1.82% 

重复/频率 185 11.61% 

关涉/对象 202 12.67% 

语气/估计 18 1.13% 

方式/手段/工具 20 1.25% 

原因/目的/依据 1 0.06% 

描写动作者的 10 0.63% 

总计 1,594* 100.00% 

*注：各语义类型状语总计为 1,594，而非 1,213，原因是因为有的短语或句子

是两项以上不同语义类型状语共现，需多次计算。 

 

从表 8 可以看到第三册中出现的频率较高的状语语义类型主要有四种，分

别为：时间状语，如“现在我家在香港”（1 课）、“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家开

车去北京了”（4 课）、“比赛四点才开始”（11 课）、“下课以后，谁都不

回家”（17 课）；程度状语，如“北京太大了”（4 课）、“这个比那个更

好”（8 课）、“看熊猫的人越来越多”（16 课）；关涉/对象状语，如“除了

英语以外，我还会法语”（2 课）、“我们给他打电话吧”（3 课）、“她对打

篮球也很有兴趣”（10 课）；重复/频率状语，如“我也送你一个礼物” 

（8课）、“我们常常阅读科技书”（17课）。 

下面我们把全三册教材中出现的状语语义类型做一个总体统计，结果如

下：全三册教材共出现带有状语的短语和整句 2,284 处，因有时候一个句子有

不同语义类型的多项状语共现，所以各语义类型状语总数共计 2,836 项，我们

所依据状语语义类型中的 16 种状语类型，在教材中共出现 14 种，分别为：时

间、处所、方向、否定、程度、范围、情态、关联、重复/频率、关涉/对象、

语气/估计、方式/手段/工具、原因/目的/依据、描写动作者的状语。未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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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语语义类型为数量、描写动作的状语共两种类型。各语义类型状语出现数量

及所占比例具体数据信息，见下表： 

 

表 9： 《快乐汉语》全三册各语义类型状语数量信息表 

状语语义类型 出现数量 各类型状语所占比例 

时间 610 21.51% 

处所 230 8.11% 

方向 12 0.42% 

否定 341 12.02% 

程度 439 15.48% 

范围 199 7.02% 

情态 210 7.40% 

关联 29 1.02% 

重复/频率 327 11.53% 

关涉/对象 335 11.81% 

语气/估计 18 0.63% 

方式/手段/工具 75 2.64% 

原因/目的/依据 1 0.04% 

描写动作者的 10 0.35% 

总计 2,836 100.00% 

 

为更加清楚明晰地考察《快乐汉语》教材中状语各语义类型的分布面貌，

我们按照教材中出现的各状语语义类型所占比例从高到低分各册和全三册进行

考察，具体分布面貌如下面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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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第一册各类型状语比例图 

 

图 6：第二册各类型状语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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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第三册各类型状语比例图 

 

图 8：全三册各类型状语比例图 

 

从上图 5-8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快乐汉语》第一册教材中出现的各语义

类型状语占比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否定>时间>方式/手段/工具>程度>处所>重

复/频率>情态>方向；《快乐汉语》第二册教材中出现的各语义类型状语占比从

高到低排列依次是：时间>程度>关涉/对象>否定>重复/频率>范围>情态>处所>

方式/手段/工具>方向；《快乐汉语》第三册教材中出现的各语义类型状语占比

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时间>程度>关涉/对象>重复/频率>处所>情态>否定>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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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关联>语气/估计>方式/手段/工具>描写动作者的>原因/目的/依据；《快乐汉

语》全三册中出现的各语义类型状语占比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时间>程度>否

定>关涉/对象>重复/频率>处所>情态>范围>方式/手段/工具>关联>语气/估计>

方向>描写动作者的>原因/目的/依据。其中第一册占比最大的前三种状语语义

类型分别为否定状语、时间状语和方式/手段/工具状语；第二、三册占比最大

的前三种状语语义类型较第一册更为一致，分别为时间状语、程度状语和关涉/

对象状语。 

 

三、各语义类型状语出现的先后顺序 

我们对《快乐汉语》全三册教材中出现的 14 种语义类型的状语做一个时间

线梳理，按照它们首次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得出下表： 

 

表 10：《快乐汉语》全三册教材中各语义类型状语出现先后顺序表 

首次出现次序 状语语义类型 首次出现时间节点 

1 程度 第 1册第 1课 

2 否定 第 1册第 4课 

3 重复/频率 第 1册第 9课 

4 时间 第 1册第 10课 

5 处所 第 1册第 17课 

6 情态 第 1册第 20课 

7 方式/手段/工具 第 1册第 23课 

8 方向 第 1册第 24课 

9 关涉/对象 第 2册第 2课 

10 范围 第 2册第 8课 

11 语气/估计 第 3册第 8课 

12 关联 第 3册第 11课 

13 描写动作者的 第 3册第 16课 

14 原因/目的/依据 第 3册第 21课 

 

从上表可以看到，《快乐汉语》全三册教材中，首先出现的状语类型是程度

状语 “我很好”（1-1 课）；往后依次是否定状语“那不是我爸爸”（1-4 课）、

重复/频率状语“我也喜欢海鲜”（1-9 课）、时间状语“星期一你有中文课吗”

（1-10 课）、处所状语“他在哪儿工作”（1-17 课）、情态状语“你会打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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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1-20 课）、方式/手段/工具状语“你怎么去上海”（1-23 课）、方向状语

“往前走”（1-24 课）、关涉/对象状语“她比我大”（2-2 课）、范围状语“一共

多少钱”（2-8 课）、语气/估计状语“您的孙女一定喜欢”（3-8 课）、关联状语

“要是天气好，我们就去”（3-11 课）、描写动作者的状语“孩子们高兴地跑过

来”（3-16课）、原因/目的/依据状语“为什么你今天不表演”（3-21课）。 

 

第二节 《快乐汉语》教材中补语的总体分布考察 

 

跟对状语的考察一样，对《快乐汉语》教材中补语的总体分布考察，我们

同样从出现补语项目的短语和整句数量、补语项目出现的语义类型及数量、各

语义类型补语出现的先后顺序等三个维度来考察补语语法项目在三册教材中的

总体分布情况。下面我们分维度进行考察。 

 

一、补语语法项目的数量 

通过对《快乐汉语》教材状语和补语语料库中一、二、三册中出现补语的

短语和整句的统计，我们发现，三册教材共出现带有补语的短语和整句 327

处，其中第一册未出现补语语法项目，第二册出现 68 处，第三册出现 259 处。

具体见下表： 

 

表 11：补语语法项目总数量表 

册数 补语语法项目出现数量 各册数量所占比例 

第一册 0 0.00% 

第二册 68 20.80% 

第三册 259 79.20% 

（全三册）总计 327 100.00% 

 

从绝对数量上来说，补语语法项目在教材中出现的总量远远小于状语语法

项目总量，而且各册之间数量分布不均衡，第一册直接未出现补语语法项目，

第二册和第三册之间也差距甚大，直观初步看来，这种总体数量的分布是不够

科学合理的。 

为更加直观地反映各册之间补语语法项目数量的对比度，我们用下图的方

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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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补语语法项目占比图 

 

从上图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补语语法项目的占比在各册之间分布非常不

均衡，各册之间增幅和跨度也特别大。 

 

二、补语项目出现的语义类型及数量 

因第一册未出现任何补语语法项目，因此我们对补语语法项目的语义类型

的考察从第二册开始。第二册的 68 处补语语法项目中，出现的补语语义类型包

括：数量和程度补语共 2 种语义类型补语。未出现的补语语义类型包括：结

果、趋向、可能、时量、动量、时间、处所共 7 种语义类型的补语。出现的各

语义类型的补语具体数量信息见下表： 

 

表 12：《快乐汉语》第二册各语义类型补语数量信息表 

补语语义类型 出现数量 各类型补语所占比例 

程度补语 54 79.41% 

数量补语 14 20.59% 

总计 68 100.00% 

 

第二册出现的补语中，程度补语频率最高，如“他的表演好极了”（20

课）、“夏天热得不得了”（23 课）；其次为数量补语，如“哥哥比他大一点

儿”（9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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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册的259处补语语法项目中，出现的补语语义类型包括：结果、程度、

趋向、可能、时量、数量、处所补语共 7 种语义类型的补语。未出现的补语语

义类型包括：动量补语和时间补语共 2 种语义类型的补语。出现的各语义类型

的补语具体数量信息见下表： 

 

表 13：《快乐汉语》第三册各语义类型补语数量信息表 

补语语义类型 出现数量 各类型补语所占比例 

结果补语 26 10.04% 

程度补语 115 44.40% 

趋向补语 48 18.53% 

可能补语 15 5.79% 

时量补语 47 18.15% 

数量补语 5 1.93% 

处所补语 3 1.16% 

总计 259 100.00% 

 

第二册出现的补语中，程度补语频率最高，如“你说得很好”（2 课）、

“他的胃疼得很”（13 课）、“我们班唱歌唱得比 B 班好”（21 课）；趋向补

语频率其次，如“后边的孩子都站起来了”（16 课）、“我们走下山来” 

（18 课）；再其次为时量补语，如“我每天学习一个钟头”（21 课）、“我在

新加坡停留三天”（23 课）；再次为结果补语，如“他买到了喜欢的画儿”

（9课）、“他从来没喝醉过”（15课）。 

从表 12 和 13 中我们可以看到，《快乐汉语》第二册只出现了程度补语和数

量补语两种语义类型的补语，补语语义类型较少。第三册虽然出现了 7 种语义

类型补语，但是类型之间比例分布极不均衡，从 1.16%到接近半数的比例，相

差很大。 

下面我们把全三册教材中出现的补语语义类型做一个总体统计，结果如

下：全三册教材共出现带有补语的短语和整句 327 处，我们所依据补语语义类

型标准中的9种语义类型，在教材中共出现7种，分别为：结果、程度、趋向、

可能、时量、数量、处所补语。未出现的补语语义类型为动量补语和时间补语

共 2 种语义类型的补语。各语义类型补语出现数量及所占比例具体数据信息，

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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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快乐汉语》全三册各语义类型补语数量信息表 

补语语义类型 出现数量 各类型补语所占比例 

结果补语 26 7.95% 

程度补语 169 51.68% 

趋向补语 48 14.68% 

可能补语 15 4.59% 

时量补语 47 14.37% 

数量补语 19 5.81% 

处所补语 3 0.92% 

总计 327 100.00% 

 

为更加清楚明晰地考察《快乐汉语》教材中补语各语义类型的分布面貌，

我们按照教材中出现的各补语语义类型所占比例从高到低进行考察，具体分布

面貌如下面图示： 

图 10：补语语法项目占比图 

 

从上图 10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快乐汉语》全三册中出现的各语义类型

补语占比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程度>趋向>时量>结果/数量>可能>处所。其中

占比最大的为程度补语，超过 50%，其次为趋向补语，为 14.68%，其他五种类

型的补语占比相对很低，不足 10%，处所补语甚至不足 1%。总体来说各语义类

型的补语在教材中的分布较不均衡，而且重要的动量补语类型缺失，时间补语

也未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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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语义类型补语出现的先后顺序 

我们对《快乐汉语》全三册教材中出现的 7 种语义类型的补语做一个时间

线梳理，按照它们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得出下表： 

 

表 15：《快乐汉语》全三册教材中各语义类型补语出现先后顺序表 

出现次序 补语语义类型 出现时间节点 

1 数量 第 2册第 9课 

2 程度 第 2册第 20课 

3 处所 第 3册第 4课 

4 结果 第 3册第 9课 

5 可能 第 3册第 9课 

6 时量 第 3册第 14课 

7 趋向 第 3册第 16课 

 

从上表可知，三册教材中最先出现的是数量补语“这件衣服比那件衣服贵

一点儿”（2-9 课），往后依次是程度补语“他的表演好极了”（2-20 课）、处所

补语“去博物馆的时候你们的车放在哪儿”（3-4 课）、结果补语“他买到了喜

欢的画儿”（3-9 课）、可能补语“在商场买不到中文书”（3-9 课）、时量补语

“她每天做几个钟头的运动”（3-14 课）、趋向补语“后边的孩子都站起来了”

（3-16课）。 

 

第三节 与《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中状语、 

补语分布对比分析 

 

一、《快乐汉语》教材中状语总体分布与语法分级表的对比 

第一节中我们考察了《快乐汉语》教材中状语语法项目的总体分布情况，

接下来我们将会把总体分布的考察结果与《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以下

简称《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级表中涉及到状语语法项目的分布情况进行对

比。 

首先我们考察和整理了《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级表中涉及到状语的语法

项目，1-6级语法分级表中涉及到状语的语法项目共 99处，具体分布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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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级表状语语法项目数量表 

语法分级表级别 状语语法项目数量 

一级 9 

二级 26 

三级 39 

四级 8 

五级 13 

六级 4 

总计 99 

 

我们对《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级表中的 99 处涉及到状语的语法项目按照

我们的标准依据进行了语义类型分析和标注，我们先不考虑同一语义类型状语

的具体语法项目内容，只按照其首次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语义类型去重排列，

得出《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级表状语语义类型出现的先后顺序如下表： 

 

表 17：《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级表状语语义类型顺序表 

首次出现次序 状语语义类型 首次出现等级 

1 情态 一级 

2 程度 一级 

3 重复/频率 一级 

4 范围 一级 

5 否定 一级 

6 时间 二级 

7 关涉/对象 二级 

8 处所 二级 

9 方向 二级 

10 描写动作者的 二级 

11 语气/估计 二级 

12 方式/手段/工具 二级 

13 原因/目的/依据 二级 

14 关联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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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到，《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级表状语语义类型共出现

