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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收集了15篇广西高校越南中高级水平汉语学习者作文语料，考察语篇衔接中连接成分的运用情况。

数据显示：因果连接成分数量最多，转折和递进次之，时间连接成分最少。学习者转折连接手段正确率

最高，其次是因果和递进，时间连接成分最低，其连接成分偏误类型主要是误代和遗漏。研究发现，造

成学习者连接手段使用偏误的原因有母语影响、目的语影响、学习者情感及回避策略。最后，本文提出

教学建议，以期提高越南留学生的汉语学习效率，并为国际中文教师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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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llects 15 pieces of composition corpora of Chinese learners at intermediate and ad-
vanced levels from Vietnam in Guangxi universities, and examines the application of conn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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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s in discourse cohesion. The data show that causal connective elements are used in the larg-
est quantity, followed by adversative and progressive connective elements, and temporal connec-
tive elements are the least. Learners have the highest accuracy rate of adversative connection means, 
followed by causal and progressive connective elements, and temporal connective elements have 
the lowest accuracy rate. The main types of errors in connective elements are substitution and omis-
sion. Th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reasons for learners’ errors in using connection means include 
the influence of their mother tongue, the influence of the target language, learners’ emotional fac-
tors and avoidance strategies. Finally,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eaching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im-
prove the Chinese learning efficiency of Vietnam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provide guidance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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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语言学界越来越关注对汉语学习者语篇衔接手段的研究。衔接手段运用的意

义在于把零散的句子组成一个整体，从而形成能够表达完整意义的语篇。如果没有衔接手段，句子之间

是分散的，前后并无逻辑关系，无法形成能够表达清晰完整意义的语篇。学者们对衔接手段的整体分类

并未形成统一观点，大体上语篇衔接手段主要有连接成分、照应研究、词汇研究、替代研究等。其中，连

接成分又被称为“逻辑联系语”“关联成分”。有了连接成分，人们可以了解句子之间的语义联系，甚至

可以经前句从逻辑上预见后续句的语义[1]。连接成分主要有因果、递进、转折和时间连接成分。 
我们在汉语教学过程中发现，中高级水平汉语学习者的写作能力出现断层落后其口语能力的现象，

尤其在写作过程中，出现诸多连接成分使用不当问题。本文通过调查越南中高级学习者语篇衔接——连

接手段的习得情况，深入探究产生偏误的原因，有助于丰富汉语教学语篇相关研究，为教师授课提供参

考，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连接成分的使用特点，提高教学效率。 

2. 研究方法 

本文收集到 15 篇(每篇不少于 80 个字)越南中高级汉语水平学习者的作文语料，写作主题选自 HSK
真题“节日庆祝”与“学习生活”，并运用数据统计法、描写分析法，对学生作文中涉及因果、转折、递

进、时间连接成分的偏误进行归类分析。 
此外，文本采用问卷调查法，对这 15 位汉语学习者发放问卷，并收回有效问卷 15 份，对他们的写

作习惯、写作动机、写作难点展开调查，最后根据调查结果进行面对面访谈，探讨学习者产生的偏误原

因。受访对象均为广西高校在读大学生，其中男生 4 人，女生 11 人，汉语水平 HSK4 级 6 人，HSK5 级

9 人(见表 1)。  

3. 调查结果及分析 

语料显示，学习者主要使用因果、转折、递进和时间连接手段(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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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situation of the survey subjects 
表 1. 调查对象汉语学习情况 

