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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基于北京语言大学“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中提取的语料、问卷调查所得语料，以及欧美学生
的作文语料，从词法、时体成分、句法成分、功能词、句类和句式，以及语篇等六个专题，对欧美学
生汉语语法习得与认知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获取了大量数据，得出了有价值的认识，有
些研究具有开拓性。
本书的研究成果为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对外汉语语法教学，尤其是对欧美学生的汉语语法教学、
教材编写等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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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德金，男，黑龙江萝北县人，1964年出生，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中国语言学会会员，北京市语言学会秘书长，国际
双语学会常务理事。
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汉语语法、北京话和对外汉语教学。
主要著作有：《汉语语法教程》（2002）、《描写与实证——汉语要素的多视角考察》（2005）、《
让科学成就教学——对外汉语教学研究》（2007）、《现代书面汉语中的文言语法成分研究》（2012
）。
作为主要参加人合作完成教育部项目“现代汉语研究语料库系统”（1996）。
合作主编多部语文辞书，其中与林杏光、王玲玲合作主编的《现代汉语动词大词典》（1994）获“北
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
主编“商务馆对外汉语教学专题研究书系”四部（2006）、“北语对外汉语教学名师访谈录”四部
（2008-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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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欧美留学生汉语能愿动词“能”的习得情况考察
专题五 句类和句式的习得与认知
第十三章　初级阶段美国留学生“吗”字是非问的习得
第十四章　欧美学习者“被”字句习得过程中偏误情况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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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目前，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还较有限，这主要表现在：大部分的研究还仅
限于对外国学生的语篇语法衔接与连贯手段（如省略、照应、替代等）的偏误研究，对汉语语篇连接
成分的习得方面（如难点分布规律、项目内容的难度梯度、习得过程等）的研究还较为罕见；研究的
针对性不强，针对某一母语背景的学习者的研究还不多；基于大规模真实语料的研究还较缺乏等等。
本文的研究试图在以上方面有一些新进展。
　　本文从20余万字的英语母语学生的成篇书面语料（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英国杜伦大学）中随机抽
取了中级（中文专业二年级）、高级（中文专业三、四年级）30篇作文为样本，通过统计分析，主要
讨论以下几个问题：1.中、高级水平学生使用汉语篇章连接成分的情况。
2.不同水平学生汉语篇章连接成分的难易运用规律，以及汉语篇章连接成分对不同水平学生的学习难
度梯度。
3.英语母语学生习得汉语篇章连接成分时的主要偏误类型和难点分布规律。
　　本文中“语篇”的定义采用了廖秋忠（1991）的观点，即指“一次交际过程中使用的完整的语言
体。
在一般情况下，篇章大于一个句子的长度，涉及说话人／作者和（潜在的）听话人／读者。
篇章既包括对话，也包括独白；既包括书面语，也包括口语”。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进行语篇分析时的语料全部来自书面语料（文体类型主要是夹叙夹议的混
合文体），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也只适用于书面语。
　　笔者在进行语篇分析时，对语篇的基本结构单位采用的是“小句”。
有关“小句”的概念，我们采用了吕叔湘（1979）的说法，他对小句的论述为：“一个小句一般是一
个主谓短语，也常常是一个动词短语（包括只有一个动词）；在少数情况下，是一个名词短语（包括
只有一个名词）。
”根据这一论述，我们在具体操作时，采用标点符号为标记的方法来确定小句的范围，把用逗号、句
号、分号、问号、感叹号等隔开的语言片段都称作小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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