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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补语是现代汉语六大句法成分之一,而补语又分为结果补语、时量补语、趋向补语、可能补语、状态补语和程度补语,因此可以看出,

时量补语也是现代汉语中一个重要的语法形式,是对外汉语教学中一个重要的语法点。本文将研究留学生在学习时量补语时会出现的偏误问题,

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以更简单、易懂、易教的方法概括总结出时量补语的几种不同语法形式以及具体的使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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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语法作为语言的三要素之一,是构成语言的“建筑材料”。因此是否能

将汉语语法学好,成为检验是否学会汉语的标准之一,这也使得语法教学

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的重中之重。时量补语作为语法项目中重要的一环,也

应当作为重点出现。 

关于时量补语的学习,不少外国人会出现偏误,偏误是什么？偏误又

可以归为哪几类呢？它是怎么产生的呢？如何对时量补语这一语法点进

行教学呢？本文将对时量补语偏误产生的原因、偏误的分类以及时量补语

的教学设计这三个问题进行分析。 

1 时量补语及其偏误的介绍 

1.1时量补语 

时量补语是数量补语中的一种,“用表时间的量词和加数词组成的数

量短语充当,或用数量名短语充当,用来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也就是时

量、时段”,例如“住了三天、等了一个钟头”；有的时候,还表示动作实

现以后所经历的整段时间、时段,比如说“成立了五年了,挂了一天”等,

这就要求与时量补语搭配的动词要是能够持续的。另一方面,时量补语的

语法结构根据和它搭配的动词是否为离合词,可以分成两种形式,比如说：

“我画画儿画了一个小时。=我画了一个小时的画儿。”这是因为“画画儿”

是一个离合词,但是另一方面,“我锻炼了一个小时。”就不能说出“我锻

炼一个小时的炼。”这也是时量补语的一个特点,将离合词与时量补语放在

一起进行教学,也是应该注意的问题。 

1.2关于偏误 

1.2.1偏误的概念 

偏误是指由于第二语言学习者对目的语掌握不好而产生的一种规律

性的错误,偏离了目的语的正确轨道,反映了第二语言学习者在用目的语

进行表达的时候的语言能力和水准。比如,汉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在学习英

语的时候,常常会弄错英语中名词的复数表达形式,拿不准是加“s”还是

加“es”；而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也会犯一种错误,比如说,误将“真+

形容词”这种结构当做定语,就会出现“你是一个真漂亮的姑娘。”这种错

误,然而他们并不清楚,“真+形容词”在汉语中是绝对不能做定语的。这

类错误学习者自己一般很难察觉并加以改正,因此同一错误就会多次重复

出现。这就是偏误。 

1.2.2偏误的分类 

要进行偏误分析,首先要知道哪些句子、语篇存在偏误,而这些偏误又

是什么。只有知道了有哪些具体的偏误,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分析。 

关于偏误的分类,有以下几种情况：(1)有根据偏误的严重程度进行分

类的整体性偏误和局部性偏误；整体性偏误指误用句式、关联词、语序错

乱等造成整个句子表达不清的情况,局部性偏误指一些不影响其他人对句

子整体理解的错误。(2)有影响整句子,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显性偏误和语法

上没问题,但语境中却行不通的隐性偏误。(3)没有表达出说话人真正意图

的语义偏误,违背语篇衔接原则的语篇偏误,以及在与人进行交谈时使用

了与说话人身份、地位、关系不相符合,或者跟交际场合的话题不相符合

的语用偏误。 

综上,就是对时量补语、偏误的概念以及偏误分析的概念以及分类做

的简单介绍。 

2 关于时量补语的偏误分析 

2.1动词带宾语或者动词为离合词 

(1)在爱知大学,我学习中国历史两年。 

(2)在西双版纳旅游时,我坐出租汽车二十个小时。 

(3)因为人很多,所以我们等公共汽车半个小时。 

(4)来中国以前,我在汉城的国民大学学汉语三年。 

(5)昨天下午我打网球两个多小时。 

(6)他生病了三个星期。 

(7)他抽烟了十年,居然戒了。 

(8)傍晚在校园里我跟他谈话了半天。 

从以上的例句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就是都包含了“动

词+宾语+时量”这样一个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时量”做的是时量补语,

“学习中国历史两年、坐出租汽车二十个小时、等公共汽车半个小时”等,

都是这种结构。这里面包含着一种偏误。 

这几句话中的动词后面都有宾语,而动词是否带宾语,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着时量补语句式的结构形式。当动词不带宾语或者动词不是离合词的

时候,那么时量补语的句式结构只有一种了,即：主语+动词+时量补语。例

如：我每天学习一个小时。当语义表示爱好、习惯的时候,都可以用这种

形式来表达；另一方面,动词不带宾语而且表示持续的时候,时量补语的句

式就变成了“主语+动词+了+时量补语”了,比如“我等了半个小时。/我

睡了一个小时。”等等。 

但是,如果句子中的动词带宾语,或者动词为离合词的时候,时量补语

的句子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当动词带宾语还要带时量补语后,应该重复动

词,变为“主语+动词+宾语+动词+了+时量补语”或者“主语+
①
动词+了+

时量补语+的+宾语”,比如例句(1)到例句(5)的几个句子,应该改为： 

①在爱知大学,我学中国历史学了两年。/在爱知大学,我学了两年的

中国历史。 

②在西双版纳旅游时,我坐出租汽车坐了二十个小时。/在西双版纳旅

游时,我坐了二十个小时的出租汽车。 

③因为人很多,所以我们等公共汽车等了半个小时。/因为人很多,所

以我们等了半个小时的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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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在来中国之前,我在汉城的国民大学学汉语学了三年。/在来中国之

