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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义词“还有”是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重点词汇之一，在留学生进行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能够正确

地使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笔者根据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中“还有”的语料内容，采用定量定性

的研究方法研究了留学生使用“还有”时所产生的偏误情况。本文把分析偏误类型分为“误代、误加、

遗漏”三种情况，并进一步分析偏误产生的原因，从而帮助留学生更有效地习得“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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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lysemous word “Hai You” is one of the keywords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
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it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correct use of foreign student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corpus content of “Hai You” in the global Chinese Inter-
language Corpus, the author use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study the errors 
made by foreign students when using “Hai You”. In this paper, the types of analysis error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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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ded into three situations: “wrong generation, wrong addition and omission”, and the causes of 
errors are further analyzed, so as to help foreign students acquire “you” more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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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副词“还”和动词“有”组合而成的多义词“还有”，根据《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2021)，
可以了解到其被列为一级词汇，是留学生在初步进行汉语学习时就应该学习并掌握运用的词汇[1]。但是由

于“还有”不仅具有副词属性，同时还具备了连词属性，因此其词义以及语用等各个方面有所差异，这间

接致使留学生在实践与实际运用的过程中出现偏误的情况时有发生。所以本文将先对“还有”进行语法分

析，在此基础之上，将全球中介语语料库中留学生“还有”的偏误实例作为语料来源，采用定量定性的研

究方法，借用偏误理论对“还有”出现的多种偏误情况进行研究，分析其成因并提出建议。 

2. “还有”的语法分析 

多义词“还有”是汉语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所使用的高频词之一，它有多个义项[2]。根据语义及句

法层面，可以分为如下几个类别： 

2.1. 作为副词“还有” 

根据现代汉语第七版从语义上看，“还有”是由副词“还”和动词“有”凝结而成的复合副词，以副

词“还”为主要语义成分[3]。“还有”在《现代汉语虚词》中的释义可以概括为：① 表示除了已经提到

的内容之外还存在其他内容，或表示状态的延续，意为“除了……之外还有”、“仍然有”。② 表示递

进关系，用来连接句子或句子成分，意为“并且”、“而且”[4]。 
从句法上看，“还有”通常位于句子内部，用来修饰或连接动词、名词或其他句子成分。有时也可以

置于句首，用于强调信息的焦点，例如： 

(1)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食材，还有就是需要购买一些调料。 

(2) 旅行计划里包括参观博物馆，还有品尝当地美食。 

(3) 还有，别忘了明天早上八点的会议。 

2.2. 作为连词/关联词的“还有” 

从语义上看，相较于副词“还有”，“还有”在某些语境下可以起到连接句子成分的作用，类似于连

词的功能。这种用法中的“还有”侧重于表示递进关系，连接两个并列的句子成分，表明后者是对前者

的补充或进一步说明。例如： 

(4) 他是个画家，还有他也是一名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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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家餐厅的食物很好吃，还有服务也特别周到。 

(6) 她是个很有才华的艺术家，还有她的作品多次获奖。 

从句法上看，“还有”作为连词或关联词时，主要用于连接句子或句子成分，表达递进关系。它通常

用于陈述句中，用来添加额外的信息或补充说明，例如： 

(7) 他喜欢阅读历史书籍，还有研究古代文化。 

(8) 我们讨论了项目的预算问题，还有时间安排也很重要。 

(9) 她不仅擅长画画，还有音乐方面的天赋也十分突出。 

2.3. 作为状中结构的“还有” 

“还有”还可以被看作是临时性搭配的一个状中结构，由副词“还”和动词“有”组成。临时搭配的

特性导致副词“还”的语义指向变化会引起“还有”的语义变化[5]。“还”的语义辖域是动词“有”时，

在这种环境下，“还有”需要一个预设为上文直接或间接包含“有”的概念。例如： 

(10) 没关系，不知道就对。除了我自己，我也不知道还有谁写东西。 

“还”指向名词性补语成分时，“有”是及物动词，其后面的名词性补语便成为“还”的指向对象，

句子预设也随之发生变化。例如： 

(11) 我还有三块钱。 

上述句子当重音在“三块钱”上时，“还”在语义上指向“有”；当重音在“还”上时，“还”在语

义上指向“三块钱”，句子的预设是“我已经有钱”，“三块钱”是增量。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还”

