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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汉语开始越来越多的在世界范围流通,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学习

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其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其母语影响出现词汇的误用滥用,本文以两个

否定副词为基础“不”“没有”为例,了解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真实情况,进而改进教学,为对外汉语教

学活动以及对外汉语教师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 否定副词；教学对策；二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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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否定副词“不”和“没(有)”

的研究现状 

1.1国内研究现状：国内学者首先对

“不”“没(有)”进行本体研究。①吕叔

湘(1982)在其著作《现代汉语八百词》

这样描述‘不’可以在句子中用于表示

任何时间,主要表达主观感受；‘没有’

时间范围较前者小,不可指称将来。后来,

从对外汉语教学角度,许多学者开始对

否定词“没(有)”、“不”进行研究。②汪

有序(1987)把汉语中实词进行划分,在动

词种类下,表示静态的动词还有判断意味

的用“不”表示否定,这一细致划分对汉

语教学提供了指示方向。 

1.2国外研究现状：不少国外研究者

也开始注意这两种否定词并与自己的语

言系统进行对比分析,他们的研究成果

对于词汇教学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

使得研究角度更加多维,提供了新的研

究思路。马安平(2006)把汉语与韩国语

放在一起进行比对,且主要分析了两种

语言的否定形式。 

2 汉语中否定副词“不”、“没

(有)”与阿拉伯语“不”、“没(有)”

基础含义之异同 

查阅《现代汉语词典》,对于“不”的

解释是：否定词；可以放在名词或名词性

词素前,构成形容词；单用表示否定对方的

话；说明不会出现某种结局；用在句末表

示疑问,共有八项释义。对于“没(有)”的

解释是：；根据《阿拉伯汉语词典》③(修订

版)中对于否定副词“不”、“没(有)”的基

础释义与《现代汉语词典》中完全一致,

可见对于项词语其基本释义没有相异点。 

3 “不”、“没(有)”在阿拉伯语

中的搭配表达 

3.1用法方面。 

3.1.1与时、体搭配。在与时、体搭

配方面,阿拉伯语的“不”“没有”的表

达具有较大差别。 

3.1.2与动词搭配。(1)心理动词。

心理活动动词主要有爱、喜欢、害怕、

希望等,分别与几类心理活动动词进行

组合造句：只有“希望”在与“不”、“没

(有)”进行搭配时有明显的形式变化。

其他的心理活动,如“想、喜欢”等动词

与否定副词“不”和“没(有)”进行搭

配时,完全没有变化。(2)能愿动词。能

愿动词具有一定的评价议论作用,位置

主要出现在形容词等词类之前。 

3.2位置方面。(1)“不”的位置：

“不”的位置发生变动时,句子表达也会

出现变动,可初步推断学生对于“不”位

置不同而产生偏误的影响因素较小。(2)

“没(有)”的位置：“没(有)”的变动也

会引起语句表达变化,推断结果同“不”

位置的改变。 

4 偏误材料 

对于初级班的以阿拉伯语为母语的

留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测试,主要从搭配

不当以及位置错误两方面进行测试。其

中搭配不当主要从名词、形容词。动词

三个方面进行测评。为减少误差,问卷中

的所有例句均来自于上文语料。 

4.1用法不当。(1)与时搭配不当。

她以前没有会写汉字。(她以前不会写汉

字。)在这个句子中,很明显可以得出“以

前”是过去的标志词,但是在给留学生教

授否定词“没(有)”“不”时,很容易让

学生将“没(有)”与否定以往联系起来。

(2)与体词搭配不当 

(1)了：我好久不回国了。(我好久没

回国了。)语气助词“了”用在句尾,表达

的是对于过去出现的某种情状,但是在否

定句中,句尾便不再加“了”。(2)着：我

在房间的时候,一直不开着电视机。(我在

房间的时候,一直没开着电视)动态助词

“着”在句中表示某种状态正在持续,但

是在否定句中,不使用否定词“不”,应使

用否定词“没(有)”。(3)过：他不学习

过汉语。(他没有学习过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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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助词“过”表示之前有过某种行为