了 14 种，分别是情态、程度、重复/频率、范围、否定、时间、关涉/对象、处

所、方向、描写动作者的、语气/估计、方式/手段/工具、原因/目的/依据、关

联状语。对比第一节的表 10 我们可以发现，《快乐汉语》全三册出现的状语语

义类型也是 14 种，分别是程度、否定、重复/频率、时间、处所、情态、方式/

手段/工具、方向、关涉/对象、范围、语气/估计、关联、描写动作者的和原因

/目的/依据状语。 

接下来，我们把《快乐汉语》全三册出现的状语各语义类型跟《国际汉语

教学通用课程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级表 1-6 级中出现的状语各语义类型作一

个时间线上的对比，结果如下表： 

 

表 18：状语语义类型时间线对比表 

 《快乐汉语》全三册 《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级表 

首次

出现

次序 

状语语义类型 
首次出现时间

节点 
状语语义类型 

首次出现时间

节点 

1 程度 第 1册第 1课 情态 一级 

2 否定 第 1册第 4课 程度 一级 

3 重复/频率 第 1册第 9课 重复/频率 一级 

4 时间 第 1册第 10课 范围 一级 

5 处所 第 1册第 17课 否定 一级 

6 情态 第 1册第 20课 时间 二级 

7 
方式/手段/工

具 
第 1册第 23课 关涉/对象 二级 

8 方向 第 1册第 24课 处所 二级 

9 关涉/对象 第 2册第 2课 方向 二级 

10 范围 第 2册第 8课 描写动作者的 二级 

11 语气/估计 第 3册第 8课 语气/估计 二级 

12 关联 第 3册第 11课 
方式/手段/工

具 
二级 

13 描写动作者的 第 3册第 16课 
原因/目的/依

据 
二级 

14 
原因/目的/依

据 
第 3册第 21课 关联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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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在首次出现次序上《快乐汉语》教材和

《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级表相同的状语语义类型有两项，分别是第 3 次序的

重复/频率状语和第 11 次序的语气/估计状语。其他语义类型的状语次序都不相

同，《快乐汉语》教材第 1 次序出现的状语类型为程度状语，而《大纲》常用汉

语语法分级表中第 1次序出现的状语类型为情态状语。 

《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级表中属于一级语法项目的范围状语在《快乐汉

语》教材中出现较晚，而方式/手段/工具状语却较早地出现在快乐汉语第一册

中，《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级表中二级语法项目中的原因/目的/依据状语在

《快乐汉语》教材中最后在第三册第 21课出现。 

从各语义类型状语的总体分布情况来看，《快乐汉语》中出现的状语语义类

型总数与《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级表中出现的状语语义类型总数一样，类型

上吻合，但是各类型出现的先后顺序相差较大，在时间线上《快乐汉语》并未

契合《大纲》的语法等级次序。 

 

二、《快乐汉语》教材中补语总体分布与语法分级表的对比 

我们考察和整理了《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级表中涉及到补语的语法项

目，1-6级语法分级表中涉及到补语的语法项目共 26处，具体分布如下表： 

 

表 19： 《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级表补语语法项目数量表 

语法分级表级别 补语语法项目数量 

一级 0 

二级 4 

三级 6 

四级 11 

五级 3 

六级 2 

总计 26 

 

我们同样对《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级表中的 26 处涉及到补语的语法项目

按照我们的标准依据进行了语义类型分析和标注，先不考虑同一语义类型补语

的具体语法项目内容，只按照其首次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语义类型去重排列，

得出《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级表补语语义类型出现的先后顺序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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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级表补语语义类型顺序表 

首次出现次序 补语语义类型 首次出现等级 

1 动量 二级 

2 程度 二级 

3 数量 二级 

4 结果 三级 

5 处所 三级 

6 时量 四级 

7 趋向 四级 

8 可能 四级 

9 时间 六级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到，《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级表补语语义类型共出现

了 9 种，分别是动量、程度、数量、结果、处所、时量、趋向、可能、时间补

语，覆盖了我们标准依据中的所有补语语义类型。对比第二节的表 16 我们可以

发现，《快乐汉语》全三册出现的补语语义类型是 7 种，分别是数量、程度、处

所、结果、可能、时量、趋向补语。 

接下来，我们把《快乐汉语》全三册出现的补语各语义类型跟《国际汉语

教学通用课程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级表 1-6 级中出现的补语各语义类型作一

个时间线上的对比，结果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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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补语语义类型时间线对比表 

 《快乐汉语》全三册 《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级表 

首次

出现

次序 

补语语义类型 
首次出现时间

节点 
补语语义类型 

首次出现时间

节点 

1 数量 第 2册第 9课 动量 二级 

2 程度 第 2册第 20课 程度 二级 

3 处所 第 3册第 4课 数量 二级 

4 结果 第 3册第 9课 结果 三级 

5 可能 第 3册第 9课 处所 三级 

6 时量 第 3册第 14课 时量 四级 

7 趋向 第 3册第 16课 趋向 四级 

8   可能 四级 

9   时间 六级 

 

从上表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在首次出现次序上《快乐汉语》教材和

《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级表相同的补语语义类型有四项，分别是第 2 次序的

程度补语、第 4次序的结果补语、第 6次序的时量补语和第 7次序的趋向补语。

其他语义类型的状语次序不相同，《快乐汉语》教材第 1 次序出现的补语类型为

数量补语，而《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级表中第 1 次序出现的补语类型为动量

补语。 

《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级表中最早出现属于二级语法项目的动量补语在

《快乐汉语》教材中始终未出现。 

从各语义类型补语的总体分布情况来看，《快乐汉语》中出现的补语语义类

型总数与《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级表中出现的状语语义类型总数少了动量补

语和时间补语两项，类型上基本吻合，各类型出现的先后顺序契合度较状语类

型的契合度要高一些，接近一半的类型出现次序上是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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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快乐汉语》教材中状语、补语的分类型考察 

 

上一章我们完成了对《快乐汉语》教材状语和补语语料库中出现的状语和

补语项目总体分布的考察，并把这两项语法项目与《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

纲》的语法分级表进行了对比分析，本章我们将对《快乐汉语》教材中出现的

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做具体地分类型考察。下面我们将分节进行论述。 

 

第一节 《快乐汉语》教材中状语的分类型考察 

 

对《快乐汉语》教材中状语的分类型考察，我们从各语义类型状语的复现

频率、充当各类型状语的词类词组及具体用词两个方面来考察状语语法项目各

语义类型在三册教材中的具体分布情况。下面我们进行具体考察。 

 

一、各语义类型状语的复现频率 

我们按照各语义类型状语在《快乐汉语》全三册中出现先后顺序来考察其

各自复现频率。《快乐汉语》全三册，每册 24 课，8 个单元小结，我们按每册

32个教学单位，全三册共 96个教学单位来考察各语义类型状语的复现频率。经

过统计，各语义类型的状语在全三册教材中的复现情况如下表： 

 

表 22： 《快乐汉语》全三册各语义类型状语复现频率表 

首次出现

次序 

状语语义

类型 

首次出现

时间节点 

总共出现

频次 

总共出现

的教学单

位 

每教学单

位出现的

平均频次 

教学单位

间复现频

率 

1 程度 
第 1册 

第 1课 
439 59 7.44 61.46% 

2 否定 
第 1册 

第 4课 
341 66 5.17 68.75% 

3 
重复/ 

频率 

第 1册 

第 9课 
327 54 6.06 56.25% 

4 时间 
第 1册 

第 10课 
610 60 10.17 62.50% 

5 处所 
第 1册 

第 17课 
230 40 5.75 41.67% 

6 情态 
第 1册 

第 20课 
210 40 5.25 41.67% 

7 
方式/手

段/工具 

第 1册 

第 23课 
75 18 4.17 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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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出现

次序 

状语语义

类型 

首次出现

时间节点 

总共出现

频次 

总共出现

的教学单

位 

每教学单

位出现的

平均频次 

教学单位

间复现频

率 

8 方向 
第 1册 

第 24课 
12 3 4.00 3.13% 

9 
关涉/ 

对象 

第 2册 

第 2课 
335 46 7.28 47.92% 

10 范围 
第 2册 

第 8课 
199 39 5.10 40.63% 

11 
语气/ 

估计 

第 3册 

第 8课 
18 5 3.60 5.21% 

12 关联 
第 3册 

第 11课 
29 8 3.63 8.33% 

13 
描写 

动作者的 

第 3册 

第 16课 
10 4 2.50 4.17% 

14 
原因/目

的/依据 

第 3册 

第 21课 
1 1 1.00 1.04% 

 

从上表可以看到，各语义类型状语在每个教学单位中出现的平均频次和教

学单位间的复现频率并没有与该语义类型状语在教材中出现的先后早晚顺序基

本对应，也没有与该语义类型状语出现总频次的多少一一对应。从在每个教学

单位中出现的平均频次来看，数据区间为 1-10.17，也就是说在每个教学单位

中出现的平均频次最少为 1 次，最多为 10.17 次，这只是平均频次的差距首尾

相差了 9 个多频次，实际最少频次是 1 次，最多肯定超过 11 次，相差可能更

大。举例来说，方式/手段/工具状语，一共出现的频次为 75 次，出现的教学单

位为 18个，但是仅仅第 1册第 23课以疑问代词“怎么”和动宾短语“坐飞机、

坐火车、坐汽车、开车”几个充当词（组）集中复现 34 次，超过平均最大区间

值 10.17 次，后面 17 个教学单位一共出现了 41 次。也就是说各语义类型状语

在单个教学单位中出现的频次较不均衡。再从教学单位间的复现频率上来看，

我们把各语义类型状语的复现频率从高到低进行排列，并绘制成图表，得出下

图： 

 



44 

图 11：状语语义类型教学单位间复现频率图 

 

从上图可以清楚地看到，各语义类型状语在教学单位间的复现频率，最高

的前三位为否定、时间和程度状语，复现率为 60%以上，第四位为重复/频率状

语，复现率超过 50%，其他十种语义类型的状语复现率均在 50%以下，其中关涉

/对象、处所、情态、范围状语四种类型复现率在 40%以上，其余六种类型状语

复现频率基本在 10%以内。所以总体来看，各语义类型状语在教学单位间的复

现频率并不太高，大部分语义类型状语复现频率不足，且类型上分布不够均

衡。 

 

二、充当各类型状语的词类词组及具体用词 

下面我们按照各语义类型状语在教材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来考察充当状语的

词类词组类型及具体用词情况。具体用词后（ ）里的数字为出现频次，“ ”里

面为教材中的例句，例句后面（ ）里的数字为首次出现的册数和课号。 

（一）程度状语：1.程度副词：很（277），“我很好”（1-1）；多（14），

“你多大”（2-2）；真（35），“你家的花园真漂亮”（2-6）；最（16），“谁最

高”（2-13）；太（17），“太好了”（2-13）；非常（8），“他的表演非常好” 

（2-20）；特别（2），“他特别喜欢看广告”（2-21）；更（10），“这个比那个更

好”（3-8）； 

2.疑问代词：怎么（10），“汉语考试不怎么难”（3-8）； 

3.指示代词：那么（16），“我出生的城市没有北京那么大”（3-4）； 

4.固定词组：越来越（31），“人越来越多”（2-16）。 

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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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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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语在教学单位间复现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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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否定状语：1.否定副词：不（288），“那不是我爸爸”（1-4）；没

（45）， “我没看手机的广告”（2-21）；没有（8），“他没有买钱包”（2-21）。 

（三）重复/频率状语：1.重复副词：也（145），“我也喜欢海鲜”（1-9）；

还（109）； “你还要什么”（2-7）；再（2），“明天要是还不舒服，就再去”

（3-24）； 

2.频率副词：常常（65），“北京的春天常常有风”（2-13）；有时候（4），

“我有时候去看打太极拳”（2-14）。 

（四）时间状语：1.时间名词（组）：星期（60），“星期一你有中文课吗”

（1-10）；天天（18），“我天天看电视,”（1-21）；今年（29），“我今年十六

岁”（2-2）；今天（97）， “今天你去……吗”（2-2）；每天（54），“我每天早

上七点起床”（2-3）；早上（18），“我每天早上七点起床”（2-3）；晚上（14），

“晚上七点去图书馆”（2-3）；昨天（8），“昨天早上我十点起床”（2-3）；明天

（38），“你们明天有什么课”（2-10）；下午（10），“他今天下午上了音乐课”

（2-10）；周末（4），“周末他有时间”（2-10）；春天（5），“春天常常有雨”

（2-13）；秋天（5），“秋天常常有风”（2-13）；现在（32），“现在人越来越

多”（2-16）；每年（3），“每年都去中国”（2-18）；暑假（18），“她暑假去了什

么地方”（2-22）；夏天（4），“Mary 和哥哥今年夏天打算去中国”（2-23）；中

秋节（5），“中秋节中国人要吃月饼，看月亮”（2-24）；端午节（5），“端午节

中国人要吃粽子”（2-24）；冬天（3），“冬天湖上有雪”（3-5）；将来（1），“将

来我想学中国画”（3-10）；去年（2），“去年我有一个兼职工作”（3-20）；假期

（4），“你假期做什么”（3-22） 

2.数量词组：……点（73），“我九点开始上课”（2-3）； 

3.定中词组：定语+时间名词（86），“我每个星期五去看电影”（2-3） 

4.时间副词：在（1），“湖边的草地上有很多孩子在玩”（2-14）；快要

（23），“音乐会快要开始了”（2-18）；马上（4），“新闻节目马上开始” 

（2-19）；先（3），“我们先看看有什么好电影”（3-8）；才（13），“比赛四点才

开始”（3-11）；从来（12），“他从来没吃过中药”（3-13）；就（13），“我每天

六点就去打篮球”（3-14）；正在（15），“我们去的时候，熊猫正在做游戏” 

（3-16）；还是（1），“可是抽烟的学生还是很多”（3-19）；正（8），“我们正说

他呢”（3-24）； 

5.介宾词组：在中秋节（1），“我们在中秋节也吃月饼”（3-15）； 

6.方位词组：……以前（1），“七点以前回来”（3-7）；……以后（2），“下

课以后，谁都不回家”（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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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形容词：晚（1），“很晚睡觉”（2-3）；早（1），“很早起床”（2-3）；久