序号 年龄(岁) 性别 学习汉语时长(年) 汉语水平 

1 21 女 2.5 HSK4 

2 22 女 4 HSK4 

3 24 女 4 HSK5 

4 20 女 3 HSK5 

5 19 女 2 HSK4 

6 22 女 2.5 HSK4 

7 22 女 2 HSK4 

8 23 男 3 HSK5 

9 22 男 4 HSK5 

10 21 女 3 HSK5 

11 19 女 2.5 HSK4 

12 24 女 5 HSK5 

13 24 女 3 HSK5 

14 25 男 3 HSK5 

15 22 男 4 HSK5 

 
Table 2. Usage of connection means 
表 2. 连接手段的用情况 

连接手段 使用总数 正确数量 正确率 偏误数量 偏误率 

因果 27 16 59.26% 11 40.74% 

转折 20 13 65.00% 7 35.00% 

递进 19 11 57.89% 8 42.11% 

时间 11 5 45.45% 6 54.55% 

3.1. 因果连接成分习得情况 

在收集到的语料中共统计出 27 个运用因果连接手段的例句，其中正确句子 16 个，占比 59.26%，错

误句子 11 个，占比 40.74%。 
正确例句如下： 

(1) 我很久不回家了，所以我要在元旦前回一趟家。 

(2) 我喜欢这个节日，因为这是新年的开始。 

例(1)中后句表明结果，并在前句指明了自己要在元旦前回家的原因，例(2)中后句解释了自己喜欢这

个节日的原因。 
错误例句如下： 

(3) *为什么要学习汉语，(因为)我从小对汉语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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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于我因为喜欢表演节目，所以我喜欢过新年。 

例(3)错在因果连接词“因为”的遗漏，例(4)是因果连词的误加，“由于”“因为”都表示原因或理

由，删去“由于”。 

3.2. 转折连接成分习得情况 

在收集到的语料中共统计出 20 个运用转折连接手段的例句，其中正确句子 13 个，占比 65.00%，错

误句子 7 个，占比 35.00%。 
正确例句如下： 

(5) 我想准备一些礼物送给父母，可是不知道买什么好。 

(6) 虽然元旦不能和家人一起过节，但我也很高兴。 

例(5)用了“可是”表示轻转，例(6)用了“虽然……但”，都体现了句意发展的转变。 
错误例句如下： 

(7) *因为我汉语口语不太好，但是老师很有耐心。 

(8) *我很紧张，(但是)这次表演很顺利。 

例(7)是对“虽然”的误代，应该是“虽然我汉语口语不太好，但是老师很有耐心”。例(8)是“但是”

的遗漏，前一句“很紧张”和后一句“很顺利”句意上有转折逻辑关系。 

3.3. 递进连接成分习得情况 

语料中共有 19 个运用了递进连接手段的例句，其中正确句子 11 个，占比 57.89%，错误句子 8 个，

占比 42.11%。 
正确例句如下： 

(9) 他们非常开心，还不停地夸我又美又善良。 

(10) 姐姐不但长得漂亮，而且很善良。 

例(9)单用“还”表示递进语义，例(10)用“不但……而且……”直接表明姐姐的人物形象特点。 
错误例句如下： 

(11) *我们想学不仅中国画，还想学中国功夫。 

(12) *报名不仅有机会展示自己，而有礼物送。 

例(11)属于错序偏误，“不仅”和谓语部分错位，应该是“我们不仅想学中国画，还想学中国功夫”。

例(12)错在误代，应用“而且”但误用了“而”，“而”有丰富的连接意义，如并列、转折、承接、修饰

等。原句想表达的语义是“不仅能够展示自己，还能得到礼物”，应用“而且”。 

3.4. 时间连接成分习得情况 

语料中共有 11 个运用了时间连接手段的例句，其中正确句子 5 个，占比 45.45%，错误句子 6 个，

占比 54.55%。 
正确例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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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回家之前，我想准备一些礼物给父母。 

(14) 去年元旦，我去了昆明参加比赛。 

例(13)时间连接词“之前”表明在回家时间点之前，作者有了买礼物的想法。例(14)开篇点明事件发

生的时间背景，是去年的元旦。 
错误例句如下： 

(15) *他(先)到书店，我(后来)去了书店，我迟到太久了。 

(16) *她要回家读书了，然后我们再也没有见了。 

例(15)时间连接词“先”“后来”的遗漏，影响句意的传达，补充完整后，能使读者了解原意。例(16)
应用“后来”误用了“然后”，属于误代。 

纵观本文统计的所有连接成分习得情况，因果连接成分数量最多，转折和递进连接成分次之，最后

是时间连接成分。学习者运用转折连接手段正确率最高，达 65.00%。然后是因果和递进连接成分，正确

率为 59.26%和 57.89%，最后是时间连接成分，正确率为 45.45%。学习者使用连接成分的偏误类型主要

是误代和遗漏。 

4. 偏误原因调查与分析 

4.1. 母语影响 

留学生语篇衔接偏误的形成受其母语的影响。“母语负迁移”指母语对留学生在汉语语篇衔接学习

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这是造成留学生在语篇写作时产生偏误的最主要原因[2]。参与此次调查测试的学

