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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汉语高频名量词“条”“块”“种”偏误研究

付佳琪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ꎬ山东淄博　 ２５５０００)

　 　 [摘　 要]汉语中有丰富的量词ꎬ给外国人的学习增加了很大难度ꎮ 名量词是学习者学习汉

语最先接触到的一类量词ꎮ 许多学习者母语中的量词比较简单ꎬ在学习汉语中的量词时往往会

出现很多偏误ꎮ 文章首先从名量词“条”“块”“种”的来源入手ꎬ分析其语义特征ꎬ总结与之搭配

的名词特点ꎻ其次根据 ＨＳＫ 语料库中的偏误语料ꎬ概括出偏误类型有书写偏误和误代两种ꎻ最

后ꎬ分析出存在两个偏误的原因:对名量词“条”“块” “种”的语义特征认识不清ꎬ教学缺乏系统

观念ꎻ在此基础上提出四条教学策略:讲解三个名量词的来源并细致分析其语义特征、加强教学

的系统性、加强对比教学、丰富巩固练习的材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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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小琳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名量词研究»
(２０１２)指出ꎬ汉语名量词是量词中数量最多、使用

最频繁的一类ꎬ也是学习者最早接触的量词种类ꎮ
而名量词系统中存在一种同义名量词的现象ꎬ如
“条”和“根”ꎻ有些名量词字形与其他同音字形相

似ꎬ如“种”和“钟”ꎻ并且名量词语义特征复杂ꎬ给学

习者学习名量词造成极大困难ꎬ往往出现字形错

误、误代等偏误类型ꎮ 其中某些名量词与名词的搭

配有一定理据可循ꎬ分析它们的来源和语义特征ꎬ
能使学习者对这些名量词的认识更加细致和清晰ꎮ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ꎬ从量、名搭配理据角度进

行教学的案例不多ꎬ这为本论题的开展留下了较大

的研究空间ꎮ 本文以中等汉语水平学习者在学习

汉语量词时产生的偏误为出发点ꎬ分析偏误类型及

原因ꎬ探析“条”“块”“种”三个名量词的来源、语义

特征及其与名词搭配的理据ꎬ并提出相应教学策

略ꎮ 该研究能深化对名量词“条” “块” “种”的认

识ꎬ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ꎬ丰富国际中

文教育视角下名量词的研究ꎮ
关于名量词的研究ꎬ目前学界主要集中在以下

几个方向:一是名量词本体研究ꎬ或研究汉外名量

词对比ꎬ或研究专著中的名量词ꎮ 二是国际中文教

育视角下名量词的研究ꎬ涵盖了对中外名量词进行

对比以及教学的研究、从认知理论角度出发对名量

词教学的研究、探究名量词和名词搭配之间的关

系等ꎮ
目前学界对偏误类型的研究多集中在遗漏、误

加、错序和误代上ꎬ分析得出的名量词偏误原因也

多是目的语泛化、受母语干扰等ꎬ针对学习者具体

汉语水平进行名量词教学的研究较少ꎬ鲜有从深入

细致分析名量词本身特点角度进行教学的研究ꎮ
本文利用文献研究法、语料分析法和偏误分析

法ꎬ搜集、整理、分析相关文献ꎬ把握研究现状ꎬ找到

研究方向和切入点ꎮ 针对从«ＨＳＫ 标准教程 ３»和

«发展汉语»中级综合(Ⅰ)(Ⅱ)教材中选取出的高

频名量词ꎬ在 ＨＳＫ 语料库中分别进行检索ꎬ对检索

到的偏误语料进行梳理分类ꎬ为分析偏误原因和提

出具体建议提供直观有效的实际依据ꎮ
本论题选择“条”“块”“种”的原因说明:
本文以 ＨＳＫ 语料库以及权威对外汉语教材

«ＨＳＫ 标准教程 ３»和«发展汉语»中级综合(Ⅰ)
(Ⅱ) 为依据ꎬ统计出了中级水平学习者学习的

量词ꎮ
据笔者统计ꎬ“个”出现的频率最高ꎬ但因“个”