（2），“他很久没有做饭了”（3-15）。 

（五）处所状语：1.介宾词组：在……（173），“他在哪儿工作”（1-17）；

从……（56），“你从哪儿来”（3-1）； 

2.方位词组：……里（1），“现在中学里抽烟的学生越来越多”（3-19）。 

（六）情态状语：1.能愿动词（助动词）：会（67），“你会打网球吗” 

（1-20）；要（62），“谁要喝咖啡”（2-3）；应该（3），“我们应该先问问姐姐”

（3-8）；可以（14），“他可以来试试吗”（3-3）；能（2），“你能介绍介绍自己

吗”（3-1）；得（děi2），“我得去商店买新眼镜”（3-16）； 

2.情态副词：好像（1），“好像很有钱”（3-19）； 

3.形容词：一样（29），“我跟爸爸一样喜欢京剧”（2-17）；难（22），“火

车票很难买”（3-10）；努力（2），“现在每天努力学习”（3-10）；容易（2），

“很容易学”（3-21）。 

（七）方式/手段/工具状语：1.疑问代词：怎么（22），“你怎么去上海”

（1-23）； 

2.动宾词组：坐+交通工具（34），“我坐飞机去”（1-23）；开车（14），“哥

哥开车去”（1-23）；用……（3），“每个班都用中文唱歌”（3-21）； 

3.动词：上网（2），“上网订票”（2-18）。 

（八）方向状语：1.介宾词组：往+方向（12），“往前走”（1-24）。 

（九）关涉/对象状语：1.介宾词组：比……（79），“她比我大”（2-2）；

跟……（89），“我的自行车跟他的自行车一样”（2-9）；给……（40），“我们给

他打电话吧”（3-3）；除了……（40），“除了英语以外，我还会法语”（3-2）；

对……（3），“她对打篮球也很有兴趣”（3-10）；替……（11），“他替一个饭馆

送外卖”（3-3）；和……（7），“早上八点的时候，我和朋友们开始比赛” 

（3-18）；把……（8），“我把新年礼物拿来了”（3-24）； 

2.动宾词组：没有……（29），“那件衣服没有这件衣服漂亮”（2-9）；

离……（33），“我家离市中心很远”（3-5）。 

（十）范围状语：1.范围副词：一共（18），“一共多少钱”（2-8）；都

（122），“每张 CD都很好”（2-18）；一起（59），“我跟你一起看”（2-19）。 

（十一）语气/估计状语：1.语气副词：一定（2），“您的孙女一定喜欢”

（3-8）；可能（6），“可能病了”（3-13）； 

2.动词：是（10），“你是怎么来的”（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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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关联状语：关联副词：就（29），“要是天气好，我们就去” 

（3-11）。 

（十三）描写动作者的状语：1.形容词：高兴（10），“孩子们高兴地跑过

来”（3-16）。 

（十四）原因/目的/依据状语：1.介宾词组：为什么（1），“为什么你今天

不表演”（3-21）。 

 

第二节 《快乐汉语》教材中补语的分类型考察 

 

跟对状语的考察一样，对《快乐汉语》教材中补语的分类型考察，我们从

各语义类型补语的复现频率、充当各类型补语的词类词组及具体用词两个方面

来考察补语语法项目各语义类型在三册教材中的具体分布情况。下面我们进行

具体论述。 

 

一、各语义类型补语的复现频率 

我们按照各语义类型补语在《快乐汉语》全三册中出现先后顺序来考察其

各自复现频率。跟对状语的考察一样，我们同样按照 96 个教学单位来考察各语

义类型补语的复现频率。经过统计，各语义类型的补语在全三册教材中的复现

情况如下表： 

 

表 23：《快乐汉语》全三册各语义类型补语复现频率表 

首次出

现次序 

补语语

义类型 

首次出

现时间

节点 

总共出

现频次 

总共出

现的教

学单位 

每教学单位

出现的平均

频次 

教学单

位间复

现频率 

1 数量 
第 2册

第 9课 
19 5 3.80 5.21% 

2 程度 
第 2册

第 20课 
169 32 5.28 33.33% 

3 处所 
第 3册

第 4课 
3 2 1.5 2.08% 

4 结果 
第 3册

第 9课 
26 5 5.20 5.21% 

5 可能 
第 3册

第 9课 
15 2 7.50 2.08% 

6 时量 
第 3册

第 14课 
47 5 9.40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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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出

现次序 

补语语

义类型 

首次出

现时间

节点 

总共出

现频次 

总共出

现的教

学单位 

每教学单位

出现的平均

频次 

教学单

位间复

现频率 

7 趋向 
第 3册

第 16课 
48 6 8.00 6.25% 

 

从上表可以看到，各语义类型补语分布覆盖的教学单位总数基本都很少，

除了程度补语分布在 32 个教学单位之中以外，其他各类型补语分布的教学单位

总数只在 2-6 个，出现的教学单位很集中，分布范围很小。举例来说，处所补

语只出现在第 3册的第 4课一处“去博物馆的时候你们的车放在哪儿？”和第 7

课的两处“现在住在王先生家。”和“我和父母住在一起。”；可能补语只出现在

第 3 册第 9 课，以“买得到”、“买不到”、“看得到”、“看不到”、“换不到”等

形式集中出现 13 处，然后就是第三单元小结里面的两处，“在书店买得到中文

书。”和“在地铁里看不到这个广告。”再从教学单位间的复现频率上来看，我

们把各语义类型补语的复现频率从高到低进行排列，并绘制成图表，得出下

图： 

 

图 12：补语语义类型教学单位间复现频率图 

 

从上图可以清楚地看到，各语义类型补语在教学单位间的复现频率，最高

的为程度补语，复现频率也仅为 33.33%，其他语义类型的补语在教学单位间的

复现率全部低于 7%，最低的处所补语和可能补语复现频率也只有 2.08%。所以

各语义类型补语在教学单位间的复现频率非常低，各语义类型补语复现频率明

0.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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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第第 第第 第第 第第 第第 第第 第第

补语在教学单位间复现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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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不足，且过于集中，绝大部分教学单位都没有复现各类补语。 

 

二、充当各类型补语的词类词组及具体用词 

下面我们按照各语义类型补语在教材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来考察充当补语的

词类词组类型及具体用词情况，具体用词后（ ）里的数字为出现频次，“ ”里

面为教材中的例句，例句后面（ ）里的数字为首次出现的册数和课号。 

（一）数量补语：1.数量词：一点儿（19），“这件衣服比那件衣服贵一点

儿”（2-9）。 

（二）程度补语：1.程度副词：极（40），“他的表演好极了”（2-20）；很

（14），“他的胃疼得很”（3-14）； 

2.形容词：多（22），“广州比北京热得多”（2-22）；好（9），“小海唱得好

吗”（3-10）；快（3），“跑得快”（3-18）；漂亮（1），“我写汉字比他写得漂

亮”（3-7单元小结）； 

3.状中词组：很好（21），“你说得很好”（3-2）；比……好（6），“我们班

唱歌唱得比 B 班好”（3-21）；真好（5），“你说汉语说得真好”（3-10）；很清楚

（4），“我的中国朋友回答问题回答得很清楚”（3-10）；不太好（4），“我打得

不太好”（3-12）；很快（4），“我们都跑得很快”（3-18）；很多（1），“他买得

很多”（3-1 单元小结）；很高兴（1），“孩子吃得很高兴” （3-1 单元小结）；

不多（2），“可是他喝得不多”（3-15）；比……快（1），“她说汉语说得比我

快”（3-7单元小结）； 

4.补充词组：好极了（3），“她唱歌唱得好极了”（3-21）； 

5.固定词组：不得了（27），“夏天热得不得了”（2-22）。 

（三）处所补语：1.介宾词组：在……（3），“去博物馆的时候你们的车放

在哪儿”（3-4）。 

（四）结果补语：1.动词：到（22），“他买到了喜欢的画儿”（3-9）；醉

（4），“他从来没喝醉过”（3-15）。 

（五）可能补语：1.动词：……得到（8），“在书店买得到中文书” 

（3-9）； ……不到（7），“在商场买不到中文书”（3-9）。 

（六）时量补语：1.时量词组：……钟头（20），“她每天做两个钟头的运

动”（3-14）；……小时（20），“我每天打半个小时的篮球”（3-单元小

结）；……星期（4），“我要在北京停留一个星期”（2-23）,；……天（4），“我

在新加坡停留三天”（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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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趋向补语：1.趋向动词：去（16），“我要从美国到中国去” 

（3-23）；来（9），“她要从新加坡到中国来”（3-23）；上去（8），“我们都跑上

山去”（3-18）；过来（5），“孩子们高兴地跑过来”（3-16）；下来（5），“我们

走下山来”（3-18）；起来（4），“后边的孩子都站起来了”（3-16）；过去（1），

“老师走过去”（3-6单元小结）。 

 

第三节 《快乐汉语》教材中状语、补语用词情况与 

词语分级表对比分析 

 

一、充当各语义类型状语的词类词组及具体用词与词语分级表的对比 

第一节中我们考察了《快乐汉语》教材中充当各语义类型状语的词类词组

及具体用词情况，接下来我们将会把它的考察结果与《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

级表中涉及到状语语法项目的具体内容中的词语分级表进行对比。 

首先我们考察和整理了《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级表中涉及到状语的 99 处

语法项目，按照语义类型进行分类归纳，并总结充当状语的词类词组及具体用

词。我们按照语法分级表中各语义类型状语项目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归纳总

结，（ ）后面的数字为语法分级表 1-6级的等级，“ ”内为大纲中举例。 

（一）情态状语：1.能愿动词（助动词）：能（1），“你能来吗”；会（1），

“我会打网球”；要（2），“玛丽要去图书馆”；可以（2），“这儿可以拍照”；可

能（2），“明天可能下雨”；能【表条件允许】（3），“你不能在这儿抽烟”；会

【表推测】（3），“明天不会下雨”；可以【表功能】（3），“看电视可以练习听

力”；应该（3），“你应该早点儿来”；愿意（3），“我愿意学习汉语”；敢（3），

“我不敢去”；得【děi】（4），“你得来”；不得不（4），“我不得不去”。 

（二）程度状语：1.程度副词：很（1），“我很好”；非常（1），“她非常漂

亮”；真（1），“真好”；太（1），“这本书太贵”；多（1），“你多大”；最（2），

“这件衣服最漂亮”；更（2），“这个更好”；越（3）；特别（3），“昨天天气特

别好”；极（3）；几乎（3）；比较（3）；多么（3）。 

（三）重复/频率状语：1.重复副词：也【表类同】（1），“我也去”；再

（3），“你再听一遍”；又（3），“他又说了一遍”； 

2.频率副词：经常（3），“他经常/常常迟到”；常常（3），“他经常/常常迟

到”；一直（3），“他一直很努力”；总是（3），“他总是迟到”。 

（四）范围状语：1.范围副词：都【表总括】（1），“我们都是留学生”；一

起（3），“我跟你一起去”；一共（3），“昨天我一共花了 300 块钱”；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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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有十块钱”。 

（五）否定状语：1.否定副词：不（1），“我不是韩国人”；没（1），“昨天

我没来”。 

（六）时间状语：1.时间副词：正（2）；正在（2），“玛丽正在打网球

呢”；要（2）；就要（2）；快要（2），“快要上课了”；快（2）；还（3），“玛丽

还在看电视/他们还没下班呢”；已经（3），“他们已经下班了”；先（3），“请您

先走”；马上（3），“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就（3），“我就来/我今天 6 点就起床

了”；才（3），“他才来/他今天 8点半才来上班”； 

2.数量词组：……点（2），“他八点起床”； 

3.定中词组：什么时候（2），“你明天什么时候来学校”； 

4.方位词组：……以前（3），“她每天睡觉以前看电视”；……以后（3），

“下课以后，我去运动”；形容词：早（4），“他比我早来了五分钟”；晚（4）； 

5.介宾词组：自……以来（5），“自 2008 年以来”；自从……，“自从 2009

年”；（5）、于……（6），“您的来信已于昨日收到”。 

（七）关涉/对象状语：1.介宾词组：跟……（2），“我跟他一起去买东

西”；给……（2），“我给爸爸打电话”；对……（2），“我对他说”；离……

（2），“我家离学校很远”；比……（2），“今天比昨天冷/今天比昨天冷多了/我

比她高五厘米”；关于……（3），“关于这段历史，我知道的很少”；根据……

（3），“根据我的经验，明天可能会下雨”；除了……（3），“除了他以外，我们

都去/除了他以外，我们也去/除了故宫以外，我们还去了颐和园”；把……

（3），“他把书放在桌子上了/我把衣服洗干净了/我把作业做完了/请把这篇文

章翻译成英文”；被……（3），“那件衣服被买走了”；连……（4），“这件事连

三岁小孩都知道”；对于……（5），“对于这个问题，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至

于……（5），“我们决定明年结婚，至于具体时间还要再商议”；为……所……

（6），“我为她的真诚所感动”； 

2.动宾词组：没有……（2），“你没有玛丽高”；不如……（3），“我不如你

高”；不比……（3），“北京不比上海凉快”；让……（3），“我的词典让小王借

走了”。 

（八）处所状语：1.介宾词组：从……（2），“从这儿到王府井怎么走”；

在……（2），“她在北京大学学习”；自……（5），“自北京出发”。 

（九）方向状语：1.介宾词组：向……（2），“你一直向北走”；往……

（2），“往右拐”；顺（着）……（5），“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沿

（着）……（5）；朝……（5），“朝前走”；自……（5），“自南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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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描写动作者的状语：1.形容词：高兴（2），“他高兴地笑了”。 

