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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研究外国留学生学习存现句的偏误。首先从外国留学生学习存现句类型来说，分为“存现句”

与“隐现句”。从偏误的类型来看，分为“误用”、“误加”、“错序”、“遗漏”，主要影响偏误的

原因有“母语负迁移”、“目的语泛化”、“交际策略的影响”、“文化因素负迁移”、“学习环境的

影响”。针对这些出现的问题，本文将会运用树状图来展示哪些偏误是频率较高的，并给出合理的答案。

最后总结出外国留学生对学习存现句的重点和难点。通过以上的研究，本文的后半部分将会提出几点改

进教学的方法。首先是情景法，语法教学不仅要重用机械的操练和有意识地识记，还要理解其中的意义。

学习存现句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中亲身示范，因此在课堂中插入游戏的环节，这是为了让每一位学习者都

参与到课堂中，通过游戏学习存现句；另一种方法是运用接龙的方式进行“看图造句”，也是让每一位

学习者能够参与其中，而且能过发挥自己所学的知识在课堂中展示。从句子扩展到话语，先易后难运用

循序渐进的方式引导学生理解并掌握。在活动中的学习效果会比在课堂中枯燥学习的效果好很多。最后

本文将以往传统的教学方法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按照初级、中级、高级这三种课程模式进行了教学，针

对各个层次的专业学习者制定了不同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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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study the errors of foreign students learning existential sentences. First of al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ypes of existing sentences that foreign students learn, it can be di-
vided into “existential sentence” and “implicit sent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ypes of errors, it 
can be divided into “misuse”, “false addition”, “wrong order” and “omission”.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errors are “negative transfer of mother tongue”, “generalization of target language”, “influence 
of communication strategy”, “negative transfer of cultural factors” and “influence of learning en-
vironment”.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will use tree diagram to show which errors are 
more frequent and give reasonable answers. Finally, the key points and difficulties of foreign stu-
dents in learning existential sentences are summarized. Through the above research, the second 
half of this paper will put forward several ways to improve teaching. First, situational method, 
grammar teaching should not only reuse mechanical practice and conscious memorization, but 
als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Learning existential sentences requires teachers to demonstrate 
them in class, so insert games in class so that every learner can participate in the classroom and 
learn existential sentences through games. Another way is to use the dragon to “look at pictures 
and sentences”, which allows each learner to participate and display what he has learned in class. 
From sentence to discourse, it is difficult to guid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m step by 
step. Learning in activities will be much better than boring learning in class. Finally, this paper di-
vides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into three stages, according to the three curriculum models 
of primary,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and formulates different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profes-
sional learners at all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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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缘由及意义 

“一带一路”不仅将中国的创新面向全世界，又一次的将汉语推向全世界，这是继中国改革开放以

后再一次流行“汉语热”。现在的新加坡也有大部分人都在学习汉语，并且在日常的交流中也是使用汉

语。所以，汉语将会是各国沟通的重要纽带，汉语的作用是我们不可忽视的。位于东亚地区的国家，韩

国、日本还有泰国，这三个国家学习汉语的学习者占比最高，且每年都会有较多的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汉

语。 
当今有许多外国学习者学习汉语，但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语法。汉语是汉藏语系，外国学习者本

身所属的语系就是印欧语系、闪含语系、高加索语系等，这些语系和汉藏语系相互都没有太大的关联，

所以汉语语法是汉语届讨论的热点。当许多外国学习者在学习汉语的时候，普遍认为中国的汉字是最难

的，其次就是语法，其中存现句就是常用语法之一，在日常的交流中也很重要。存现句对外国学习者来

说是一个很大的难点，不论是从偏误的类型还是从偏误的成因来看，都意味着现在的教学方法和策略都

要改变，还需更加细致的去研究，教学方法也要更新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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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综述 

1) 对存现句的研究 
最开始是马建忠的著作《马氏文通》[1]中对存现句中的“有”、“无”进行分析比较，发现两者都

有表示存在的意思。但是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2]他的著作中列举出与马建忠对“有”不同的用法，

他认为“有”表示“存在”而不是其他的意思，这又是在存现句中有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认识，这也为后

来的学习提供了研究的方向。丁声树在《现代汉语语法讲话》[3]一书中及其他学者在后边的研究中提出

了“动词后面的宾语表示存在的是什么”。第一次使存在句成为独立的课题的研究是从陈庭珍开始，他

把英语、俄语中的存现句进行对比，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汉语存现句中的处所词是具有空间性质的，可以