表量功能较强ꎬ除个别名词外ꎬ个体名词几乎都可

以用“个”称量ꎬ所以存在使用泛化ꎻ其次是“些”ꎬ大
多数集体名词都可以与“些”搭配ꎬ也体现出很大的

泛化性ꎻ“天”出现频率位居第三ꎬ但由于它属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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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计量单位ꎬ只与时间名词搭配ꎬ学习者通常

不会用错ꎮ 综上ꎬ这三个名量词虽然出现频率最

高ꎬ但不选作本文研究对象ꎮ
“条”“种”“块”的出现频率仅次于前面三个名

量词ꎬ学习者碰到的几率较大ꎮ 这三个名量词在国

际中文教育名量词中级教学中具有代表性ꎬ笔者筛

选并统计了 ＨＳＫ 语料库中所有关于“条”“种”“块”
作为名量词用法的语料ꎬ未统计非名量词用法的语

料ꎬ以此作为本文研究的有效语料:“条”共有 ３５２
条ꎬ有效语料有 ３１５ 条ꎻ“块”共有 ８０ 条ꎬ有效语料

有 ７５ 条ꎻ“种”共有 ３６４５ 条ꎬ有效语料有 ２４２６ 条ꎮ
通过统计 ＨＳＫ 语料库中的错误比率ꎬ “条” “块”
“种”的错误比率分别约为 ４４.９％、２９％和 １９.４％ꎮ
因此ꎬ这三个量词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研究价值ꎬ讲
解其来源以及语义特征对理解其使用搭配的特点、
提高使用准确率具有重要意义ꎮ

一、名量词“条”“块”“种”的来源及语义特征

(一)语义特征概念

语义特征ꎬ指词语在句法结构中互相比较时显

出的语义特点ꎮ 如“主席台上站满了人”ꎬ这句话也

可以替换为“人在主席台上站满了”ꎻ但如果是“台
上唱着戏曲”ꎬ此时我们不能变换成“戏曲唱在台

上”ꎬ因为“站”比“唱”多了“附着”的语义特征ꎮ 分

析名量词的语义特征可以认清与之搭配的名词的

特征ꎮ
名词“条”“块” “种”虚化为名量词ꎬ其中“条”