前,我在汉城的国民大学学了三年的汉语。 

⑤昨天下午我打网球打了两个多小时。/昨天下午我打了两个多小时

的网球。 

这是句子中的动词带宾语的时候,时量补语的句式可以有这两种情况。 

当动词是离合词的时候,比如例句(6)、(7)、(8)中的“生病、抽烟、

谈话”,它们是动宾格的结构,是可以分离的,其中的动词具备动词的句法

特点,因此句中表示动态的助词“了”应该放在动词后,这时时量补语的句

式就可以变成“主语+动词+了+时量补语+(的)+宾语”因此,例句可以改为： 

⑥他生了三个星期(的)病。 

⑦他抽了十年(的)烟,居然戒了。 

⑧傍晚在校园里我跟他谈了半天的话。 

外国学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偏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

能准确判断并运用时量补语的句式,不能掌握当动词为离合词或者动词能

够加宾语时,时量补语的具体位置。造成判断失误的原因,一是因为母语负

迁移造成的,将时量补语不加区别的放在句子的末尾；同时也是由于对目

的语知识掌握不牢而造成的偏误。这是一种局部的显性偏误。 

针对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去减少偏误。第一个,教师在授课过

程中,以一种将句式充分突出的方法对学生进行讲授,比如：教师可以先给

出例句,让学生自己去发现规律；或者先给出句式结构,让学生去造句。这

是通过归纳法和演绎法得出的结论。第二个方式,就是加大学生的练习量,

课上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学生积极发言练习,课后,布置句子仿写的

任务,毕竟语言是练会的,要让学生多多练习。 

2.2动词为持续性动词时的时量补语 

(1)他听着广播好几个小时了。 

(2)她走了以后,我呆呆地站着一会儿。 

(3)他看着很久,也想着很久。 

(4)我昨天在那儿等着一个多小时。 

(5)昨天我批评他的时候,他笑着半天。 

(6)房子里的电话响着好长时间,她居然没醒来。 

通过分析上面的六个句子,我们发现其中的共同点就是都包含表示持

续的助动词“着”,但这几句话显然是错的。例句中的动词“听、站、看、

想、等、笑、响”都是能够表示持续性的动词。当句子中有时量补语的时

候,动词后面可以有动态助词“了”、“过”,但是不能有“着”。我们可以

说“听了好几个小时”,也可以说成“听过好几个小时”,但是不能说成“听

着好几个小时”,因为在汉语中,不存在“动词+着+时量补语”这种结构。

所以上面的例句都是错误的。当我们说“听过几个小时”和“听了好几个

小时”的时候,说的这个“听”是一个整体过程中的某个具体的动作,其中

的“了”和“过”是某个具体动作在一个整体过程中的形式标志。因为要

强调的是一个整体的过程,所以涉及动词就要能满足贯穿于整个过程的要

求,所以后边就可以加上表示持续了多长时间的时量补语。但是,“动词+

着”就不符合这个要求了,“着”着眼于整个过程中的某一个部分,并不是

整体。“着”是非完整体的形式标志,“等着”、“听着”不涉及动作的全部

经历,不指动作的整体过程,因此就不能有时间量。 

因此,以上的例句可以改为： 

①他听了好几个小时广播了。(因为动词带宾语了,要按照第一类偏误

改正)。 

②她走了以后,我呆呆地站了一会儿。 

③他看了很久,也想了很久。 

④我昨天在那儿等了一个多小时。 

⑤昨天我批评他的时候,他笑了半天。 

⑥房子里的电话响了好长时间,她居然没醒来。 

造成这种偏误的原因是由于对目的语知识泛化造成的。外国学习完

“着”之后,知道了“着”是用在动词、形容词后面,表示动作在进行或状

态在持续,因此他们以为只要是表示持续,都要用“着”。这是不对的,因为

时量补语是表示贯穿于整个过程的动作的量,而“着”只是着眼于动作过

程中间的某一部分,并不是指这个动作行为的全部过程。所以“着”不能

与时量补语同时出现。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偏误,在特定语境下,不会影响

交际。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不影响交际而忽略对它的纠正。关于目的语泛化

这种情况,应该从源头入手,将学生混淆的知识点再次向学生解释清楚,告

诉他们汉语语法要遵循一定的规律,不能想当然。 

3 总结 

本文先介绍了时量补语与偏误分析,让读者首先对这两个问题有一个

理论上的认识。接着又从偏误分析的角度,分析了外国留学生学习时量补

语的时候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是时量补语的句式结构以及不能与“着”

同现。在进行时量补语的句式偏误分析的时候,我们知道了当句子中的动

词带宾语,或者动词为离合词的时候,留学生会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产生

偏误,将时量补语的位置弄混了。而在对“着”与时量补语的关系进行偏

误分析的时候,外国学习者会受目的语知识泛化的影响产生一系列偏误。 

注释： 

①刘询.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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