（十一）语气/估计状语：1.动词：是（2），“我是昨天来的/我是在北京认

识刘老师的/我是坐飞机来北京的”； 

2.语气副词：终于（3），“你终于来了”；其实（3），“其实我也不知道”；

当然（3），“我当然去”；难道（4），“难道你不知道吗”；何必（5）；何苦

（5），“你何苦生那么大的气呢”；何不（5），“天气这么好，何不出去玩玩

呢”；何尝（5），“我何尝不想去呢”；何至于（5）； 

3.疑问代词：怎么（4），“我怎么知道”；什么（4）；哪（4），“我哪知

道”；谁（4）。 

（十二）方式/手段/工具状语：1.疑问代词：怎么（2），“这个字怎么读/

去银行怎么走”； 

2.指示代词：这么（3），“你应该这么做”；那么（3）； 

3.动宾词组：坐……（3），“我坐地铁去上班”。 

（十三）原因/目的/依据状语：1.介宾词组：为什么（2），“你为什么学习

汉语”；为……（3），“不要为我担心”；为了……（3），“为了解决环境问题，

人们想了很多办法”；按照……（4），“按照我说的做”；凭……（5），“凭票入

场/你凭什么这么说”；本着……（6），“我们应该本着政策办事”。 

（十四）关联状语：1.关联副词：就（3），“如果明天下雨，我们就不去了

/要是明天下雨，我们就不去了”。 

我们把语法分级表中的充当状语的词类词组及具体用词与第一节中《快乐

汉语》教材中的相对应部分进行对比，发现： 

（一）程度状语：两部分相吻合的是程度副词“很、非常、真、太、多、

最、更、特别”；《快乐汉语》教材中缺失语法分级表三级中的程度副词“越、

极、几乎、比较、多么”；多出疑问代词疑问代词“怎么”、指示代词：“那么”

和固定词组：“越来越”。 

（二）否定状语：两部分相吻合的是否定副词“不、没”；《快乐汉语》教

材中多出否定副词“没有”。 

（三）重复/频率状语：两部分相吻合的是重复副词“也、再”和频率副词

“常常”；《快乐汉语》教材中缺失语法分级表一级中的重复副词“又”和三级

中的频率副词“经常、一直、总是”；多出重复副词“还”和频率副词“有时

候”。 

（四）时间状语：两部分相吻合的是时间副词“正、正在、快要、先、马

上、就、才”和数量词组“……点”以及方位词组“……以前、……以后”；



53 

《快乐汉语》教材中缺失语法分级表二级中的时间副词“要、就要”三级中的

“快、还、已经”，二级中的定中词组“什么时候”，四级中的形容词“早、

晚”，五级中的介宾词组“自……以来、自从……、” 六级中的介宾词组

“于……”；多出时间名词“从来”和形容词“久”。至于时间名词语法分级表

中没有具体列举。 

（五）处所状语：两部分相吻合的是介宾词组“从……、在……”；《快乐

汉语》教材中缺失语法分级表五级中的介宾词组“自……”；多出方位词组

“……里”。 

（六）情态状语：两部分相吻合的是能愿动词（助动词）“会、要、应该、

可以、能、得（děi）”；《快乐汉语》教材中缺失语法分级表二级中的能愿动词

（助动词）“可能”、三级中的“愿意、敢”和四级中的“不得不”；多出情态副

词“好像”和形容词“一样、难、容易、努力”。 

（七）方式/手段/工具状语：两部分相吻合的是疑问代词“怎么”和动宾

词组“坐……”；《快乐汉语》教材中缺失语法分级表三级中的指示代词“这

么、那么”；多出了动词“上网”和动宾词组“开车、用……”。 

（八）方向状语：两部分相吻合的是介宾词组“往……”；《快乐汉语》教

材中缺失语法分级表二级中的介宾词组“向……”和五级中的“顺

（着）……、沿（着）……、朝……、自……”。 

（九）关涉/对象状语：两部分相吻合的是介宾词组“跟……、给……、

对……、离……、比……、除了……、把……”；《快乐汉语》教材中缺失语法

分级表三级中的介宾词组“关于……、被……”，动宾词组“让……”四级中的

“连……”，五级中的“对于……、至于……、为……所……”和三级中的动宾

词组“不如……、不比……”；多出介宾词组“和……、替……”和动宾词组

“没有……”。 

（十）范围状语：两部分相吻合的是范围副词“一共、都、一起”；《快乐

汉语》教材中缺失语法分级表三级中的范围副词“只”。 

（十一）语气/估计状语：两部分相吻合的是动词“是”表强调语气；《快

乐汉语》教材中缺失语法分级表三级中的语气副词“终于、其实、当然”，四级

中的“难道”，五级中的“何必、何苦、何尝、何至于”，疑问代词“怎么、什

么、哪、谁”；多出语气副词“一定、可能”。 

（十二）关联状语：两部分相吻合为关联副词“就”。 

（十三）描写动作者的状语：两部分相吻合为形容词“高兴”。 

（十四）原因/目的/依据状语：两部分相吻合的是介宾词组“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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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汉语》教材中缺失语法分级表三级中介宾词组“为……、为了……”，四

级中“按照……”，五级中“凭……”，六级中“本着……”。 

通过对比发现，《快乐汉语》教材中状语语法项目在充当各语义类型状语的

词类词组和具体用词方面吻合率不高，一些重要的基础高频具体用词在教材中

都未出现，比如充当程度状语的程度副词“越、比较”，充当重复/频率状语的

重复副词“又”，频率副词“经常、一直、总是”，充当时间状语的时间副词

“要、就要、快、还、已经”，充当情态状语的能愿动词（助动词）“可能”，充

当方向状语的介词“向”，充当关涉/对象状语的介词“被”，充当范围状语的范

围副词“只”，充当原因/目的/依据状语的介词“为、为了”等。 

 

二、充当各语义类型补语的词类词组及具体用词与语法分级表的对比 

第二节中我们考察了《快乐汉语》教材中充当各语义类型补语的词类词组

及具体用词情况，接下来我们将会把它的考察结果与《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

级表中涉及到补语语法项目的具体内容进行对比。 

我们考察和整理了《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级表中涉及到补语的 26 处语法

项目，按照语义类型进行分类归纳，并总结充当补语的词类词组及具体用词。

我们按照语法分级表中各语义类型补语项目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归纳总结，（）

后面的数字为语法分级表 1-6级的等级，“”内为大纲中举例。 

（一）动量补语：1.动量词组：……次（2），“我去过一次长城”；……下

（2），“请你等一下”；……遍（4），“你再听一遍/他又说了一遍”；……趟

（4），“我昨天去了三趟超市”；……回（4），“这电影我看了三回”；……场

（4），“哭了一场”；……顿（4），“打他一顿”。 

（二）程度补语：1.状中词组：很对（2），“你说得很对”；很快（4），“他

跑得很快”；很流利（4），“她说汉语说得很流利/她汉语说得很流利”；比……

快（4），“我跑得比他快”；比……好（4），“我说汉语说得比他好”；不停

（5），“雨下个不停”；没完（5）； 

2.程度副词：极（3），“美极了”； 

3.形容词：痛快（5），“我们喝了个痛快”；够（5）。 

（三）数量补语：1.数量词（组）：一点儿（2）；数量短语（2），“我比她

高五厘米”；  

2.形容词：多（2），“今天比昨天冷多了”。 

（四）结果补语：1.动词：完（3），“吃完”；到（3），“寄到”；给（3），

“送给”；会（3），“学会”；成（3），“请把这篇文章翻译成英文”；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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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词典让小王借走了/那件衣服被买走了”； 

2.形容词：好（3），“准备好”；干净（3），“洗干净”。 

（五）处所补语：1.介宾词组：在……（3），“他把书放在桌子上了”；

自……（5），“来自美国”，于……（6）；2.动宾词组：到……（3）。 

（六）时量补语：1.数量词：一会儿（4），“请你等一会儿”； 

2.数量词组：……年（4），“他学汉语学了三年/他学了三年（的）汉语”。 

（七）趋向补语：1.趋向动词：来（4），“他出来了”；去（4），“他回美国

去了”；上来（4）；上去（4），“他跑上楼去了”；下来（4）；下去（4）；进来

（4）；进去（4）；出来（4），“他拿出来一本书/他拿出一本书来/他拿了一本书

出来”；出去（4）；过来（4）；过去（4）；回来（4）；回去（4）；起来（4）。 

（八）可能补语：1. 动词：……完（4），“吃得完”；……不会（4），“学

不会”；  

2、否定副词+趋向动词：……不来（4），“进不来”；……不起来（4），“拿

不起来”。 

（九）时间补语：1.介宾词组：于……（6），“鲁迅生于 1881年”。 

我们把语法分级表中的充当补语的词类词组及具体用词与第二节中《快乐

汉语》教材中的相对应部分进行对比，发现： 

（一）数量补语：两部分相吻合的是数量词“一点儿”；《快乐汉语》教材

中缺失语法分级表二级中的形容词“多”。 

（二）程度补语：两部分相吻合的是程度副词“极”，状中词组“很快、

比……好、比……快”；《快乐汉语》教材中缺失语法分级表二级中的状中词组

“很对”，四级中的“很流利”，五级中的“不停、没完”，五级中的形容词“痛

快、够”；多出程度副词“很”，形容词“多、好、快、漂亮”，状中词组“很

好、真好、很清楚、不太好、很多、很高兴、不多”，补充词组“好极了”，固

定词组“不得了”。 

（三）处所补语：两部分相吻合的是介宾词组“在……”；《快乐汉语》教

材中缺失语法分级表五级中的介宾词组 “自……”，六级中的“于……”，三级

中的动宾词组“到……”。 

（四）结果补语：两部分相吻合的是动词“到”；《快乐汉语》教材中缺失

语法分级表三级中的动词“完、给、会、成、走”，三级中的形容词“好、干

净”。 

（五）可能补语：两部分没有吻合部分；《快乐汉语》教材中缺失语法分级

表四级中的动词“……得完、……不会”，趋向动词“……不来、……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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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多出动词“……得到、……不到”。 

（六） 时量补语：两部分没有吻合部分；《快乐汉语》教材中缺失语法分

级表四级中的数量词“一会儿”，数量词组“……年、……分钟”；多出数量词

组“……钟头、……小时、……星期、……天”。 

（七）趋向补语：两部分相吻合的是趋向动词“去、来、上去、过来、下

来、起来、过去”；《快乐汉语》教材中缺失语法分级表四级中的趋向动词“上

来、下去、进来、进去、出来、出去、回来、回去”。 

通过对比发现，《快乐汉语》教材中补语项目在充当各语义类型补语的词类

词组和具体用词方面吻合率较低，作为重要语义类型补语动量补语直接类型缺

失，充当该类型的补语的具体用词高频动量词：“次、下、遍、趟、回、场、

顿”始终未出现。充当非常重要的补语类型结果补语的高频动词“完、给、

会、成、走”，形容词“好”也未出现，充当趋向补语的趋向动词“上来、下

去、进来、进去、出来、出去、回来、回去”也是缺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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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使用《快乐汉语》的泰国学生组状语、 

补语学习效果测试分析 
 

前面两章我们对《快乐汉语》教材状语和补语语料库中出现的状语和补语

项目总体分布和各语义类型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考察，并把这两项语法项目与

《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的语法分级表进行了对比分析，本章我们将对

使用《快乐汉语》教材的泰国学生群组在学习过教材中出现的状语和补语语法

项目之后，所达到的学习效果进行具体地考察。我们采用问卷测试的方法进行

考察，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测试的基本情况： 

测试对象：泰国农业大学附属学校（春武里分校）使用《快乐汉语》教材

学习的 7-9 年级的泰国学生，7 年级学生 30 人，8 年级学生 30 人，9 年级学生

33人，三组学生，共 93人。其中 7年级的学生只学习过《快乐汉语》第一册，

8 年级的学生学习过《快乐汉语》第一、二册，9 年级的学生学习过《快乐汉

语》全三册。 

测试问卷：我们根据对《快乐汉语》全三册状语和补语项目的全面考察，

根据各册出现的状语和补语语义类型，选择出现频率较高，具有典型代表性的

代表该语义类型的充当状语或补语的词或词组设置测试问题，因《快乐汉语》

第一册未出现补语语法项目，所以共形成《快乐汉语》第一、二、三册状语学

习效果测试卷和《快乐汉语》第二、三册补语语学习效果测试卷，另外加《快

乐汉语》缺失部分高频补语学习效果测试卷，共 6 套测试问卷。由于在教学中

我们发现，在泰国学生学习理解了具体词义以后，状语和补语习得的偏误集中

体现在语序上面，因此在题型的设置上我们全部采用客观选择题的方式，题目

考察内容上，主要考察各语义类型状语、补语之间学习效果的差别，因此暂时

只做单项状语、补语的分析，具体测试问卷见附录。 

测试方式：我们采取学生分组、教材分册的方式进行全面闭卷测试。具体

来说就是，只学习过《快乐汉语》第一册的 7 年级的学生组 30 人，参加测试

《快乐汉语》第一册状语学习效果测试卷和《快乐汉语》缺失部分高频补语学

习效果测试卷，共两套测试问卷；学习过《快乐汉语》第一、二册的 8 年级的

学生组 30 人，参加测试《快乐汉语》第一、二册状语学习效果测试卷和《快乐

汉语》第二册补语学习效果测试卷以及《快乐汉语》缺失部分高频补语学习效

果测试卷，共四套问卷测试；学习过《快乐汉语》全三册的 9 年级的学生组 33

人，参加测试《快乐汉语》第一、二、三册状语学习效果测试卷和《快乐汉

语》第二、三册补语学习效果测试卷以及《快乐汉语》缺失部分高频补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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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测试卷，共六套问卷测试。 

 

第一节 使用《快乐汉语》的泰国学生组状语学习效果测试分析 

  

我们对《快乐汉语》教材中出现的状语项目按照各语义类型出现的先后顺

序分册、分学生群组进行了问卷测试。并对测试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下面是

具体统计结果及分析。 

 