算是在存现句中，他还将“出现”、“消失”归在存现句中。如“屋子里坐着一个人”，主语 + 谓语 + 
宾语这种结构就是存现句。范方莲讨论了“V 着”存在句用法，指出“V 着”存在句动词前不能加表

示进行的“正”、“在”或“正在”，她指出存现句的结构是由“处所词 + 动词 + 名词短语”构成，

和其他句式不同的是存现句的核心部分并不像汉语中其他句式一样，其他句式的核心是谓语动词，而存

现句的中的核心是谓语中心后的名词短语。 
直至现今，还有好多著作上都在详细描述存现句，如：李临定的《现代汉语句型》[4]、宋玉柱的《现

代汉语语法十讲》[5]、房玉清的《实用汉语语法》[6]等。其中宋玉柱对动态存现句和静态存现句做出了

明确区分，还对“有”字句、“是”字句、“在”字句的个别句进行分析研究。 
2) 对存现句偏误的研究 
杜小倩在《越南留学生汉语存现句偏误研究》[7]其中提出遗漏这一偏误类型较为复杂，分遗漏动词、

遗漏动词补语、遗漏动词后助词“着”和“了”、遗漏地点名词、遗漏中心语这五种情况。 
王源在《美国留学生汉语存现句偏误研究》[8]中，主要对美国留学生学习汉语存现句的过程中常常

出现的偏误进行研究和解释，分析了这些偏误出现的原因。 
侯贝贝在《泰国帕那瓦·菩提坤职业学校学生汉语存现句习得考察及教学研究》[9]中，她对泰国学

习者进行问卷考试，然后对偏误进行分类研究整理，将汉语中的存现句和泰语中的存现句进行对比探讨。 
郭同玉在《汉语存现句的认知分析和教学设计》[10]中，提出对外汉语教学中存现句的重点和难点，

从认知的角度进行描写，强调思维方式的转变对汉语学习的重要性，要求思维模式是从整体到部分。 

1.3. 研究对象 

存现句包括存在句和隐现句，本文将重点研究外国留学生学习存在句过程中出现的偏误。本文从全

球中介语料库中找出留学生存在偏误的存在句，分别从偏误的类型和偏误的成因来进行研究，最后按照

本文分析设计出一套适合留学生学习存现句的方案。 

1.4. 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 
根据全球中介语料库总结出各国留学生在学习存现句中出现的偏误进行研究，分析存现句中的偏误

类型和原因，结合文献和资料对当前的问题寻找理论支持。 
2) 对比分析法 
将全球中介语料库中的存现句偏误句和汉语中正确的存现句比较，找出易错点。本文将会在图表中

展示学习者在学习存现句过程中出现偏误频率最高的句子。 

2. 留学生学习存现句出现的偏误类型 

本文中的偏误例句都是来自于全球中介语料库，从存现句的偏误中本文选出了 256 条偏误句，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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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多个国家，如英国、美国、泰国、印度、俄罗斯等等。主要出现的偏误类型有错序、遗漏、误加、误

代和其他这五种，见图 1。 
 

 
Figure 1. The portion of sentence bias type 
图 1. 存现句偏误类型的占比 

 
图 1 是存现句偏误类型的占比，其中遗漏的占比是 32%，学习者对于汉语中成分的学习掌握还是不

够，因为在汉语中词类和句法成分关系复杂。相比于遗漏，误加占了总数的 30%，这也说明学习者对于

句中词的成分没有完全掌握，所以导致句子不连贯，增加了不必要的成分。“其他”类型中包括了句子

中有错别字、句式杂糅，看不懂学习者到底想表达什么。的在国际中文教学中，只有做出相应的统计图，

才能看出学习者在哪些方面上出现的问题比较大，所以，教师就需要按照数据去着重的讲解学习者出现

错误频率高的知识。 

2.1. 错序 

错序指句子中某个或者某个单位的位置发生颠倒现象，如汉语中正常的句子是主语 + 谓语 + 宾语，

但是出现错序的句子就会出现主语 + 宾语 + 谓语。错序类型在整个存现句偏误的类型中占比 26%，参

考以下留学生出现的偏误的例句，并在最后提出解决的方案。 

1) *我班有十一男生，还我们有九个女生。 

建议答案：我班有十一个男生，我们还有九个女生。 

2) *后边我的床摆着一个衣柜。 

建议答案：我的床后边摆着一个衣柜。 

3) *我的房间不大不小。我的房间乱七八糟墙角摆着衣柜，衣柜装着衣服，我有一张北京地图在我的房间我有一

个新衣木巨在我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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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答案：我的房间不大不小，乱七八糟的的墙角里摆着衣柜，衣柜里装着衣服。在我的房间有一张北京地图。 