习者水平在 HSK4-5 级之间，他们的母语都是越南语。越南留学生现在使用的越南语文字是由法国传教

士编写，殖民时代由法属印度支那当局推行，越共承认的唯一合法文字。虽然曾经越南的语言受汉语的

影响很大，通行过喃字。但 19 世纪之后，由于历史原因越南人开始使用“国语字”书写。学习者在学习

汉语时难免会受母语影响，母语和目的语差别会给他们带来干扰。调查问卷显示，60%的学习者仍在用母

语思维写作，仅有 1 位学生能习惯用汉语思维进行思考(见表 3)。 
 

Table 3. Survey on the influence of mother tongue 
表 3. 母语影响调查 

Q1：您写作习惯用汉语思考，还是用母语思考？(单选) 

汉语 1 6.67% 

母语 9 60.00% 

汉语和母语一起用 5 33.33% 

 
80%及以上的学习者认为用母语写作和汉语写作相比，词汇、句法存在很大区别(见表 4)。 

 
Table 4. Survey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writing and native lan-
guage writing 
表 4. 汉语写作与母语写作区别调查 

Q2：您觉得汉语写作和母语写作在哪方面有很大区别？(可多选) 

词汇运用 13 8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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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句法规则 12 80.00% 

写作结构和写作思路 7 46.67% 

 
在写作过程中，越南汉语学习者会混淆汉越对应词的使用范围。比如越南语中的“sau này”，可以

表达将来的时间，也可以表达过去的时间(前后两个时间间隔时间较长)。这就和汉语中的“以后”和“后

来”用法重合了，所以在表示时间连接成分时，学生会混用“以后”和“后来”，学习难度相当高。越南

词“sau này”兼有汉语词“以后”“后来”的含义，即第一语言的一个语言点对应于第二语言的两个语

言点，这属于布拉图“困难层次等级”中的第六级[3]。 

4.2. 目的语影响 

目的语本身的难度影响学习者的掌握程度，这就要涉及到自然度因素，一个语言点形式与意义的对

应关系是否简单明了，会影响学习者对它的认知与习得[4]。 

例(16) *她要回家读书了，然后我们再也没有见了。 

应该使用“后来”误用了“然后”，属于误代。“后来”和“然后”对于越南学习者来说是易混淆

点，前者是时间名词，后者是连词[5]。二者的区别如下(见表 5)： 
 
Table 5.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ater” and “then” 
表 5. “后来”和“然后”的区别 

后来 然后 

时间名词 连词 

指在过去某一时间之后的时间 表示某一动作或情况发生后，接着发生另一动作或情况 

强调时间的先后 强调动作或情况发生的顺序 

只用于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 用在过去、将来 

一般与“开始”“起初”等词语相对应 一般与“先”“首先”等词语相对应 

4.3. 情感因素 

态度和动机等情感方面的人格特征与学习的效率和效果会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态度指为目标努力

时表现出来的持久性。笔者发现态度认真(书写整洁、完成速度快)的学生使用连接成分的正确率越高。动

机分为工具型动机和融入型动机。工具型动机是指把第二语言用作工具的实际目的，如查阅资料，进行

研究，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等。融合型动机是指为了跟目的语团体直接进行交际，

与目的语文化有更多的接触。此次的调查结果显示一半以上的学生持工具型动机，学习写作是为了提高

自己的汉语水平，增加就业优势(见表 6)。与其他学生相比，这 11 位学习者的写作词汇选用更加准确，

语法错误更少。 
 

Table 6. Research on writing motivation 
表 6. 写作动机调查 

Q3：您写汉语作文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可多选) 

完成作业，获得好成绩 7 4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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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提高汉语水平，增加就业优势 11 73.33% 

记录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3 20.00% 

跟其他人交流 5 33.33% 

4.4. 回避策略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没有系统学习过汉语写作知识，对于自己所运用的连接