“块”用到的方法是转喻ꎬ“种”是利用隐喻虚化为名

量词ꎬ在这个虚化的过程中ꎬ把名词原来具备的语

义特征转移到了名量词的身上ꎬ名量词就包含了和

名词相同或相近的语义特征ꎮ
(二)名量词“条”的来源及其语义特征

«说文木部»:“条ꎬ小枝也ꎮ”本义为小树枝ꎬ
是一个名词ꎬ通过转喻虚化为名量词后ꎬ名量词

“条”就具有了与名词“条”相近的语义特征:细长、
柔软、可弯曲ꎮ 同时ꎬ这也导致了和它搭配的名词

也具有相同的语义特征ꎬ如“一条蛇” “一条街”等ꎮ
而“一条消息”“一条谚语”ꎬ是由其典型特征抽象引

申而来ꎬ在空间思维的角度上也符合条状、细长这

一语义特征ꎮ
(三)名量词“块”的来源及其语义特征

名词“块”ꎬ本作 “凷” (繁体字写作 “塊”ꎬ是
“凷”的异体字ꎬ后简化为 “块”)ꎮ “凷ꎬ墣也ꎮ 从

土ꎬ一屈象形ꎮ”本义“土块”ꎬ字形外面的曲线描绘

土块的形状ꎬ后运用转喻虚化为名量词ꎬ虚化过来

的名量词也具有了与名词“土块”相同的语义特征ꎮ
同时与之搭配的名词也具有块状、类方形、厚度较

大、体积较小的特征ꎬ如“一块砖”“一块橡皮”ꎮ
(四)名量词“种”的来源及其语义特征

名词“种”ꎬ繁体字形为“種”ꎮ «说文»:“種ꎬ先
种后熟也ꎮ 从禾ꎬ重声ꎮ”本义是一种先种后熟的粮

食作物ꎮ 与其相对应的一种作物是 “稑”ꎬ亦作

“穋”ꎮ «说文»:“稑ꎬ疾孰也ꎮ”本义是一种晚种早

熟的粮食作物ꎮ 如此看来ꎬ“種”和“稑”相对而言成

为庄稼的一种ꎬ就有了由自然意义引申出来“种类”
的含义ꎮ 后经隐喻虚化为名量词ꎬ逐渐用来称量具

有共同特征或属性的事物ꎮ
“种”既可以是集体量词ꎬ也可以是个体量词ꎮ

但它在不同语境下所修饰的对象及其含义有所区

别:作为集体量词使用时ꎬ通常修饰的是本质相同

但外在表现形式上不同的人或物ꎮ “种”将具有共

同特征或属性的群体归为一类ꎬ例如ꎬ在“一种苹

果”这样的表达中ꎬ可分为“一种脆甜的苹果”和“一
种粉面的苹果”ꎮ 以“一种脆甜的苹果”为例ꎬ此处

“苹果”为集体量词ꎬ既可以包括脆甜的红富士ꎬ也
可以包括脆甜的红星或阿克苏苹果等ꎻ而当名量词

“种”作为个体量词使用时ꎬ更多地强调被修饰对象

与同类之间的差异性ꎬ如“红富士是一种苹果”ꎬ此
时的“红富士”是相对其同类中红星或国光等其他

品种的苹果ꎮ 因为抽象事物往往更难以用具体的

数量来衡量ꎬ这种用法尤其在描述抽象事物时更为

常见ꎬ如“一种情绪”“一种思想”ꎮ
二、名量词“条”“块”“种”的偏误研究

(一)名量词“条”“块”“种”偏误类型

本文以 ＨＳＫ 语料库为语料来源ꎬ对名量词

“条”“块”“种”的偏误类型进行归纳分类ꎮ
１.书写偏误

书写错误是在书写过程中形成的字形错误ꎬ通
过对 ＨＳＫ 语料库的统计和筛查ꎬ相关的偏误类型主

要集中在别字偏误上ꎮ
①∗我们家在一务小胡同里ꎬ想买什么我们都

算得清清楚楚ꎮ
“条”的别字偏误主要表现在错写成“务”ꎮ 例

①中错把“条”写成“务”ꎮ
②∗我们谈了一个小时以后ꎬ她竟还给我三百

快钱了ꎮ
“块”的别字偏误主要表现在错写成“快”ꎮ 例

②中错把“块”写成“快”ꎮ
③∗在那里ꎬ到处吃的东西都很香ꎬ没有一钟

菜不使人感动ꎮ
④∗大多数的男性都认为吸烟是一仲流行的

风格ꎮ
“种”的别字偏误主要表现在量词“种”常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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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和“仲”ꎮ 例③将“种” 错写成“钟”ꎬ例④将