4) *上我的手机我有很多我的男朋友的照片。他很帅。 

建议答案：我的手机上有很多我的男朋友的照片。他很帅。 

5) *它上面画着一条鱼在圆圈。 

建议答案：它在圆圈上面画着一条鱼。 

6) *我的房间墙上挂着一张地图。 

建议答案：我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张地图。 

7) *左边我的床有一个电脑。 

建议答案：我的床左边有一台电脑。 

8) *上墙挂着全家的照片。 

建议答案：墙上挂着全家的照片。 

留学生使用“有”字句和“V 着”是相对来说占多数。错序的本意为错误的顺序，所以留学生在学

习存现句的时候会出现将主语和谓语颠倒，或者是将动词和宾语的位置颠倒，更严重的问题也会将错序、

遗漏等问题混合在一个句子中。 

2.2. 遗漏 

遗漏也叫成分残缺，是指在留学生学习某一种句型的时候，将句子中的某一种成分遗漏，从而造成

整个句子是一个偏误句。本文从全球中介语料库中找出存现句偏误中的遗漏类型一共有 82 句，遗漏可以

分为“主语残缺”、“谓语残缺”、“述语残缺”、“宾语残缺”、“中心语残缺”等。如下图 2 所示，

主语残缺的占比是 20%；谓语残缺和中心语残缺占比是 12%；述语残缺 24%、宾语残缺占比 20%；状语

残缺的占比是 8%；补语是在这七个类型中占比最少的，只有 1%。所以通过以上数据，教师就可以在今

后的教学中着重对主语残缺和谓语残缺和述语残缺的教学，因为这是大部分的学习者都会出现的错误。

见图 2。 
 

 
Figure 2. Proportion of omission types of existing sentence bias 
图 2. 存现句偏误的遗漏类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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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女朋友很喜欢养植物，特别是花，她想成为养花专家，有一个很大的花园。 

建议答案：女朋友很喜欢养植物，特别是花，她想成为养花专家，她的家里有一个很大的花园。 

2) *是学生，我班有十一男生，还我们有九个女生。 

建议答案：我是学生，我班有十一男生，我们还有九个女生。 

3) *有很多人。 

建议答案：操场/教室里有很多人。 

4) *挂着一顶帽子。 

建议答案：墙上挂着一顶帽子。 

5) *到处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花。 

建议答案：院子里到处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花。 

6) *有很多画册。 

建议答案：画廊有很多画册。 

以上(1)~(6)都是遗漏中的主语残缺。存现句的特点是处所名词 + 动词 + 存现主体，存现句也就是

主谓句，但是主语必须是处所词、时间的词或者(状语)词组。所以主语是存现句中必不可缺的句法成分。 

7) *南京很多公园。 

建议答案：南京有很多公园。 

8) *南京很多楼、路，很多人，很多汽车，很多树。 

建议答案：南京有很多楼、路，很多人，很多汽车，很多树。 

9) *在南京，很多东西。 

建议答案：在南京，有很多东西。 

10) *在德克萨斯我们有 10 万人，在南京很多非常多人。 

建议答案：在德克萨斯我们有 10 万人，在南京有很多非常多人。 

11) *那个地方一个又美丽又巨大的图书馆。 

建议答案：那个地方是一个又美丽又巨大的图书馆。 

12) *我的家乡不太安全的地方。 

建议答案：我的家乡是不太安全的地方。 

13) *南京很多名胜古迹。 

建议答案：南京有很多名胜古迹。 

以上(7)~(13)是遗漏中的谓语残缺，在这六个例句中的谓语都是“有”、“是”，前者是表示消失、

存在、出现的动词，而后者是判断动词，在留学生学习词性的过程中，有些学生是分不清楚这两个特殊

动词，所以在学习语法的时候会将这种特殊动词遗漏。 

14) *河口有很多，和很多。 

建议答案：河口有很多船只，和很多行人。 

15) *太阳热情的照着，院子里的树上开满了。 

建议答案：太阳热情的照着，院子里的树上开满了樱花。 

16) *老人常常忘记，所以老人做钥匙项链给孙女。 

建议答案：老人常常忘记锁门，所以老人做钥匙项链给孙女。 

以上(14)~(16)是遗漏中的宾语残缺。在存现句中，处所词 + 动词 + 存现宾语，留学生往往会丢失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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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个句法成分就是存现宾语，最后导致整个句子只有处所词和动词A + B格式，构不成A + B + C格式。 