一、第一册出现的状语类型学习效果测试分析 

首先我们对《快乐汉语》第一册先后出现的八种语义类型状语：程度、否

定、重复/频率、时间、处所、情态、方式/手段/工具、方向状语的单项状语的

学习效果进行了测试分析，具体测试结果如下： 

 

表 24：第一册出现状语学习效果测试统计表（只学习过第一册的学生 30 人） 

状语类型 
充当状语的具体词

（组） 
问题 

正确 

数量 

正确

率 

偏误 

数量 

偏误

率 

程度 程度副词“很” （1） 27 90.00% 3 10.00% 

否定 否定副词“不” （2） 27 90.00% 3 10.00% 

重复/频率 重复副词“也” （3） 15 50.00% 15 50.00% 

时间 
时间名词 

“星期一” 
（4） 27 90.00% 3 10.00% 

处所 
介宾词组 

“在厨房” 
（5） 9 30.00% 21 70.00% 

情态 能愿动词“会” （6） 15 50.00% 15 50.00% 

方式/手段/

工具 

介宾词组 

“坐飞机” 
（7） 15 50.00% 15 50.00% 

方向 介宾词组“往左” （8） 15 50.00% 15 50.00% 

 

从上表看，只学习过《快乐汉语》第一册的学生八种语义类型状语测试的

正确率最高的是程度、否定和时间状语都达到了 90%，其次为重复/频率、情

态、方式/手段/工具、方向状语都为 50%，正确率最低的为处所状语，只有 30%

的正确率。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各种语义类型的状语的正确率跟该语义类型的状语在

教材中出现的频次的关联性如何。我们把各种语义类型状语在第一册教材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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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频次占比跟学生测试的正确率进行对比，得出下图： 

 

图 13：第一册状语语义类型出现比例与只学过第一册的学生测试正确率对比图 

 

从上图可以看到，第一册状语语义类型出现比例与学生学习效果并不成绝

对正相关，也就是说并非全部类型出现比例越高，正确率越高，其中方式/手段

/工具状语和处所状语出现占比是很高的，但正确率却比较低，方向状语出现占

比最低，但正确率却达到了 50%，和其他出现比例较高的重复/频率状语和情态

状语的正确率相当。我们来具体看看出现占比较高，而正确率较低的方式/手段

/工具状语和处所状语的具体偏误情况。从学生的出现的具体偏误来看，方式/

手段/工具状语 60%的学生选择为“爸爸去坐飞机广州。”，40%的学生选择为

“爸爸坐去广州飞机。”偏误主要表现为把状语后置在谓语动词“去”的后面和

把状语的一部分“飞机”放在宾语“广州”的后面。这跟泰国学生母语语序中

把方式/手段/工具状语后置有一定关系，同时跟充当该语义类型状语的词

（组）动宾词组本身的复杂程度有很大关系，一个句子里面出现了两个动词，

它们之间的关系处理本身就是个难点，如果再加上语义理解不足和母语语序的

影响，偏误率一定会较高。处所状语 14%的学生选择为“喝茶爸爸在厨房。”，

86%的学生选择为“爸爸喝茶在厨房。” 从偏误数据结果看，该语义类型状语偏

误主要受泰语母语语序把处所状语后置的影响，充当该语义类型状语的词

（组）虽为介宾词组，但其复杂程度和介词“在”语义难度并不大，且使用高

频，并未出现将介宾词组充当的处所状语拆分的偏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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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对已经学习过《快乐汉语》第一册和第二册的学生，第一册出

现的八种语义类型的状语学习效果测试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经过统计具体结果

如下： 

 

表 25：第一册出现状语学习效果测试统计表（学习过第一、二册的学生 30人） 

状语类型 
充当状语的具体

词（组） 
问题 

正确

数量 

正确

率 

偏误

数量 

偏误

率 

程度状语 程度副词“很” （1） 21 70.00% 9 30.00% 

否定状语 否定副词“不” （2） 21 70.00% 9 30.00% 

重复/频率 

状语 
重复副词“也” （3） 21 70.00% 9 30.00% 

时间状语 
时间名词 

“星期一” 
（4） 27 90.00% 3 10.00% 

处所状语 
介宾词组 

“在厨房” 
（5） 18 60.00% 12 40.00% 

情态状语 能愿动词“会” （6） 21 70.00% 9 30.00% 

方式/手段/

工具状语 

介宾词组 

“坐飞机” 
（7） 21 70.00% 9 30.00% 

方向状语 
介宾词组 

“往左” 
（8） 12 40.00% 18 60.00% 

 

从上表看，学习过《快乐汉语》第一、二册的学生八种语义类型状语测试

的正确率最高的是时间状语达到了 90%，其次为程度、否定、重复/频率、情

态、方式/手段/工具都为 70%，正确率最低的为方向状语只有 40%的正确率。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各种语义类型的状语的正确率跟该语义类型的状语在

两册教材中出现的频次的关联性如何。我们把各种语义类型状语在第一、二册

教材中出现的频次占比跟学生测试的正确率进行对比，得出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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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第一册状语语义类型出现比例与学过第一、 

二册的学生测试正确率对比图 

 

从上图可以看到，第一、二册状语语义类型出现比例与学生学习效果走势

基本成正相关，也就是说各语义类型状语的出现频次对学生学习效果有了明显

的主要性影响，出现频次越高，正确率往往越高。相比之下，出现频次相对较

高的处所状语，正确率相对较低，从学生的出现的具体偏误来看，处所状语出

现偏误的学生全部选择为“爸爸喝茶在厨房。” 从偏误数据结果看，该语义类

型状语偏误依旧主要受泰语母语语序把处所状语后置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的影

响在处所状语的使用上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退。出现频次最低的方向状

语，学生正确率也最低，只达到了 40%。从具体偏误来看，出现偏误的学生，

全部把表示方位的名词“左”后置了，这受母语负迁移影响较大。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已经学过《快乐汉语》全三册的学生，第一册出现的八

种语义类型的状语学习效果测试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经过统计具体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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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第一册出现状语学习效果测试统计表（学习过全三册的学生 33 人） 

状语类型 
充当状语的具体词

（组） 
问题 

正确

数量 
正确率 

偏误

数量 

偏误

率 

程度状语 程度副词“很” （1） 33 100.00% 0 0.00% 

否定状语 否定副词“不” （2） 27 81.82% 6 18.18% 

重复/频率 

状语 
重复副词“也” （3） 21 63.64% 12 36.36% 

时间状语 
时间名词 

“星期一” 
（4） 24 72.73% 9 27.27% 

处所状语 
介宾词组 

“在厨房” 
（5） 18 54.55% 15 45.45% 

情态状语 能愿动词“会” （6） 18 54.55% 15 45.45% 

方式/手段/

工具状语 

介宾词组 

“坐飞机” 
（7） 15 45.45% 18 54.55% 

方向状语 介宾词组“往左” （8） 6 18.18% 27 81.82% 

 

从上表看，学习过《快乐汉语》全三册的学生八种语义类型状语测试的正

确率最高的是程度状语达到了 100%，其次依次为否定、时间、重复/频率状语

分别为 81.82%、72.73%和 63.64%，正确率最低的方向状语，只有 18.18%的正确

率。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各种语义类型的状语的正确率跟该语义类型的状语在

全三册教材中出现的频次的关联性如何。我们把各种语义类型状语在全三册教

材中出现的频次占比跟学生测试的正确率进行对比，得出下图： 

图 15：第一册状语语义类型出现比例与学过全三册的学生测试正确率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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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以看到，全三册状语语义类型出现比例与学生学习效果走势，除

时间状语、程度状语和处所状语以外，其他语义类型状语正确率基本与出现比

例呈正相关。时间状语虽为出现占比最高的状语类型，但正确率并不是最高。

从学生出现的具体偏误来看，时间状语出现偏误点为时间状语后置，依旧主要

受泰语母语语序把时间状语后置的影响。出现频次最低的方向状语，学生正确

率也最低，只有 18.18%。相比只学过前两册的学生，正确率最低，经过访谈和

考察了解学生情况，因为基本已经不记得这些词汇是什么意思了，方向状语只

出现在第一册和第二册，且第一册只出现了 11 处，第二册复现 1 处，第三册根

本没出现过，所以很多学生已经完全遗忘。 

我们把三组学生的正确率进行比较，如下图： 

图 16：第一册状语语义类型三组学生测试正确率对比图 

 

从上图可以看到，总体正确率相对较高，相差较小的为学过第一、二册的

学生组，而并非学习过全三册的学生组，这应该与该组学生距离学习完第一册

时间相对较短，又加上在各类型状语复现频次上又优于只学过第一册的学生有

关。各类型间正确率相差最为明显的为只学过第一册的学生，受总体复现频次

影响最为明显的组为学过全三册的学生组，尤其是方向状语的影响最为明显，

过低的复现频次或者出现占比，可能会造成学生语义上的完全遗忘，从而产生

过低的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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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册出现的状语类型学习效果测试分析 

我们对《快乐汉语》第二册先后出现的十种语义类型状语：程度、时间、

关涉/对象、重复/频率、情态、否定、方式/手段/工具、处所、方向、范围状

语的单项状语的学习效果进行了测试分析，为尽量科学全面考察各语义类型状

语学习效果，相同类型的状语我们选择由与第一册中不同的词（组）充当的状

语进行测试，具体测试结果如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学习过第一、二册的泰国学生第二册中出现状语的学习

效果。 

 

表 27：第二册出现状语学习效果测试统计表（学习过第一、二册的学生 30人） 

状语类型 
充当状语的具体词

（组） 
问题 

正确

数量 

正确

率 

偏误

数量 

偏误

率 

程度状语 程度副词“多” （1） 24 80.00% 6 20.00% 

时间状语 数量词组“九点” （2） 12 40.00% 18 60.00% 

关涉/对象状

语 
介宾词组“跟*” （3） 21 70.00% 9 30.00% 

重复/频率状

语 
重复副词“还” （4） 9 30.00% 21 70.00% 

情态状语 能愿动词“要” （5） 15 50.00% 15 50.00% 

否定状语 否定副词“没” （6） 18 60.00% 12 40.00% 

方式/手段/

工具状语 

动宾词组 

“开车” 
（7） 18 60.00% 12 40.00% 

处所状语 
介宾词组 

“在*里” 
（8） 18 60.00% 12 40.00% 

方向状语 
介宾词组 

“往前” 
（9） 18 60.00% 12 40.00% 

范围状语 范围副词“一共” （10） 15 50.00% 15 50.00% 

 

从上表看，学习过《快乐汉语》第一、二册的学生第二册出现的十种语义

类型状语测试的正确率最高的是由程度副词“多”充当的程度状语，正确率为

80%，其次为介宾词组“跟*”充当的关涉/对象状语，正确率达到了 70%，正确

率最低的为重复副词“还”充当的重复/频率状语，只有 30%的正确率，另外由

数量短语“九点”充当的时间状语正确率也比较低，只有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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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各种语义类型的状语的正确率跟该语义类型的状语在

两册教材中出现的频次的关联性如何。我们把各种语义类型状语在第一、二册

教材中出现的频次占比跟学生测试的正确率进行对比，得出下图： 

 

图 17：第二册状语语义类型出现比例与学过第一、 

二册的学生测试正确率对比图 

 

从上图可以看到，学习过第一、二册的学生第二册出现的状语的学习效果

并非与各语义类型状语的出现占比呈正相关，时间状语的复现频率最高，正确

率只有 40%，从具体偏误来看，出现偏误的学生全部选择为“我开始上课九

点。”或者“我开始九点上课。”将时间状语放在宾语或者谓语动词的后面。由

此可见名词性时间状语泰国学生偏误依旧主要受母语语序负迁移影响，将其后

置。复现频率较高的重复/频率状语，正确率却最低，只有 30%，反而是复现频

率不算高，新出现的关涉/对象状语和范围状语两种类型状语，正确率较高，这

可能跟学生对新知识的敏感和用力程度有关。出现频率最低的方向状语依旧是

正确率相对很低的，只有 4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学习过全三册的学生的第二册出现状语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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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第二册出现状语学习效果测试统计表（学习过全三册的学生 33 人） 

状语类型 
充当状语的具体词

（组） 
问题 

正确

数量 

正确

率 

偏误

数量 

偏误

率 

程度状语 程度副词“多” （1） 27 81.82% 6 18.18% 

时间状语 数量词组“九点” （2） 12 36.36% 21 63.64% 

关涉/对象状

语 
介宾词组“跟*” （3） 12 36.36% 21 63.64% 

重复/频率状

语 
重复副词“还” （4） 15 45.45% 18 54.55% 

情态状语 能愿动词“要” （5） 27 81.82% 6 18.18% 

否定状语 否定副词“没” （6） 15 45.45% 18 54.55% 

方式/手段/

工具状语 

动宾词组 

“开车” 
（7） 15 45.45% 18 54.55% 

处所状语 
介宾词组 

“在*里” 
（8） 18 54.55% 15 45.45% 

方向状语 
介宾词组 

“往前” 
（9） 6 18.18% 27 81.82% 

范围状语 范围副词“一共” （10） 18 54.55% 15 45.45% 

 

从上表看，学习过《快乐汉语》全三册的学生第二册出现的十种语义类型

状语测试的正确率最高的是由程度副词“多”充当的程度状语和能愿动词

“要”充当的情态状语，正确率达到了 81.82%，正确率最低的是介宾词组“往

前”充当的方向状语，只有 18.18%的正确率，另外由数量短语“九点”充当的

时间状语和介宾词组“跟*”充当的关涉/对象状语正确率也比较低，只有

36.36%。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各种语义类型的状语的正确率跟该语义类型的状语在

全三册教材中出现的频次的关联性如何。我们把各种语义类型状语在全三册教

材中出现的频次占比跟学生测试的正确率进行对比，得出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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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第二册状语语义类型出现比例与学过全三册的学生测试正确率对比图 

 