“种”错写成“仲”ꎮ
２.误代

误代指使用了错误的量词来替代正确的量词ꎬ
本文所研究的三个名量词“条”“块”“种”的误代主

要集中在近义名量词混用以及用 “个” 替换的泛

化上ꎮ
(１)近义名量词混用

近义名量词指一些在意义上相同或者相似的

名量词ꎬ这些名量词之间有很多共同或相似的语义

特征ꎬ学习者往往不能有效区分ꎬ对近义名量词之

间的语义特征认识不够深刻ꎬ导致使用过程中出现

偏误ꎬ如“两根木柴”说成“两条木柴”ꎮ
⑤∗原来家门口前边有一片草地ꎬ长满了草ꎬ

而且长得像稻子一样ꎮ
⑥∗小人找到一团奶酪就感到非常幸福ꎬ于是

就大口地开始吃ꎮ
⑦∗有一天ꎬ庙里的一只老鼠跑来跑去ꎬ把一

条蜡烛弄倒ꎬ着火了ꎮ
例⑤例⑥中正确的名量词应该用“块”ꎻ例⑦正

确的名量词应使用“根”ꎮ
“种”和“类”也是一对极易混淆的近义名量词ꎮ

二者都可以表示事物的类别ꎮ
⑧∗离婚对双方也许是一类解脱ꎬ但难免在感

情上造成创伤ꎮ
⑨∗我只记得当时外公给我吃的一类木薯饼ꎬ

从台下小贩那买的ꎮ
例⑧例⑨都错用了名量词“类”ꎬ正确的名量词

应使用“种”ꎮ
(２)用“个”替换的泛化

⑩∗可是妈妈现在很晚回家ꎬ睡在床上ꎬ我发

现了她脸上几个皱纹ꎮ
∗我到了现在也忘不了老师给我的那个糖ꎮ
∗我会说两个外语:一个是英语ꎬ一个是

汉语ꎮ
上述三个例句中应分别改为“条”“块”“种”ꎮ
(二)名量词“条”“块”“种”偏误成因分析

上文笔者根据语料库中的语料归纳出了主要

的偏误类型ꎬ现对成因进行分析ꎮ
１.对名量词 “条” “块” “种” 的语义特征认识

不清

学习者书写中产生混淆的字ꎬ在读音或者字形

上相似ꎬ容易造成偏误ꎮ 最根本的原因是学习者不

了解名量词的来源以及语义特征ꎮ
(１)“条”的偏误

例①中把“条”错写成“务”ꎮ “务”在字形上和

“条”相似ꎬ但如果学习者明白“条”的本义与树枝有

关ꎬ与木有关ꎬ在书写时就不会把下半部分字形写

成与树枝无关的“力”ꎮ
例⑦应使用的名量词是“根”ꎮ “条”与“根”虽

都可与条状物搭配ꎬ但二者在语义上的侧重不同ꎮ
与名量词“根”搭配的名词多坚硬且近似圆柱ꎬ如
“一根木头” “一根针”等ꎮ 偏误的产生正是因为学

习者没有认识到二者语义特征上的不同之处ꎮ
(２)“块”的偏误

例②中ꎬ学习者如果知道名量词“块”源自本义

为“土”的“凷”ꎬ在偏旁的书写上ꎬ便不会把“土”写
成“忄”ꎮ

例⑤中ꎬ“家门口前”限制了地域面积是小的、
可计量的ꎬ此处应该改为一块草地ꎮ “片”和“块”具
有相似的语义特征ꎬ都可以用来形容某一地域的面

积ꎬ但“片”称量面积的计量范围更大ꎬ“块”的计量

范围较小ꎮ
例⑥中ꎬ“奶酪”通常被制成具有明显形状和边

界的块状物体ꎬ质地也较为紧密ꎬ有厚度ꎮ “团”用

于描述近似圆形的事物ꎬ因此使用“团”不符合奶酪

的实际状态ꎮ
(３)“种”的偏误

例③④中错把“种”写成“钟”和“仲”ꎬ也是因

为没有正确认识到“种”的来源以及语义特征ꎬ若学

习者理解“种”本义是一种粮食作物ꎬ就不会书写成

与金属有关的“钟”以及与“人”有关的“仲”ꎮ
例⑧两处都将“种”误用成了“类”ꎬ句中的“解

脱”和“创伤”都是抽象名词ꎬ无法直接通过视觉或

触觉来称量ꎮ 然而当它们与名量词“种”结合使用

时ꎬ便能赋予这些抽象概念以具体的形态和分类ꎮ
通过“种”的修饰ꎬ这些抽象名词被有形化、种类化ꎬ
从而与其他同类事物在概念上得以区分ꎮ 例⑨中ꎬ
使用“类”可能暗示了有多种不同的木薯饼被归类

在一起ꎬ而实际上ꎬ若作者想表达的是外公给他吃

的那一种特定的木薯饼ꎬ那么使用更强调具体、单
一的“种”会更为准确ꎮ

(４)“个”的泛化

学习者出现用“个”替换的泛化ꎬ是因为“个”本
身用法上的制约较少ꎬ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万能量

词ꎬ因此他们在不确定该用哪个量词来和名词组合

时ꎬ倾向于选择用“个”来替代ꎮ 但汉语中很多被计

量的名词都是有和自己搭配的具体量词ꎬ“个”并不

能代替这些专用量词ꎬ而之所以产生这些偏误ꎬ最
关键的还是对该使用的名量词的本质特点认识不

清ꎮ 因此在教学中ꎬ对名量词本质特点的认识亟需

加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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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⑩错误原因都是因为“个”的泛化使