状态,现在已经没有了,否定词“不”常用于

将来、现在的否定,二者语义关系冲突。 

4.1.3与动词搭配不当。(1)与心理

动词：我没有想学习唱歌。(我不想学习

汉语。)“想”属于心理活动动词,根据

句意,应将“没有”与之搭配,学生对此

产生了混淆。(2)与能愿动词：我不能去

医院。(他没有能去医院。)能愿动词可

用“不”亦可用“没(有)”来进行修饰,

但是本句中“他”表示的为主观意愿,

所以应用“不”来进行修饰。 

4.1.4与形容词搭配不当。我的衣服

不小。(我的衣服没有小)句中的“小”是

性质形容词,应当用否定词“不”加以修饰。 

4.2位置错误： 

4.2.1“不”的位置错误：(1)对孩

子也会不有坏影响。(对孩子也不会有坏

影响。)“会”为能愿动词,在否定句中

应当将“不”放于能愿动词之前。(2)

现在我已不算出来我们多久没见面。(现

在我已算不出来我们多久没见面。) 

4.2.2“没有”的位置错误：有安排

什么活动没有呢？(有没有安排什么活

动呢？)学生没能掌握好反问句中的否

定词位置,导致否定词出现错误。 

5 产生偏误的原因 

5.1内因。 

5.1.1母语负迁移。汉语中的词却没

有明显的形态变化,大多用虚词和语序

来进行表达,所以就会使得学生直接将

标志概念引用到汉语学习中,将“不”与

现在或以后画上等号。 

5.1.2目的语泛化。学习者在对于目

的语学习的过程中,经历了多个阶段,学

生首先接触的否定词应当是“不”,一开

始会将“不”在否定句中进行泛化使用。 

 

5.1.3学生的心理、态度等个人因素。 

上图中多元发展模型的“两个轴线”

中抽取的学习者是在相同环境下进行测

试的,这些测试者中要数A、B学习水平

佳,然而目的语的特征确出现了很大差

异,其原因就有对目的语环境的喜爱,是

否喜欢相关文化。 

5.2外因： 

5.2.1教材。举例：《会通汉语(听说

1)》④ 

句型 格式 出现句子及课序

“是”的否定格式 不+是+N 我不是英国人。(第一课)

表示二者都不是&

没有

不是,也不是

没有,也没有

我不是老师,他也不是老

师。(第一课)

否定动作的发生 没+V(+N) 我没去公园。(第五课)

说明忌口 不+吃+[食物] 我不吃肉。(第六课)

评价事物程度较低 不太+Adj\V 那个菜不太辣。(第六课)

比较 a 没有 b+Adj 这个没有那个好吃。(第

六课)
 

以上是对《会通汉语·听说(1)》教

材中,“不”“没(有)”否定形式出现顺

序的一个梳理。通过分析,不难看出,“没

(有)”、“不”在课本中出现的情况较少,

否定形式的讲解过于简单。 

5.2.2教师教学方法不当。在课堂上

教师的讲授不仅需要展示、讲解语法点,

同样也要使得学生能够得到足够时间进

行练习,达到精讲多练的目的,尽管教材

可能没有进行足够重视。留出充分时间

让学生进行练习,课后也应安排足够时

间让学生进行检测、巩固。 

6 教学建议 

6.1课堂。和谐的课堂氛围能够 大

限度的减学生的语言输出压力,“不“、”

没有”作为初级课堂要学习的内容,应当

保证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6.2学生。增强口语表达、形成语

感。让学生在学习完两种否定副词的表

达后,积极引导学生表达,使得输入输

出相结合。 

6.3教材。在讲解完知识点后,不要

将其丢下不管,根据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应在讲解结束后,多加练习,同时拿捏有

度,不要给学生压力,让学生可以随意造

出相关句子。 

7 总结 

作为二语学习者,其在词汇学习以

及交际运用中会受其母语的影响从而产

生偏误,这种现象的产生就对教师、教

材、学生提出了新要求,需要我们做出新

的教学对策以应对存在的缺陷。对外汉

语词汇教学目前已具备了较为完整的教

学范式,但是仍有需要改进的不足之处,

汉语教师也可以在真实的课堂中不断提

升、不断总结。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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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汉语教学,1987年底2期. 

③《阿拉伯汉语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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