从上图可以看到，学习过全三册的学生第二册出现的状语的学习效果并非

与各语义类型状语的出现占比呈完全正相关，时间状语的复现频率最高，但正

确率只有 36.36%，从具体偏误来看，出现偏误的学生全部选择为“我开始上课

九点。”或者“我开始九点上课。”将时间状语放在宾语或者谓语动词的后面。

基本跟只学过前两册的学生偏误情况相近。复现频率第三高的否定状语正确率

却只有 45.45%，从偏误情况看，有 60%多的学生选择了“我看没手机的广

告。”，不到 40%的学生选了“没我看手机的广告。”同样占比较高的关涉/对象

状语，正确率也不理想，正确率只有 36.36%。反而是复现频率不算高的情态状

语正确率最高，达到了 81.82%，这可能跟充当情态状语的能愿动词“要”的复

杂程度和复现频率有关。复现频率最低的方向状语，正确率依旧最低，只有

18.18%，经过考察询问学生，学生对此类型状语连词义都已经遗忘。 

我们把两组学生的正确率进行比较，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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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第二册状语语义类型两组学生测试正确率对比图 

 

从上图可以看到，总体正确率相对较高，相差较小的为学过第一、二册的

学生组，而并非学习过全三册的学生组，这与该组学生刚集中学习完第二册的

时间点有一定关系，除重复/频率状语和情态状语以外，其他类型状语正确率，

只学习过第一、二册的学生总体上要高于学习过全三册的学生。 

三、第三册出现的状语类型学习效果测试分析 

我们对《快乐汉语》第三册先后出现的十三种语义类型状语：处所、程

度、时间、重复/频率、情态、关涉/对象、否定、范围、方式/手段/工具、语

气/估计、关联、描写动作者的状语的单项状语的学习效果进行了测试分析，为

尽量科学全面考察各语义类型状语学习效果，相同类型的状语我们选择由与第

一、二册中不同的词（组）充当的状语进行测试，具体测试结果如下： 

 

表 29：第三册出现状语学习效果测试统计表（学习过全三册的学生 33 人） 

状语类型 
充当状语的具体词

（组） 
问题 

正确

数量 

正确

率 

偏误

数量 

偏误

率 

处所状语 介词词组“从*” （1） 21 63.64% 12 36.36% 

程度状语 程度副词“更” （2） 24 72.73% 9 27.27% 

时间状语 时间副词“先” （3） 18 54.55% 15 45.45% 

重复/频率 

状语 

频率副词 

“常常” 
（4） 24 72.73% 9 27.27% 

情态状语 形容词“难” （5） 12 36.36% 21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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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语类型 
充当状语的具体词

（组） 
问题 

正确

数量 

正确

率 

偏误

数量 

偏误

率 

关涉/对象 

状语 

介宾词组 

“对*” 
（6） 18 54.55% 15 45.45% 

否定状语 否定副词“没” （7） 24 72.73% 9 27.27% 

范围状语 范围副词“都” （8） 18 54.55% 15 45.45% 

方式/手段/ 

工具状语 

动宾词组 

“坐公共汽车” 
（9） 12 36.36% 21 63.64% 

语气/估计 

状语 

语气副词 

“一定” 
（10） 12 36.36% 21 63.64% 

关联状语 关联副词“就” （11） 18 54.55% 15 45.45% 

描写动作者的

状语 
形容词“高兴” （12） 9 27.27% 24 72.73% 

原因/目的/ 

依据状语 

固定词组 

“为什么” 
（13） 21 63.64% 12 36.36% 

 

从上表看，学习过《快乐汉语》全三册的学生第三册出现的十三种语义类

型状语测试的正确率最高的是由程度副词“更”充当的程度状语、频率副词

“常常”充当的重复/频率状语和否定副词“没”充当的否定状语，正确率为

72.73%，其次为介宾词组“从*”充当的处所状语和固定词组“为什么”充当的

原因/目的/依据状语正确率达到了 63.64%，正确率最低的为形容词“高兴”充

当的描写动作者的状语，只有 27.27%的正确率，另外由形容词“难”充当的情

态状语、动宾词组“坐公共汽车”充当的方式/手段/工具状语和语气副词“一

定”充当的语气/估计状语正确率也比较低，只有 36.36%。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各种语义类型的状语的正确率跟该语义类型的状语在

全三册教材中出现的频次的关联性如何。我们把各种语义类型状语在全三册教

材中出现的频次占比跟学生测试的正确率进行对比，得出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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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第三册状语语义类型出现比例与学过全三册的学生测试正确率对比图 

 

从上图可以看到，学习过全三册的学生第三册出现的状语的学习效果虽然

总体走势与各语义类型状语的出现占比类似，但并非呈完全正相关，时间状语

的复现频率最高，但正确率只有 54.55%，从具体偏误来看，出现偏误的学生

80%选择为“我们看看先有什么好电影。”将时间状语放在谓语动词的后面，20%

的学生选择为“先我们看看有什么好电影。”将时间副词放在主语之前。复现频

率第四高的关涉/对象状语正确率也只有 54.55%，从偏误情况看，有 80%的学生

选择了“你有兴趣对中国电影吗？”，将状语放在宾语后面，20%的学生选了

“对中国电影你有兴趣吗？”将状语放在了主语前面。同样占比较高的情态状

语状语，正确率也不理想，正确率只有 36.36%。反而是复现频率最低的原因/

目的/依据状语正确率比较高，达到了 63.64%，复现频率次低的描写动作者的

状语，正确率最低，只有 27.27%，从偏误情况看，有 70%多的学生选择了“我

们看电子邮件高兴地。”或者“我们看高兴地电子邮件。”将状语放在谓语动词

或者宾语的后面，20%多的学生选了“高兴地我们看电子邮件。”将状语放在主

语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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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使用《快乐汉语》的泰国学生组补语学习效果测试分析 

 

跟对状语的考察一样，我们对《快乐汉语》教材中出现的补语项目项目按

照各语义类型出现的先后顺序分册、分学生群组进行了问卷测试（具体测试问

卷见附录），并对测试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下面是具体统计结果及分析。因

为补语项目只出现了单项补语的情况，因此我们也只做单项补语的测试分析。 

因为第一册没有出现补语语法项目，所以我们从第二册开始考察。 

 

一、第二册出现的补语类型学习效果测试分析 

我们对《快乐汉语》第二册先后出现的两种语义类型补语：数量和程度补

语的学习效果进行了测试分析，由于该册补语类型出现很少，且充当数量补语

的词（组）只出现了数量短语“一点儿”这一种，充当程度补语的词（组）只

出现了“极+了”、“得+多”、“得+不得了”三种情况，因此我们对这四种情

况全部进行考察，具体测试结果如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学习过第一、二册的泰国学生第二册中出现补语的学习

效果。 

 

表 30：第二册出现补语学习效果测试统计表（学习过第一、二册的学生 30人） 

补语类型 
充当补语的具体词

（组） 
问题 

正确 

数量 

正确

率 

偏误 

数量 

偏误

率 

数量补语 
数量短语 

“一点儿” 
（1） 27 90.00% 3 10.00% 

程度补语 

程度副词 

“极”+“了” 
（2） 15 50.00% 15 50.00% 

“得”+形容词

“多” 
（3） 24 80.00% 6 20.00% 

“得”+固定词组

“不得了” 
（4） 18 60.00% 12 40.00% 

 

从上表看，学习过《快乐汉语》第一、二册的学生第二册出现的两种语义

类型四种情况的补语测试的正确率最高的是由数量短语“一点儿”充当的数量

补语，正确率为 90%，其次为形容词“多”充当的程度补语，正确率达到了

80%，再其次为固定词组“不得了”充当的程度补语，正确率为 60%，正确率最

低的为程度副词“极”充当的程度补语，只有 50%的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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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各种语义类型的补语的正确率跟该语义类型的补语在

两册教材中出现的频次的关联性如何（因第一册未出现补语语法项目，两册实

际就是第二册）。我们把各种语义类型补语在第二册教材中出现的频次占比跟学

生测试的正确率进行对比，得出下图： 

 

图 21：第二册补语语义类型出现比例与学过第一、 

二册的学生测试正确率对比图 

 

从上图可以看到，学习过第一、二册的学生第二册出现的补语的学习效果

并非与各语义类型补语的出现占比呈正相关，“极+了”类型补语的复现频率最

高，但正确率只有 50%，从具体偏误来看，出现偏误的学生全部选择为“那个

地方极漂亮了。”将程度补语放在形容词谓语的前面，处理为状语成分。出现频

率最低的数量补语“一点儿”正确率最高，达到了 9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学习过全三册的学生的第二册出现状语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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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第二册出现补语学习效果测试统计表（学习过全三册的学生 33 人） 

补语 

类型 

充当补语的具体词

（组） 
问题 

正确 

数量 

正确

率 

偏误 

数量 

偏误

率 

数量 

补语 
数量短语“一点儿” （1） 12 36.36% 21 63.64% 

程度 

补语 

程度副词“极”+

“了” 
（2） 18 54.55% 15 45.45% 

“得”+形容词“多” （3） 24 72.73% 9 27.27% 

“得”+固定词组 

“不得了” 
（4） 24 72.73% 9 27.27% 

 

从上表看，学习过《快乐汉语》全三册的学生第二册出现的两种语义类型

四种情况补语测试的正确率最高的是由形容词“多”和固定词组“不得了”充

当的程度补语，正确率为 72.73%。其次为程度副词“极”充当的程度补语，有

54.55%的正确率。正确率最低的为数量短语“一点儿”充当的数量补语，只有

36.36%。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各种语义类型的补语的正确率跟该语义类型的补语在

全三册教材中出现的频次的关联性如何（因第一册未出现补语语法项目，全三

册实际就是第二、三册）。我们把各种语义类型补语在第二、三册教材中出现的

频次占比跟学生测试的正确率进行对比，得出下图： 

图 22：第二册补语语义类型出现比例与学过全三册的学生测试正确率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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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以看到，学习过全三册的学生第二册出现的补语的学习效果并非

与各语义类型补语的出现占比呈正相关，与只学习过第一、二册的学生类似，

“极+了”类型补语的复现频率最高，但正确率只有 54.55%，从具体偏误来

看，出现偏误的学生 80%选择为“那个地方极漂亮了。”将程度补语放在形容词

谓语的前面，处理为状语成分。出现频率最低的数量补语“一点儿”正确率也

最低，只有 36.36%，这与只学过第一、二册的学生的结果相差很大，经过了

解，只学习过第一、二册的学生刚刚集中学过数量补语“一点儿”，印象比学过

全三册的学生深刻。 

 

二、第三册出现的补语类型学习效果测试分析 

我们对《快乐汉语》第三册先后出现的七种语义类型状语：数量、程度、

处所、结果、可能、时量和趋向补语的学习效果进行了测试分析，为更加全面

地考察补语语义类型，我们对充当程度和可能两种语义类型补语的词组中选择

了高频出现的有代表性的两种词组结构来考察。具体测试结果如下： 

 

表 32：第三册出现补语学习效果测试统计表（学习过全三册的学生 33 人） 

补语 

类型 

充当补语的具体词

（组） 
问题 

正确 

数量 

正确

率 

偏误 

数量 

偏误

率 

数量 

补语 
数量短语“一点儿” （1） 12 36.36% 21 63.64% 

程度 

补语 

得+“真+形容词” （2） 24 72.73% 9 27.27% 

得+程度副词“很” （3） 6 18.18% 27 81.82% 

处所 

补语 
介宾词组“在*家” （4） 21 63.64% 12 36.36% 

结果 

补语 
动词“到” （5） 21 63.64% 12 36.36% 

可能 

补语 

不+动词“到” （6） 6 18.18% 27 81.82% 

得+动词“到” （7） 15 45.45% 18 54.55% 

时量 

补语 

时量短语 

“两个钟头” 
（8） 15 45.45% 18 54.55% 

趋向 

补语 
趋向动词“过来” （9） 15 45.45% 

18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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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看，学习过《快乐汉语》全三册的学生第三册出现的七种语义类型

九种情况补语测试的正确率最高的是由形容词“真+形容词”充当的程度补语，

正确率为 72.73%。其次为介宾词组“在*家”充当的处所补语和动词“到”充

当的结果补语，有 63.64%的正确率。正确率最低的是由“得+程度副词‘很’”

充当的程度和“不+动词‘到’”充当的可能补语，正确率只有 18.18%，数量短

语“一点儿”充当的数量补语，正确率也依旧很低，只有 36.36%。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各种语义类型的补语的正确率跟该语义类型的补语在

全三册教材中出现的频次的关联性如何（因第一册未出现补语语法项目，全三

册实际就是第二、三册）。我们把各种语义类型补语在第二、三册教材中出现的

频次占比跟学生测试的正确率进行对比，得出下图： 

 

 

 

 

 

 

 

 

 

 

 

 

图 23：第三册补语语义类型出现比例与学过全三册的学生测试正确率对比图 

 

从上图可以看到，学习过全三册的学生第三册出现的补语的学习效果并非

与各语义类型补语的出现占比呈绝对正相关，由形容词“真+形容词”充当的程

度补语出复现频率最高，正确率也最高，复现频率第二、三高的趋向补语和时

量补语，正确率却不到 50%。由“得+程度副词‘很’”充当的程度和“不+动词

‘到’”充当的可能补语，复现频率并不是最低的，但是正确率却最低，从具体

偏误来看，出现偏误的学生超过 60%选择为“明明的胃很疼得”和“在商场不

买到中文书。”，将“很”和“不”放在谓语的前面，处理为状语成分，这跟

“很”和“不”大量作为状语出现有关。出现频率最低的处所补语，正确率却

是第二高的，这与我们前面测试状语学习效果的结果学生经常把处所状语后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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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误不谋而合，状语母语的负迁移反而成就了处所补语的高正确率。 

 