用ꎮ 错用“个”可能让句子在意思或是语法上没有

问题ꎬ但会让表达变得平淡无奇ꎬ不够准确ꎮ 例⑩
中使用了“个”ꎬ均使表达失去了对事物形状的描

述ꎮ 例中两处“个”都应使用“种”ꎬ如果用“个”
来替换ꎬ会失去对事物类别的强调ꎬ使表达变得不

准确ꎮ
２.教学缺乏系统观念

学生在学习了基本名量词后ꎬ还会陆续学习到

其他名量词ꎮ 在名量词的教学中ꎬ一些教师只对课

文中出现的名量词进行解释ꎬ而这些解释是孤立

的ꎬ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ꎮ 教师采用“随遇随教”或
“分散教学”的方法ꎬ缺乏系统的教学计划ꎬ也缺乏

对名量词用法和规律的总结和比较ꎮ 学生往往只

是零散地学习了一些名量词的用法ꎬ而没有对它们

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进行深入的理解ꎮ 这导致学生

难以形成对名量词的系统认识ꎬ造成学生理解和掌

握名量词用法困难ꎬ从而产生偏误ꎮ
名量词的训练方式往往也比较单一ꎬ缺乏多样

化的练习和巩固ꎮ 学习者往往只是通过死记硬背

和模仿来学习名量词的用法ꎬ而没有通过实际的语

言实践来加深理解和掌握ꎮ
三、名量词“条”“块”“种”教学策略

(一)讲解名量词“条”“块”“种”的来源及语义

特征

学习者学习汉语名量词出现偏误ꎬ究其根本是

没有充分认识名量词的来源以及语义特征ꎮ 从讲

解名量词的来源及语义特征角度进行教学ꎬ学生能

更加深入地理解名量词系统ꎮ
从前文内容分析来看ꎬ“条” “块” “种”都是由

名词演变而来的ꎬ教师应从作为“条” “块” “种”源

头的名词入手ꎬ讲解其语义特征ꎬ消除书写偏误以

及和其他同义名量词的混用现象ꎮ 另外还需重视

名量词的引申义分析ꎬ中级水平学习者的词汇量已

有一定积累ꎬ教师应充分说明名、量搭配的多样性ꎬ
让他们理解一些看似无规律、无关联的名、量之间ꎬ
其实也存在内在规律ꎮ 通过这些努力ꎬ相信学习者

能够更好地学习名量词ꎬ并能应用到实际的语言交

际中ꎮ
(二)加强教学的系统性

在教学中ꎬ系统地学习名量词也十分必要ꎮ 教

师在课前要做好备课工作ꎬ制定详细的教学大纲ꎬ
将名量词的课堂目标、教学内容明确列出ꎮ 在学完

一定数量的名量词后ꎬ教师应进行一次汇总式讲

解ꎬ及时梳理回顾已经学过的名量词ꎬ帮助学生明

确名量词的定义ꎬ理解其在汉语中的用法ꎬ注意对

同音异形量词以及意义相近量词的总结ꎮ 教师还

应定期对学生的名量词掌握情况进行评估ꎬ了解学

生的学习情况和存在的问题ꎮ 根据评估结果ꎬ及时

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ꎬ确保学生能够系统地掌握名

量词的用法和规律ꎮ
(三)加强对比教学

在教学中区分相似名量词之间的差别ꎬ有利于

学习者正确使用量词ꎮ 在辨析这类易混名量词时ꎬ
我们不但要注意它们之间的共性ꎬ更要看到它们之

间细小的差别ꎮ 由此ꎬ加强对相似名量词的对比教

学是十分有必要的ꎮ 对字形相近和意义上相关的

名量词进行区分ꎬ有利于学习者对名量词深刻把握ꎮ
根据 ＨＳＫ 语料库中的偏误可知ꎬ有相当大一部

分偏误是由于没有正确辨析与“条”“块”“种”易混

淆的几组名量词ꎮ 首先是“个”ꎬ“个”和其他名量词

相比ꎬ它的范围十分广泛ꎬ可以用于各种概念ꎮ
除了 “个” 以外ꎬ高频偏误的还有 “根” “团”