成分并未清晰系统地掌握(见表 7)。 
 

Table 7. Survey on systematic learning of Chinese writing 
表 7. 系统学习汉语写作调查 

Q4：您有系统地学习过汉语写作吗？(单选) 

有 6 40.00% 

没有 9 60.00% 

 
9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出现很多句法错误”是自己写作时遇到的最大困难，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

自己的写作水平主要受制于词汇量的缺乏(见表 8)。 
 

Table 8. Investigation of writing difficulties 
表 8. 写作难点调查 

Q5：您在写作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可多选) 

缺乏词汇量 8 53.33% 

出现很多句法错误 14 93.33% 

没有写作思路 7 46.67% 

不能确定写作主题 3 20.00% 

作文结构混乱 2 13.33% 

 
在和受访者面对面交流中，笔者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口语能力远超书写能力，他们起初并不情愿完成

当场测试的写作任务，对于写作有畏难心理。在统计时，大多数学习者会使用到因果、转折、递进和时

间连接成分，也有其他少数学习者使用了并列、目的、假设等逻辑连接成分，但因为数量极少，本文未

尽分析。大多数学习者由于句法错误多和词汇量缺乏的原因，对汉语写作产生了畏难心理，从而采取回

避策略，尽可能逃避写作任务，或者在写作中惰于思考，没有将口头表达到的连接成分展现在书面上。 

5. 教学建议 

5.1. 重视反馈 

教师要想帮助学生顺利克服中介语现象，先应区分学生的错误和偏误，偏误是学习者无法自纠，屡

教屡错的过错。对于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偏误情况，要专门在作文讲评课上解释清楚，把重点放在那些频

率高或者是新出现的错误[6]。如给越南学习者区分“以后”“后来”“然后”，可以先将他们母语中的

“sau này”和“以后”“后来”区分开，阶段性教学。根据本文统计的所有连接成分习得情况可知，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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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习者能够较为熟练运用因果、转折、递进连接成分，之后应更加重视时间连接成分的运用，教师可

以在课堂讲解时通过时间线索梳理阅读、写作的脉络，让学习者有意识使用时间连接成分，让自己的作

文更连贯通顺。 

5.2. 由浅入深 

目前，汉语教材中针对连接成分内容的练习较少，教师应依据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给学

生补充相应的练习题，常见的练习方式有合并句子、排列顺序、关联词填空等[7]。教师可以在学生练笔

前，先前给学生一些关键词、连接成分、短句让学生选用，解决下笔难的问题。平时教学中，教师选取课

文中运用了连接成分的片段，打乱句子顺序，让学生排序，或隐去某些连接词，让学生填空等。另外，教

师要根据课文对语篇衔接手段的习得要求，布置有针对性的语篇作业，选取 2~3 个连接成分，这样教师

在批改作文时能够针对性纠正学生连接成分使用错误点。讲评反馈抓关键时机，最好在第二课时。在讲

评作文时，教师要重视培养学生对汉语语篇的语感，树立正确的语篇衔接意识。 

5.3. 以学生为中心 

学习者的写作态度和写作策略对于学生汉语语篇能力的提高尤为重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

生对汉语写作建立起积极的态度[8]。对外汉语写作教学要想取得良好的成效，学习态度是应该引起重视

的首要因素，教师要时刻鼓励学生，询问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作为练习主题，想方设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可以利用一些包含丰富逻辑关联成分、内容诙谐幽默的短文，让学生有意注意句子与句子间的逻辑关系，

慢慢形成“框架感”。教师的热情指导、积极反馈有利于学习者良好的学习态度的形成和保持。 

6. 小结 

本文整理分析了 15 位越南中高级学习者作文语篇连接成分的习得情况，并根据他们的测试结果进行

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统计数据表明：因果连接成分数量最多，转折和递进连接成分次之，最后是时间连

接成分。学习者转折连接手段正确率最高，其次是因果和递进，时间连接成分最低，其连接成分偏误类

型主要是误代和遗漏。调查结果显示，越南语和汉语中有相似的连接成分对应词，这会给学习者造成干

扰。此外，学习者的写作动机和写作策略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因此，国际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坚

持循序渐进教学原则，针对汉语学习者掌握不佳的特定连接成分进行重点讲练，及时解答学生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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