三、全三册中缺失的高频补语学习效果测试分析 

在第三章中我们曾把《快乐汉语》教材中出现的补语类型及充当词（组）

与《大纲》语法分级表进行过对比，根据对比结果，我们提取了《大纲》中涉

及到，而《快乐汉语》教材中缺失的重要高频补语类型和充当词（组）进行了

测试问卷调查，因为这些缺失补语的充当词（组）在《快乐汉语》教材中并未

出现，因此我们在问卷中标注其词义，以确保学生是在了解充当词组词义的情

况下进行测试的。（具体测试问卷见附录。）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三组学生缺失补语的测试的具体结果。 

 

表 33：缺失补语正确率测试统计表（学习过第一册的学生 30 人） 

补语 

类型 

充当补语的具体词

（组） 
问题 

正确 

数量 

正确

率 

偏误 

数量 
偏误率 

动量 

补语 

动量短语“一次” （1） 0 0.00% 30 100.00% 

动量短语“一遍” （2） 9 30.00% 21 70.00% 

动量短语“一下” （3） 9 30.00% 21 70.00% 

结果 

补语 

动词“完” （4） 9 30.00% 21 70.00% 

形容词“好” （5） 15 50.00% 15 50.00% 

 

表 34：缺失补语正确率测试统计表（学习过第一、二册的学生 30人） 

补语 

类型 

充当补语的具体词

（组） 
问题 

正确 

数量 

正确

率 

偏误 

数量 

偏误

率 

动量 

补语 

动量短语“一次” （1） 3 10.00% 27 90.00% 

动量短语“一遍” （2） 15 50.00% 15 50.00% 

动量短语“一下” （3） 9 30.00% 21 70.00% 

结果 

补语 

动词“完” （4） 6 20.00% 24 80.00% 

形容词“好” （5） 12 40.00% 18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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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缺失补语正确率测试统计表（学习过全三册的学生 33 人） 

补语 

类型 

充当补语的具体词

（组） 
问题 

正确 

数量 

正确

率 

偏误 

数量 

偏误

率 

动量 

补语 

动量短语“一次” （1） 9 27.27% 14 42.42% 

动量短语“一遍” （2） 15 45.45% 18 54.55% 

动量短语“一下” （3） 6 18.18% 27 81.82% 

结果 

补语 

动词“完” （4） 6 18.18% 27 81.82% 

形容词“好” （5） 15 45.45% 18 54.55% 

 

从上面三个表的结果来看，缺失部分高频重要的动量补语和结果补语，不

管是只学习过第一册的学生还是学习过全三册的学生的正确率都很低，最高只

有 50%，基本上低于 50%，只学过第一册的学生甚至出现正确率为 0 的情况，可

见缺失的这些《大纲》中的重要高频补语还是很有学习的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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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对《快乐汉语》教材状语、补语语法项目编写和

对泰国学生教学的建议 
 

在对《快乐汉语》教材状语和补语语料库进行建设和精细化标注的基础

上，从第二章到第四章我们依次完成了对《快乐汉语》教材状语和补语语法项

目总体分布的考察、分语义类型的具体考察和《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

的语法分级表的对比分析，以及使用《快乐汉语》教材的泰国学生教材中状语

和补语语法项目学习效果的测试分析。通过上面的一系列考察和分析，我们对

《快乐汉语》教材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编排有了一个更为全面和清晰地认识，

同时针对考察中发现的教材在状语和补语两项语法项目的编排中所呈现出来的

不足，从教材编写和使用该教材进行教学两个角度提出一些建议。下面我们抽

丝剥茧，进行具体论述。 

 

第一节 对《快乐汉语》状语、补语语法项目编写的建议 

  

首先我们先来总结一下《快乐汉语》教材状语语法项目的编排的成功之处

及可能存在的不足，以及针对这些不足，我们提出的关于教材中状语语法项目

编排的具体建议。通过对《快乐汉语》全三册的全面考察，以及与《大纲》语

法表中状语项目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 

 

一、关于《快乐汉语》教材状语语法项目的编排成就及可能的不足之处 

1.从状语语法项目的总体数量上来说，教材中状语语法项目一共出现了

2284 处，总量已经相当大了，是可以满足学习数量的需求的，而且 1-3 册之间

出现状语语法项目的占比分别为 12.35%、34.54%和 53.11%，也是逐册递增的，

是符合学习内容和难度的梯级规律的。 

2.从状语的具体语义类型的总量上来看，《快乐汉语》第一册共出现 8 种

语义类型状语，第二册出现 10 种，第三册出现 13 种，全三册教材中共出现 14

种，分别为：时间、处所、方向、否定、程度、范围、情态、关联、重复/频

率、关涉/对象、语气/估计、方式/手段/工具、原因/目的/依据、描写动作者

的状语。对比我们所依据状语语义类型中的 16 种状语类型，未出现的状语语义

类型只有数量、描写动作的状语共两种类型，对比《大纲》语法分级表中的状

语类型，14 种类型总数是相吻合的，常见重要的状语语义类型已经基本出现，

可谓状语语义类型覆盖全面，类型丰富。 



79 

3.从状语的具体语义类型的分布上来看，全三册教材中出现的各语义类型

状语占比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时间>程度>否定>关涉/对象>重复/频率>处所>

情态>范围>方式/手段/工具>关联>语气/估计>方向>描写动作者的>原因/目的/

依据。初级高频常见的语义类型状语占比相对较多，符合语言使用和学习规

律，但是各语义类型所占比例相差较大，有些高频重要的状语语义类型占比较

少。出现最多的状语类型为时间状语，共出现 610 处，占比达到了 21.51%；出

现最少的状语类型为原因/目的/依据状语，只出现了 1处，占比为 0.04%；描写

动作者的状语只出现了 10 处，方向状语只出现了 12 处，语气/估计状语只出现

了 18 处，占比分别为 0.35%、0.42%和 0.63%，都不足 1%，关联状语、方式/手

段/工具状语占比也分别只有 1.02%和 2.64%，我们认为这几种语义类型状语占

比过低了；另外范围、情态、处所三种语义类型的状语占比也都不足 10%，也

是偏低的。 

4.从各语义类型状语出现的时间节点来看，根据与《大纲》的对比，首次

出现次序上《快乐汉语》教材和《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级表相同的状语语义

类型有两项，分别是第 3 次序的重复/频率状语和第 11 次序的语气/估计状语。

其他语义类型的状语次序都不相同，在时间线上《快乐汉语》与《大纲》的语

法等级次序契合度不高。 

5.从各语义类型状语在教学单位间的复现频率上看，各语义类型状语每个

教学单位中出现的平均频次来看，数据区间为 1-10.17，也就是说在每个教学

单位中出现的平均频次最少为 1 次，最多为 10.17 次，这只是平均频次的差距

收尾相差了 9 个多频次，实际最少频次是 1 次，最多肯定超过 11 次，相差可能

更大。也就是说各语义类型状语在单个教学单位中出现的频次较不均衡。最高

的前三位为否定、时间和程度状语，复现率为 60%以上，第四位为重复/频率状

语，复现率超过 50%，其他十种语义类型的状语复现率均在 50%以下，其中关涉

/对象、处所、情态、范围状语四种类型复现率在 40%以上，其余六种类型状语

复现频率基本在 10%以内。所以总体来看，各语义类型状语在教学单位间的复

现频率并不算太高，有一些语义类型复现频率比较高，有些偏低，大部分语义

类型状语复现频率不足，且类型上分布不够均衡。 

6.从充当各类型状语的词（组）分布上来看，根据与《大纲》的对比，大

部分重要高频的充当词（组），教材基本有涉及到，覆盖率还是较高的，同时也

有一些属于语法分级表 1-3 级里面的重要的初级词（组）充当的状语教材中并

未出现，比如：充当重复/频率状语的重复副词“又”、频率副词“经常、一

直、总是”，充当时间状语的时间副词“要、就要、快、已经”和定中词组“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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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时候”，充当情态状语的能愿动词“可能”，充当方式/手段/工具状语的指示

代词“这么、那么”，充当方向状语的介词“向”，充当关涉/对象状语的介词

“被”，充当范围状语的范围副词“只”，充当语气估计状语的语气副词“当

然”，以及充当原因/目的/依据状语的介词“为、为了”。 

 

二、对《快乐汉语》教材状语语法项目的编排的具体建议 

根据上面我们的总结，对《快乐汉语》教材中状语语法项目的编排，我们

提出以下几点可供参考的建议： 

1.各语义类型的状语所占比例，可以有选择性地适当均衡。比如可以提高

占比较低的原因/目的/依据、描写动作者的、方向、语气/估计、关联、方式/

手段/工具、范围、情态、处所等几种语义类型的状语的比例，以寻求更科学的

均衡。 

2.各语义类型状语出现的时间节点上，全三册教材中各状语类型出现的先

后顺序是程度、否定、重复/频率、时间、处所、情态、方式/手段/工具、方

向、关涉/对象、范围、语气/估计、关联、描写动作者的、原因/目的/依据状

语；对比《大纲》语法分级表各语义类型状语出现顺序来看，情态、程度、重

复/频率、范围、否定、时间、关涉/对象、处所、方向、描写动作者的、语气/

估计、方式/手段/工具、原因/目的/依据、关联状语，可以考虑根据《大纲》

中语法等级时间线进行适当合理的调整。 

3.各语义类型状语在教学单位间的复现频率上可以进一步均衡，同一语义

类型状语除单课、单单元集中复现以外，更应该重视课与课、单元和单元等教

学单位之间的复现，册与册之间的复现频率也应该考虑。尤其是原因/目的/依

据、方向、描写动作者的、语气/估计、关联、方式/手段/工具状语，建议提高

复现力度。 

4.充当各类型状语的具体用词（组）方面，可考虑增加缺失的《大纲》语

法分级表中 1-3 级出现的重要高频使用的具体充当词（组）：重复副词“又”，

频率副词“经常、一直、总是”，时间副词“要、就要、快、已经”，定中词组

“什么时候”，能愿动词“可能”，指示代词“这么、那么”，介词“向”，介词

“被”，动词“让”，范围副词“只”，语气副词“当然”，介词“为、为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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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先来总结一下《快乐汉语》教材补语语法项目的编排的成功之

处及可能存在的不足，以及针对这些不足，我们提出的关于教材中补语语法项

目编排的具体建议。通过对《快乐汉语》全三册的全面考察，以及与《大纲》

语法表中补语项目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 

 

一、关于《快乐汉语》教材补语语法项目的编排成就及可能的不足之处 

1.从补语语法项目的总体数量上来说，三册教材共出现带有补语的短语和

整句 327 处，其中第一册未出现补语语法项目，第二册出现 68 处，第三册出现

259 处。从绝对数量上来说，补语语法项目在教材中出现的总量远远小于状语

语法项目总量，而且各册之间数量分布不均衡，第一册直接未出现补语语法项

目，第二册和第三册之间也差距甚大，这种总体数量的分布是不够科学合理

的。 

2.从补语的具体语义类型的总量上来看，《快乐汉语》第二册共出现 2 种

语义类型补语，第三册出现 7 种，全三册教材中共出现 7 种，分别为：结果、

程度、趋向、可能、时量、数量、处所补语。对比我们所依据补语语义类型标

准中的 9 种语义类型，未出现的补语语义类型为动量补语和时间补语共两种语

义类型的补语。对比《大纲》语法分级表来看，《大纲》中出现了 9 种语义类型

补语，同样缺失动量补语和时间补语。补语语义类型相对覆盖较全面，类型丰

富。不过作为高频使用重要的动量补语类型却被遗漏。 

3.从补语的具体语义类型的分布上来看，全三册教材中出现的各语义类型

补语占比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程度>趋向>时量>结果/数量>可能>处所。其中

占比最大的为程度补语，超过 50%，其次为趋向补语，为 14.68%，其他五种类

型的补语占比相对很低，不足 10%，处所补语甚至不足 1%。总体来说各语义类

型的补语在教材中的分布较不均衡，而且重要的动量补语类型缺失，时间补语

也未见到。 

4.从各语义类型状语出现的时间节点来看，根据与《大纲》的对比，首次

出现次序上《快乐汉语》教材和《大纲》常用汉语语法分级表相同的补语语义

类型有四项，分别是第 2 次序的程度补语、第 4 次序的结果补语、第 6 次序的

时量补语和第 7次序的趋向补语。与状语项目相比较，契合度较高。 

5.从各语义类型补语在教学单位间的复现频率上看，语义类型补语分布覆

盖的教学单位总数基本都很少，除了程度补语分布在 32 个教学单位之中以外，

其他各类型补语分布的教学单位总数只在 2-6 个，出现的教学单位很集中，分

布范围很小。各语义类型补语在教学单位间的复现频率，最高的为程度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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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现频率也仅为 33.33%，其他语义类型的补语在教学单位间的复现率全部低于

7%，最低的处所补语和可能补语复现频率也只有 2.08%。所以各语义类型补语

在教学单位间的复现频率非常低，各语义类型补语复现频率明显不足，且过于

集中，绝大部分教学单位都没有复现各类补语。 

6.从充当各类型补语的词（组）分布上来看，根据与《大纲》的对比，大

部分重要高频的充当词（组），教材基本有涉及到，覆盖率还是较高的，同时也

有一些属于语法分级表 1-3 级里面的重要的初级词（组）充当的补语教材中并

未出现，比如：充当数量补语的形容词“多”，充当程度补语的的状中词组“很

对”，充当结果补语的动词“完、给、会、成、走”和形容词“好、干净”等。 

 

二、对《快乐汉语》教材补语语法项目的编排的具体建议 

根据上面我们的总结，对《快乐汉语》教材中补语语法项目的编排，我们

提出以下几点可供参考的建议： 

1.补语语法项目的总体数量可适当增加，各册补语比例可适当均衡，尤其

是第一册建议出现补语项目，比如属于《大纲》语法分级表中的二级也是最早

出现的语法项目的动量补语。《大纲》中属于二级语法项目的动量、程度和数

量补语应该尽早出现。 

2.各语义类型的补语所占比例，可以更加均衡一些。除程度补语外，其他

语义类型的补语占比应该提高一些更好。 

3.各语义类型补语在教学单位间的复现频率上可以进一步均衡，同一语义

类型状语除单课、单单元集中复现以外，更应该重视课与课、单元和单元等教

学单位之间的复现，册与册之间的复现频率也应该考虑。除程度补语外，其他

语义类型的补语建议加大复现力度。 

4.充当各类型补语的具体用词（组）方面，可考虑增加缺失的《大纲》语

法分级表中 1-3 级出现的重要高频使用的具体充当词（组）：比如充当动量补语

的高频动量词 “次、下、遍”，充当结果补语的高频词“完、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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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对泰《快乐汉语》状语、补语语法项目教学的建议 