的语义指向的变化会引起句子意义的变化。 
综上所述，通过对“还有”的语法探讨，我们可以对“还有”的本体知识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无

论是作为副词、连词/关联词还是短语结构，“还有”都在汉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用于表示除了已经提

到的内容之外还存在其他内容，或者用来连接句子成分以表达递进关系[6]。 

3. “还有”的偏误分析 

本文采用定量定性的研究方法，运用统计学方法收集数据对“还有”在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中的

偏误情况进行统计、量化分析，并对其结果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和解释，具体情况如下。 

3.1. 语料来源 

笔者从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中，用“还有”为关键词，从中介语熟语料中进行检索，共获取 11,135
条语料。本文通过随机程序随机下载当中 300 条语料进行研究分析，去除两条重复语料以及正确语料，

共获取 28 条偏误语料，偏误率为 9.3%。 

3.2. 偏误种类 

有关偏误种类的分类，本文借助鲁健骥先生所使用的分类方法，结合实例语料，把偏误分成为遗漏、

误加和误代三种类型[7]。根据这一理论对上述 28 条偏误条例进行探究分析，经过人工筛选与统计得出的

表层数据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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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Errors of “Hai You” in the global Chinese interlanguage corpus 
表 1. 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中“还有”的偏误情况 

偏误类型 偏误数量 偏误率 

遗漏 3 0.9% 

误加 5 1.5% 

误代 20 6.9% 

总计 28 9.3% 

 
由表 1 可知，留学生在使用“还有”进行表达时，出现误代的偏误次数最多，其次是误加偏误，遗

漏偏误类型出现的次数最少。为了进一步分析两种词性的偏误差异，笔者将上述 28 条语料细化分类，得

出数据如表 2 所示。 
 

Table 2. Errors of adverb “Hai You” and conjunction “Hai You” 
表 2. 副词“还有”与连词“还有”的偏误情况 

偏误类型 偏误数量 偏误率 

遗漏 3 0.9% 

误加 5 1.5% 

误代 20 6.9% 

总计 28 9.3% 

 
通过分析表 2 数据可知，副词“还有”的偏误数量比连词“还有”的偏误数量要低，这是由于随着

语言逐渐语法化、主观化不断的发展，在日常工作生活的交际过程中，使用连词“还有”的频率变得比

副词“还有”的频率高，因此偏误的概率也随着更高。 

3.2.1. 遗漏 
遗漏是指在句子中应该使用“还有”，却没有使用，因而造成了成分残缺和表意不明确的状况。在

筛选出的 300 条语料中，副词“还有”出现两条偏误，连词“还有”出现一条偏误。如下： 

(12) 嗯，我回国[CQ 还有]不到两个月。 

(13) 我学习中国历史文化，儒学，贸易，[CQ 还有]别的课程。 

例(12)句若不加“还有”，表达的是一种客观的事实，表述意思为已经回国，并在国内不到两个月的时

间；若加上副词“还有”，那么表述人想表达的意思是，他目前还没有回国，离回国的时间还有不到两个月

的时间。这里是对“还有”持续义的遗漏。例(13)句的偏误出现为表达连续且并列的名词时，倒数第一个和

倒数第二个名词之间需要使用连词来进行连接，这样使用是出于明确并列关系、避免歧义、遵循语法规范和

提高句子可读性的目的。如此可以使句子的结构更加清晰，避免产生误解，同时也符合汉语的语言习惯。 

3.2.2. 误加 
误加是指在句子中添加了原本不需要的成分，使句子出现杂糅和语义不同的情况。对 300 条语料中

出现的 5 条副词“还有”的偏误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此偏误的出现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不符合语法规

范直接增加的情况，在现代汉语的使用过程中，副词主要的作用是用来修饰限制动词，一般不用来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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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词成分。如例(14)句子中出现的“在故事书里”属于介词结构，一般不用还有使用。再如例(15)句子中