“片”“类”ꎬ这几个名量词是最容易与本文研究对象

“条”“块”“种”混淆的ꎮ
“根”与 “条” 是极易混淆的一组名量词 (见

表 １)ꎮ
名量词“根”是由其名词义“植物的根”虚化而

来ꎮ 因此“根”经常被用在计量有根或具有根毛状

的名词:“一根羽毛” “一根葱”ꎮ 同时植物的“根”
也有一定硬度ꎬ因而 “根” 也侧重于表达名词的

“硬”ꎬ如“一根木棍”“一根针”等ꎮ

表 １　 “条”和“根”的对比

近义名量词 语义特征 搭配对象 搭配对象特点

条

条状 鱼、树枝

柔软易弯曲 蛇、河流

计量可以

分条、分项的

抽象名词

新闻、信息

长条形状、
弯曲、有条理性

根

圆柱状、
不宜弯曲

针、钢筋

与之搭配的

名词往往

一端固定

羽毛、头发

通常不与

抽象名词

搭配

———

固态、
有硬度、事物

一端往往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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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团”和“片”也是一组易混淆的名量词

(见表 ２)ꎮ
“块”除了可用于厚度大的块状事物ꎬ还可以用

于相对不厚的事物ꎬ如“一块石匾” “一块饼干”等ꎮ
在这两个例子中ꎬ“块”字虽然与物体的实际形状有

所出入ꎬ但仍能够准确地传达出物体的量和形态ꎮ
«说文»中提到:“团ꎬ圜也ꎮ”而“圜”同“圆”ꎬ最

初用于描述圆形或球形的事物ꎬ如 “一团毛线”ꎮ
“团”不仅可以用于具体的事物ꎬ还可以用于抽象的

事物ꎬ如“一团糟”ꎬ这是因为“团”的形状给人一种

无序混乱的感觉ꎮ “团”是一个集合量词ꎬ“团”的成

员内通常有着共同的特征或属性ꎬ使其被归类为同

一团体ꎮ
«说文»:“片ꎬ判木也ꎮ 从半木ꎮ”即被劈开的木

头ꎬ将木头一分为二ꎬ可知其形态已较薄ꎮ 后经过

转喻发展出名量词的用法ꎬ与之搭配的名词也具有

较薄的特点ꎬ如“一片花瓣”“一片瓦”等ꎮ

表 ２　 “块”“团”“片”的对比

近义名量词 语义特征 搭配对象 搭配对象特点

块

块状、厚度

大、类方形、
体积较小

蛋糕、砖

平面延展性 田地、石匾

三维性、固体性

以及可分割性

团

外形不

规则但近

似于圆形

棉花、毛线

有集合性质、
有粘连特性

和气、乱麻

形状模糊、可
压缩、松散柔软

片

平面性、较薄 树叶、雪花

范围较大 森林、沙漠

形状扁平、
延续性

“种”和“类”也是一组易混淆的近义名量词(见
表 ３)ꎬ“种”用来称量集体名词和个体名词的分类ꎻ
“类”的“等次”义更为突出ꎮ 例如ꎬ我们可以说“Ａ
类员工”“甲类传染病”等ꎬ这里的“类”明显指向某

种等级或层级ꎮ
由于汉语量词系统中存在大量相似但因有细

微差别而用法不同的名量词ꎬ学生常常会在使用时

混淆ꎮ 通过对比教学ꎬ能够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名量

词的用法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不同名量词所适用的

对象ꎮ

表 ３　 “种”和“类”的对比

近义名量词 语义特征 搭配对象 搭配对象特点

种

集体名

词的分类
植物、动物 多样性、集合性

个体名

词的分类
猫、树 可区分性

类

称量义

更重ꎬ强调

“等次”义
员工、传染病

涉及分类

的层次关系

几乎不与

抽象名词搭配
——— ———

(四)丰富巩固练习的材料

丰富的练习是提高语言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ꎮ
形式丰富的练习能让学习者认清“条”“块”“种”三
个名量词的语义特征以及与其搭配的名词的特点ꎮ