17) *南京有很多骑自行车，上课，或者去上班。 

建议答案：南京有很多人骑自行车上课，或者去上班。 

18) *因为天气很好，满是花草。 

建议答案：因为天气很好，满院子是花草。 

19) *曼谷有很多著名的购物，例如；暹罗中央世界。 

建议答案：曼谷有很多著名的购物中心/商场，例如；暹罗中央世界。 

20) *墙上挂着很照片。 

建议答案：墙上挂着很多照片。 

以上(17)~(20)是遗漏中的中心语残缺。 

21) *特色的景点，周围的公园有多人。 

建议答案：特色的景点，周围的公园有很多人。 

22) *乡村里到处没有商店。 

建议答案：乡村里到处都没有商店。 

以上(21)~(22)属于遗漏中的状语残缺。 

23) *树上一只鸟。 

建议答案：树上有一只鸟。 

24) *火车里很多孩子。 

建议答案：火车里有很多孩子。 

25) *我家二个厅一个卫生间。 

建议答案：我家有二个厅一个卫生间。 

以上(23)~(25)是遗漏中的述语残缺。述语和谓语不同，谓语往往是一个大的概念，同时包含着述语。

在一个句子中有大主语和大谓语，而述语就是大谓语中的缺的成分。 

26) *我从那时候觉得梦想成真。 

建议答案：我从那时候觉得梦想成真很难。 

例(26)是遗漏中的补语残缺，觉得怎么样，缺少了后边的补充说明成分。 

2.3. 误加 

误加也叫句中成分多余，是指在某一句子中不该选择使用的特定的词语或者特定的句法成分。本文

从全球中介语料库中找出了 7 个存现句中偏误的误加类型。如： 

1) *在这期间八公和教授其中出现一个厚的友谊。 

建议答案：在这期间八公和教授出现了厚的友谊。 

2) *在这里有一个座落在海岸上的寺庙，还有一条海蛇。 

建议答案：这里有一个座落在海岸上的寺庙，还有一条海蛇。 

3) *哪里在这个地方有很多海报。 

建议答案：在这个地方有很多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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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例(1)~(3)是状语多余。 

4) *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小孩子。 

建议答案：村子里有一个小孩子。 

例(4)是定语多余，一般来说，数量短语可以用来修饰名词，但是在这个偏误句中“村子里”不可以

用数量短语“一个”来修饰，因为后边的介词“里”，但是我们一般可以用“一个”来修饰“村子”。 

5) *有，中国有地铁，公共汽车。 

建议答案：中国有地铁，公共汽车。 

6) *那时的自然环境是生长着种类众多的乔木、灌木。 

建议答案：那时的自然环境生长着种类众多的乔木、灌木。 

7) *他手上有一束花和有几个礼物。 

建议答案：他手上有一束花和几个礼物。 

以上例(5)~(7)是误加当中的谓语多余，“有”是表示消失、存在的动词，但是如果前边没有主语，

一般是不单独运用的。 

8) *在我跟刚刚认识的同学们聊天时，一位美丽的女士进来了教室。 

建议答案：在我跟刚刚认识的同学们聊天时，一位美丽的女士进了教室。 

例(8)是误加当中的补语多余，“来”作为这句话的趋向补语，可以换作为“一位美丽的女士进来了”，

那么后边的“教室”就应该被舍去，“了”的词性有两种，第一种是“助词”，第二种是“语气词”。

这个句子中的“了”是助词，因为“了”作为助词，是要跟在动词或者形容词后边，表示这个动作或它

的基本性状已经完全得到了充分的实现，在这句中的“一位美丽的女士进了教室”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了，

所以“来”是成分多余。 

9) *在被加墨你有意大利的文化。 

建议答案：在被加墨有意大利的文化。 

10) *在南京你]有中国的文化。 

建议答案：在南京有中国的文化。 

11) *在奥德斯岛，我也有公共汽车和地铁。 

建议答案：在奥德斯岛，也有公共汽车和地铁。 

以上例(9)~(11)是误加当中的主语多余，句子中的存现主体已经明确而且也是个简单句，所以不必再

重复主语。 

2.4. 误代 

误代也就是偏误中常说的误用，是指学习者在一个语言环境中使用了不符合此语言环境的句子或者

成分。这种与语言环境不符合的句子或者组成成分往往会使学习者产生混淆。 

1) *我们的大学有很多校园。 

建议答案：我们的大学有很多校区。 

2) *庭园上放在各种各样的树和花。 

建议答案：庭园里放在各种各样的树和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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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树上放在很多果实。 