 

下面我们根据第四章对使用《快乐汉语》教材的泰国学生教材中状语和补

语语法项目学习效果的测试结果的分析，来对使用当前版本《快乐汉语》教材

的泰国学生的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的教学提出我们的一点儿参考建议。 

 

一、对泰《快乐汉语》状语语法项目教学的建议 

1.从第四章对泰国学生状语学习效果的测试结果分析来看，不管是只学习

过第一册的学生还是学习过全三册的学生，在各类型状语的正确率上都表现出

了不均衡现象，大体走势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出现比例和复现频率的影响，比如

出现比例较低，复现频率不高的方向状语，正确率比较低，对于类似状语类型

另外还有描写动作者的、语气/估计、方式/手段/工具、情态状语等教师在进行

课堂教学时可适当增加练习力度和复现频率，以弥补其总体占比和复现频率的

不足，提高学生学习效果和使用该语义类型状语的正确率。 

2.也有一些状语类型，尽管出现比例和复现频率相对很高，但是正确率却

并不十分理想，主要表现在时间状语和处所状语的使用上，不管是只学习过第

一册的学生还是学习过第二册、甚至是全三册的学生，时间状语和处所状语的

正确率始终都不算高，通过考察我们得知这两项状语受泰国学生泰语母语的语

序负迁移影响较大，喜欢后置，因此建议汉语教师在教学中适当增加其他方法

比如对比语言学的方法，对比汉泰两种语言时间状语和处所状语的语序规则，

让学生对其有更加明晰的认识，强制纠偏。 

 

二、对泰《快乐汉语》补语语法项目教学的建议 

1.从对泰国学生补语学习效果的测试结果分析来看，相比状语，补语的正

确率总体要低一些，这跟补语的绝对数量和复现频率有直接关系，因此汉语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加大对补语语法项目的练习力度，以弥补其不足，尤其

是除程度补语以外的其他语义类型的补语，如数量补语、可能补语、时量补

语、趋向补语、结果补语等。 

2.有些属于《大纲》语法分级表中重要的高频补语类型《快乐汉语》教材

中缺失，建议汉语教师可以自己补充该部分补语的教学和练习，比如经常使用

的充当动量补语的高频动量词“次、下、遍”，充当结果补语的高频词“完、

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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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对泰国学生补语学习效果测试结果来看，有些补语类型比如程度补语

充当词为程度副词“很”和可能补语“不*”时，泰国学生容易受其经常作状语

的影响，把“很”和“不”放在状语的位置，需要教师在教学中特别注意。 

4.最后，从对全三册中缺失的高频补语学习效果测试结果来看，受泰国学

生母语泰语语序的影响，学生在使用结果补语时，经常把结果补语放在宾语的

后面，出现如“我做作业完了。”这样的偏误句子，需要汉语教师在教学中适当

增加其他方法比如对比语言学的方法，对比汉泰两种语言时间状语和处所状语

的语序规则，让学生对其有更加明晰的认识，强制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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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通过对《快乐汉语》教材状语和补语语料库进行建设和精细化标注的基础

上，我们全面考察了《快乐汉语》教材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对其出现的数

量、类型、层数、先后顺序等分布面貌以及各自复现频率、用词情况、难度层

级等进行了分析。并通过与《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的语法分级表的对

比分析，以及使用《快乐汉语》教材的泰国学生教材中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学

习效果的测试结果分析，从教材编写和使用该教材对泰国学生进行教学两个角

度提出一些建议。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快乐汉语》教材作为一部优秀经典的初、中级对外汉

语教材，在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的编排上有着很多可圈可点之处，在状语语法

项目出现的总量上，以及在各册之间数量比例分配上都体现着科学的梯级递进

规律，在共现状语项数难度系数上，单项、两项和三-四项状语的比例符合初、

中级汉语教材难度系数要求，体现出科学合理的一面，在状语和补语的语义类

型覆盖上是非常全面的，重要高频的状语和补语语义类型基本都有涉及，而且

很多常用状语和补语语义类型出现的绝对数量和复现频率也相当高，符合语言

使用规律，在复现频率上，高频重要语义类型的状语复现频率也较高，适合学

习需求。当然也存在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比如补语的总体数量以及各册补语

的数量分布相比状语不够均衡，动量补语的缺失，也让人遗憾。某些语义类型

状语出现比例过低也是应该重视的地方。当然没有一套绝对完美的教材，更没

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汉语教材，《快乐汉语》状语和补语的编排对泰国学

生来说，从学习效果上看也有需要不断加强和注意的地方。笔者能力十分有

限，希望此篇论文能够为《快乐汉语》教材后面在状语和补语语法项目的编排

上继续精进尽一点儿绵薄之力，和对外汉语教材状语、补语语法项目编排提供

一丝有益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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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前路漫漫，亦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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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Ⅰ 

《快乐汉语》第一册 状语学习效果测试卷 

 

请选择正确答案 

 

（    ）1、 A.很今天热。                 B.今天热很。       

            C.今天很热。                 D.热今天很。 

 

（    ）2、 A.我不咖啡喝。               B.我喝不咖啡。     

            C.我不喝咖啡。               D.我喝咖啡不。 

 

（    ）3、 A.我也喜欢海鲜。             B.我喜欢也海鲜。   

            C.我喜欢海鲜也。             D.也我喜欢海鲜。 

 

（    ）4、 A.你星期一有中文课吗？       B.你有星期一中文课吗？ 

            C.你有中文课星期一吗？       D.星期一你有中文课吗？ 

 

（    ）5、 A.喝茶爸爸在厨房。           B.爸爸喝茶在厨房。 

            C.在厨房爸爸喝茶。           D.爸爸在厨房喝茶。 

 

（    ）6、 A.你打会网球吗？             B.你会打网球吗？   

            C.你打网球会吗？             D.会你打网球吗？ 

 

（    ）7、 A.坐飞机爸爸去广州。         B.爸爸坐去广州飞机。 

            C.爸爸坐飞机去广州。         D.爸爸去坐飞机广州。 

 

（    ）8、 A.往左走。                   B.走往左。         

            C.往走左。                   D.左走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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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Ⅱ 

《快乐汉语》第二册 状语学习效果测试卷 

 

请选择正确答案 

 

（    ）1、 A.多大你？               B.你多大？         

            C.你大多？               D.大你多？ 

 

（    ）2、 A.我上课开始九点。       B.我开始上课九点。 

            C.我九点开始上课。       D.我开始九点上课。 

 

（    ）3、 A.跟他的自行车一样我的自行车。  

            B.我的自行车一样跟他的自行车。 

            C.我的自行车跟他的自行车一样。       

            D.我的自行车跟一样他的自行车。 

 

（    ）4、 A.我要还一瓶牛奶、两斤苹果。 

            B.还我要一瓶牛奶、两斤苹果。 

            C.我还要一瓶牛奶、两斤苹果。         

            D.我要一瓶牛奶、两斤苹果还。 

 

（    ）5、 A.弟弟喝咖啡要。         B.弟弟要喝咖啡。   

            C.弟弟喝要咖啡。         D.弟弟咖啡要喝。 

 

（    ）6、 A.我看手机的广告没。     B.我看没手机的广告。 

            C.没我看手机的广告。     D.我没看手机的广告。 

 

（    ）7、 A.开车她去图书馆。       B.她开车去图书馆。 

            C.她去开车图书馆。       D.她去图书馆开车。 

 

（    ）8、 A.奶奶在公园里散步。     B.奶奶散步在公园里。 

            C.奶奶在散步公园里。     D.在公园里奶奶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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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往走前。               B.走往前。         

            C.前往走。               D.往前走。 

 

（    ）10、A.一共多少钱？           B.多少钱一共？     

            C.多少一共钱？           D.钱多少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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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Ⅲ 

《快乐汉语》第三册 状语学习效果测试卷 

 

请选择正确答案 

 

（    ）1、 A.你来从哪儿？              B.从哪儿你来？     

            C.你从哪儿来？              D.你从来哪儿？ 

 

（    ）2、 A.他哥哥的汉语更好。        B.他哥哥的汉语好更。 

            C.他更哥哥的汉语好。        D.更好他哥哥的汉语。 

 

（    ）3、 A.先我们看看有什么好电影。  B.我们先看看有什么好电影。 

            C.我们看看先有什么好电影。  D.我们看看有什么好电影先。 

 

（    ）4、 A.我常常说法语。            B.常常我说法语。 

            C.我说法语常常。            D.我说常常法语。 

 

（    ）5、 A.汉语学难吗？              B.汉语难学吗？     

            C. 难汉语学吗？             D.汉语学吗难？ 

 

（    ）6、 A.对中国电影你有兴趣吗？    B.你有兴趣对中国电影吗？ 

            C.你对中国电影有兴趣吗？    D.你有兴趣吗对中国电影？ 

 

（    ）7、 A.我没吃过这个东西。        B.我这个东西没吃过。 

            C.我吃过没这个东西。        D.没我吃过这个东西。 

 

（    ）8、 A.他的妻子和孙子学习汉语都。B.他的妻子和孙子都学习汉语。 

            C.都他的妻子和孙子学习汉语。D.他的妻子和孙子学习都汉语。 

 

（    ）9、 A.我去学校上课坐公共汽车。  B.坐公共汽车我去学校上课。 

            C.我去学校坐公共汽车上课。  D.我坐公共汽车去学校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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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A.您的孙女喜欢一定。        B.一定您的孙女喜欢。 

            C.您的孙女一定喜欢。        D.喜欢您的孙女一定。 

 

（    ）11、A.要是天气好，我们就去。    B.要是天气好，我们去就。 

            C.要是天气好，就我们去。    D.要是天气就好，我们去。 

 

（    ）12、A.我们看电子邮件高兴地。    B.我们高兴地看电子邮件。 

            C.高兴地我们看电子邮件。    D.我们看高兴地电子邮件。 

 

（    ）13、A.为什么你今天不表演？      B.为什么今天不你表演？ 

            C.今天你为什么表演不？      D.你表演不今天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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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Ⅳ 

《快乐汉语》第二册 补语学习效果测试卷 

 

请选择正确答案 

 

（    ）1、A.他比我一点儿大。            B.他比我大一点儿。 

           C.他大一点儿比我。            D.他大比我一点儿。 

 

（    ）2、A.那个地方极漂亮了。          B.那个漂亮地方极了。 

           C.那个地方极了漂亮。          D.那个地方漂亮极了。 

 

（    ）3、A.比北京广州热得多。          B.广州比北京热得多。 

           C.广州比北京热多得。          D.广州比北京得多热。 

 

（    ）4、A.广州夏天不得了热得。        B.热得不得了广州夏天。 

           C.广州夏天热得不得了。        D.广州得夏天热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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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Ⅴ 

《快乐汉语》第三册 补语学习效果测试卷 

 

请选择正确答案 

 

（    ）1、A.我一点儿懂。               B.我懂一点儿。      

           C. 一点儿我懂。              D.我一懂点儿。 

 

（    ）2、A.你说汉语得说真好。         B.你真好说汉语说得。 

           C.你说汉语真好得说。         D.你说汉语说得真好。 

 

（    ）3、A.明明的胃很疼得。           B.明明的胃很得疼。  

           C.得很明明的胃疼。           D.明明的胃疼得很。 

 

（    ）4、A.现在在住王先生家。         B.现在住在王先生家。 

           C.现在在王先生家住。         D.现在住王先生家在。 

 

（    ）5、A.我们买到了电影票。         B.我们买电影票到了。 

           C.我们买了电影票到。         D.我们到买了电影票。 

 

（    ）6、A.在商场买中文书不到。       B.在商场买不中文书到。 

           C.在商场不买到中文书。       D.在商场买不到中文书。 

 

（    ）7、A.在这个商场买纪念品得到。   B.在这个商场买得到纪念品。 

           C.在这个商场买得纪念品到。   D.在这个商场得到买纪念品。 

 

（    ）8、A.妈妈每天做运动的两个钟头。 B.妈妈每天做两个钟头的运动。 

           C.妈妈每天两个钟头的做运动。 D.妈妈每天两个钟头的运动做。 

 

（    ）9、A.看熊猫的孩子们都高兴地过来跑。     

           B.看熊猫的孩子们过来都高兴地跑。 

           C.看熊猫的孩子们都高兴地跑过来。    

           D.看熊猫的孩子们跑都高兴地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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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Ⅵ 

《快乐汉语》缺失部分高频补语学习效果测试卷 

 

请选择正确答案 

 

（    ）1、A.我去过中国一次。            B.我去过一次中国。 

           C.我去一次过中国。            D.我一次去过中国。 

                                         [次：ครั้ง] 

 

（    ）2、A.你可以再说一遍吗？          B.你说可以再一遍吗？ 

           C.你可以再一遍说吗？          D.你可以一遍说再吗？ 

                                         [遍：(รอบ, ครั้ง  ) ลักษณนามของกริยา] 

 

（    ）3、A.请一下等我。                B.一下请等我。 

           C.请等一我下。                D.请等我一下。 

                                         [一下：สักครู] 

 

（    ）4、A.你做作业完了吗？            B.你做了作业完吗？ 

           C.你做完作业了吗？            D.做作业你完了吗？ 

                                         [完：เสร็จ] 

 

（    ）5、A.妈妈做饭好了。              B.妈妈好饭做了。 

           C.妈妈好做饭了。              D.妈妈做好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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