丰富巩固名量词学习的材料ꎬ必然还需要深入

挖掘名量词的语义特征ꎬ可以有以下几种练习形式:
语义联想ꎮ 根据名量词的语义特征ꎬ引导学习

者进行联想ꎬ拓展相关词汇和表达ꎮ 如通过“一条

河”可以联想到“一条小溪”也是类似的用法ꎬ联想

可以加深学习者对名量词语义特征的理解和记忆ꎮ
增加对比性的练习材料ꎮ 选取具有相似语义

但搭配不同名量词的名词ꎬ揭示名量词在语义上的

细微差别和用法上的不同ꎮ
语境构建ꎮ 呈现包含名量词的句子或短对话ꎬ

模拟真实的语言交际环境ꎮ 如“今天我去超市买了

两条毛巾ꎬ三块肥皂ꎮ 还买了几种零食ꎬ两块巧克

力、一条法棍面包ꎮ”通过对语境的理解ꎬ教师对比

总结这三个名量词的特点ꎬ让学习者更深入地体会

名量词的用法和语义特征ꎮ
学习者的语料来源不能只局限于教材ꎬ还可以

利用学习者自身的偏误作为语料ꎬ将这些偏误视为

宝贵的学习资源ꎮ 通过整理和呈现这些偏误ꎬ让其

他学习者一同参与找出错误并纠正ꎮ 这样做不仅

能够提高学习者的纠错能力ꎬ还能帮助他们避免在

未来的学习中出现同样的错误ꎮ
四、结论

名量词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在国际中文教育中

名量词的重要性ꎮ 论文以中级汉语教材中出现的

高频名量词“条” “块” “种”为研究对象ꎬ通过研究

ＨＳＫ 语料库的偏误语料ꎬ归纳偏误类型ꎬ分析偏误

原因ꎬ认为从三个名量词的来源及其语义特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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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能够加深对三个名量词的认识ꎬ为对外汉语中

相近名量词教学提供了新的方向ꎬ为中级汉语的名

量词教学带来启发ꎬ提供参考ꎮ

参考文献:
[１]林小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名量词研究[Ｄ].济南:山

东师范大学ꎬ２０１２.
[２]张东升ꎬ卢卫中.名量词的认知理据:基于象似性的

汉英对比研究[Ｊ]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ꎬ２０１３ꎬ２１(２):７－１０.

[３]于明扬.基于台湾师范大学 ＴＯＣＦＬ 学习者语料库的

汉语名量词偏误分析及教学建议[ Ｊ] .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

学学报(上旬刊)ꎬ２０２０(１):１９０－１９１.
[４]赵月.汉字理据性在近义量词教学中的应用[Ｄ].青

岛:青岛大学ꎬ２０２２.
[５]葛宇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名量词习得策略[ Ｊ] .

安阳工学院学报ꎬ２０２２(５):１２０－１２２.
[６]巫雪平.个体量词与动物名词搭配研究[Ｄ].成都:四

川师范大学ꎬ２０２１.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Ｂｉ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Ｎｏｕｎ－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ｒｓ
“条”ꎬ “块” ａｎｄ “种”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Ｕ Ｊｉａ－ｑ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Ｚｉｂｏ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２５５０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ｉｔ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Ｎｏｕｎ－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ｒ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ｏｎｅｓ ｔｈａｔ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ｃｏｍｅ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ｗｈｅ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ｒｓ ｉｎ ｍａｎｙ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ｎａｔｉｖ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ｉｍｐｌ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ｍａｎｙ ｅｒｒｏｒｓ ｉ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ｒ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ａｒ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ｕｎ －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ｒｓ “条”ꎬ “块” ａｎｄ “种”ꎬ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ꎬ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ｕｎ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ｔｃｈ ｔｈｅｍ.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ꎬ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ｂｉａｓ ｄａｔａ ｉｎ ＨＳＫ ｃｏｒｐｕｓꎬ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ｂｉａｓ ａｒ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ｂｉａ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 Ａｔ ｌａｓｔꎬ ｔｗｏ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ｒｒｏｒｓ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ｕｎｃｌｅａ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ｕｎ－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ｒｓ “条”ꎬ “块” ａｎｄ “种”ꎬ ａｎｄ ｌａｃｋ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ꎬ ｆｏｕ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ｒ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ｎｏｕｎ－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ꎬ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ꎬ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ｅｎｒｉ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ｏｕｎ－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ｒꎻ 条ꎻ 块ꎻ 种ꎻ ｂｉａｓｅｓ

３７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