建议答案：树上有很多果实。 

4) *我的家是五口人，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和我。 

建议答案：我的家有五口人，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和我。 

5) *学校南边有一个真大的操场。 

建议答案：学校南边有一个很大的操场。 

以上(1)~(5)是存现句偏误中的误代，也就是误用，通常在句子中会出现词语、短语、句式、关联词

以及代词的误代。 

2.5. 其他 

1) *中间放者一张宋。 

2) *左边宋放着一个衣柜。 

3) *我的家乡有山水有情的风景。 

以上的三个例句中都是偏误中的其他成分。如例(1)当中的“宋”，这种情况是属于不知道外国留学

生想表达什么，或者是字写错了；例(2)中也许是字写错了，对于外国留学生想表达的东西也是模糊的；

例(3)中存现句的结构完整，但是外国留学生想表达的事物是模糊的，句子不通，对于形容家乡和形容风

景没有一个准确的描写对象。 

3. 留学生学习存现句出现的偏误成因 

3.1. 母语负迁移 

母语负迁移是指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由于母语的干扰，对现在的学习产生了一种阻碍

现象。在日常运用到语法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将这种错误带出来，成为习惯。偏误是成规律的，与失

误不同。偏误不是单独存在的，是与学习者的母语有密切的联系。 
汉英语序不同。 

*什么你要买？ 

建议答案：你要买什么？ 

以上这个例句就是由于汉语和英语学习者的语序表达不同，“What do you want to buy?”这个是英语

是正确语序，翻译过来就是“什么你要买”，这种情况学习者就是完全按照自己国家的语序讲出来，因

此产生偏误。 

3.2. 目的语泛化 

目的语泛化是指当学习者把他所学的知识，不论是掌握的还是生疏的，都用一种类推的方式和办法

用在了不适当的新目的语上，这种现象也叫过度泛化或者过度概括。 

*举办奥运会有很多好处，那就是我的看法。 

建议答案：举办奥运会有很多好处，这就是我的看法。 

在英语中，“这”、“那”是有分别有它们对应的英语单词，前者的是“this”，意思是“这个”，

表示近指；后者是“that”，意思是“那个”，表示的是远指。所以，以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常常不分“这”、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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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交际策略的影响 

在学习过程中，当学习者遇到一些难以理解的语法点时，语法复杂且难以理解的句子时，如：把字

句、被字句、兼语句、主谓倒装等等，他们会选择用简单的、简短的句子替代，这就是所谓的回避，想

避开一些很难掌握的句子。就像中国人学习英语语法和长难句的时候，尤其在写作文，通常都会选择一

些自己理解的句子。 

*这是树，这是马路，那是山……(看图说话) 

建议答案：图片里有好几颗树、一条马路，还有一座山。 

当学习者运用语法点时，但是看现在已掌握的知识点不足以来表达的时候，就会选择回避难点，选

择简洁易懂的方式。虽然第一种通俗易懂，但是建议答案中的句子更加通顺、流畅。 

3.4. 学习环境的影响 

学习存现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学生学习存现句之前，需要教师引导汉语学习者对主语、谓

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这些语法成分做好基础的功课，并且可以分清楚他们在句子中的主要作

用。还要熟练掌握方位名词、处所名词、量词、动词、趋向动词和趋向补语。如果初级学习者在学习存

现句时，在没有专业指导或者在没有第二语言学习环境的情况下，会出现大量的错误，大量的错误堆积

就会造成偏误，久之会造成“僵化”反应。 

4. 留学生学习存现句出现的偏误解决策略 

4.1. 情景法 

1) 看图造句： 
见下图 3，老师向学习者展示图片，接下来让学习者用存现句句式造句，如：桌子上有茶杯、墙上

挂着台灯、壁橱里有花瓶等。给出十分钟的准备时间。然后依次按照作为顺序让学习者回答。如果学习

者回答正确，那么就给出给予个小奖励，如果答错，就给予适当的引导，并且鼓励。这种解决策略更倾

向于初级学生，根据教师的提示一步一步进行。 
 

 
Figure 3. Practice diagram 
图 3. 练习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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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游戏法——你说我画 
将班里的学生分为若干个组，每组 4 人，其中两个人上去配合画画，另外两个人负责念老师提出的

问题，最后哪个组画的最接近原题给予小奖品，给另外的一组口头鼓励。这种解决策略更倾向于中级学

习者，而且是具备一定的汉语能力。如表 1。 
 
Table 1. Scene example sentence 
表 1. 场景例句 

场景一：1) 河口有很多船只，和很多行人。 

2) 教室里有很多人。 

3) 满院子是花草。 

4) 在这个地方有很多海报。 

场景二：1) 院子里的树上开满了樱花。 

2) 树上有一只鸟。 

3) 火车里有很多孩子。 

4) 在池塘里面开满了很多的荷花。 

 
4.2. 三阶段教学法 

从以上的图表中得知，留学生学习存现句过程中出现的偏误类型遗漏的是占比最大的，本文将会运

用三阶段教学法着重解决此问题。 
1) 第一阶段：“有”字句、“是”字句 
“有”字句是表示某个地点或者某个时间存在某个东西。处所词性名词 + 有 + 存现宾语，这里的

处所词可以再细分是时间名词、地点名词、处所代词或者方位词。但是除了特定的专有名词，地点名词

后需要加方位词“上、下、左、右”，如：胡同里、大门外、操场上。例句：教室里有很多人。 
“是”字句是表示某个时间或者某个地点存在已知的事物。处所词 + 方位词 + 是 + 存现宾语。如：

满院子是花草、那个地方是一个又美丽又巨大的图书馆。 
最后，让同学们练习“有”字句和“是”字句。首先，向学生们展示一张动画的海洋馆的地图，其

次让同学们用“有”和“是”造句。最后看图片，每个座位开始接龙，回答：海洋馆里()鲨鱼、鲸鱼馆的

前边()企鹅馆、企鹅馆里()几只企鹅、海豚表观的场地()很多人。 
2) 第二阶段：“着”字句、“了”字句和“过”字句 
“着”字句表示表示某人或某物保持某种状态的存在，这是在面熟一种状态的句子。处所词 + V 着

+ 存现宾语，例：那儿挂着很多衣服、我的床后边摆着一个衣柜。 
“了”字句表示动作一直持续的状态，有一些“着”字句和“了”字句相互替换。例：那儿挂着很

多衣服→那儿挂了一件衣服、我的床后边摆着一个衣柜→我的床后边摆了一个衣柜。 
“过”字句表示某个地方曾经出现某物，处所词 + V 过 + 存现宾语。墙上贴过一张海报。 
最后，让同学们练习“着”字句、“了”字句和“过”字句，并且填空，如：天空飘()一朵云、那儿

挂()一件衣服、我的床后边摆()一个衣柜。 
3) 第三阶段：小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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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课上所学的“有”字句、“是”字句、“着”字句、“了”字句、“过”字句写一篇小作文，

用这五个句型来描述自己的家乡。 

4.3. 任务教学法 

任务教学法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理念，在课堂上由教师提出学习任务，让每个

学生先自己动手完成，最后再由教师进行答疑，这样的教学方法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增强了

课堂的活跃性，最终学习者可以提升自主学习的能力。 
首先教师先像大家展示一张图片，并且出了几道判断题题；其次留给大家 15 分钟的时间思考并回答；

最后教师给出正确的答案，做出最后的答疑。 

5. 结论 

汉语中的存现句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句式之一，由于结构特别，所以使大多数外国留学生在学

习的过程中出现许多偏误。本文从全球中介语料库中找出部分留学生在学习存现句时所出现的问题，并

按照学习者学习存现句偏误的类型来研究，分别从错序、遗漏、误加、误代入手，并且把每个类型该出

现的情况都细致的研究，如遗漏中的主语残缺、误加当中的谓语多余。接下来从偏误的来源入手，最后

提出了相应的情景法教学，利用一些游戏增强课堂活跃气氛，在“做”中“学”。 
同时，文本还有不足之处，首先就是资料有限，只能从语料库中摘取，由于语料库中的学生背景复

杂，身边没有相应的调查对象，所以无法精确地得出偏误原因；其次，研究对象局限于存现句中的存在

句；最后，本文的存现句偏误研究能力有限，有待提高。因此，以后我会更加努力提升自己的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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