形容词美丽前面已经有副词“多么”进行修饰，并且句子中没有持续和选择义，因此不必要再增加“还

有”，为避免句子杂糅，应当删去“还有”。第二种情况是语义表达不明从而进行了误加，如例(16)句子

中，原句语义本身完整，加上“还有”反而将句子的句义变得模糊不清，因此也应当删去“还有”[8]。 

(14) [CD 还有]在故事书里出现了许多我熟悉的任务和内容。 

(15) 这[CD 还有]多么美丽啊！ 

(16) 全北大学是[CD 还有]很好很大的大学，我在全北大学学中文还有韩语。 

3.2.3. 误代 
误代指的则是两个意义相似或者相近的语法单位出现混淆，应当使用甲词时却使用了乙词从而产生

的偏误。通过人工的分析与统计，作为副词的“还有”常常与“还”和“也”发生误代的情况。由于“还

有”是由副词“还”和动词“有”跨层共现连用虚化而成。两词在句法和语义上的相似处，导致留学生在

实际运用中出现混淆[9]。 

(17) 那个时候他需要复习功课准备考试，但是他还有[CB 还]跟我们一起娱乐。 

(18) 我的成绩没有一点儿进步，学习了基础内容之后也[CB 还有]没变化。 

例(17)句子中为“还有”和“还”之间的误代，使用者把“还有”误代为“还”，这里的“还”表述

的是范围之外的补充，表明他不仅需要复习功课，还跟我们一起进行娱乐。 
例(18)句子则是“还有”和“也”之间产生了误代，使用者本意表达的是学习基础之前和之后的成绩

都没有产生变化，“还有”强调持续性，而“也”强调的是类同，这里的误代表明使用者对两者词义的持

续性和类同把握不到位。 
而作为连词的“还有”则通常与“而且”和“另外”发生误代的情况。其中与“而且”发生误代的频

率最高。 

(19) 在那里看的全景很美丽，可以知道韩国真正的美，还有[CB 而且]我冬天去全州时，韩屋的屋顶都有雪，下

雪后的全景非常壮观。 

(20) 还有[CB 另外]每个星期二我跟中国朋友们一起去操场踢足球。对我来说，踢足球以后跟中国朋友们一起喝

酒聊天儿，是最快乐的事。 

大部分的偏误出现在“还有”和“而且”之间的使用。连词“还有”表示补充的并列递进，就是除此

之外，还存在其他方面。但“而且”还表现出转折义，两者略有不同。例(19)句子中是“还有”和“而且”

之间的误代，说话者本意是不仅可以在此地知道韩国的美丽，还可以感受到壮观的雪景，这之中包含了

转折的语义，而使用“还有”则无法体现出原本表达的意思。例(20)句子中是“还有”和“另外”之间产

生了误代。本意表达除其他情况，还喜欢和朋友踢球，不强调持续义。此处误代体现出留学生对这两者

词义理解还不到位。 

4. “还有”的偏误原因分析 

通过对“还有”语法意义上的总结与偏误语料实例的分析研究，笔者认为“还有”产生偏误的原因

有多种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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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语义、语法把握不足 

“还有”在语义和句法功能上有一定的复杂性。从语义方面来看，“还有”是从副词“还”中逐渐脱

离并与动词“有”经过语法化发展而来的。它在保留了副词“还”词性的基础之上，还增加了连词的词

性。并且它的各项义项之间虽有联系，但有明显的差异性，因此留学生习得“还有”具备一定的挑战和

困难。从句法功能角度来看，由于连词“还有”作为经过短语词汇化固定下来的新型用法，本身的特点

和用法都还有待探究，不仅存在如何区分副词“还有”和连词“还有”的问题，还存在着连词“还有”到

底与其他连词有何种区别的问题，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4.2. 母语和目的语的干扰 

当学习者不能完全掌握一个词语的语义和语用时，大部分会采取回避策略。当不得不使用时则会选

择自己母语或目的语中熟悉的其他词来代替陌生词的使用，从而造成偏误。笔者在整理语料库中的实例

时发现，如果留学生的母语中没有与“还有”相似的表达方式，他们可能会在使用“还有”时感到困惑或

不确定其正确用法而使用“还”和“而且”等相似的简单词，例如上述(19)所表达的内容。即便学生的表

达有误，但大体不会影响信息的传递、接收和交际，因此学生更倾向于在输出时使用自己熟悉的词，对

陌生词进行回避，不会进一步考虑陌生词的用法是否正确，也不会考虑陌生词是否在当前语境中的使用

是否合适，这也是造成“还有”偏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4.3. 汉语作为目的语语言输入不足 

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在讲解词汇时，一般都会采用直接翻译的方法，用学习者母语中的某

一个词语来和目的语中所学词语进行对应，虽然这可以帮助学习者快速的学习词语，但这也导致学习者

可以接触的目标语言输入量不足，尤其是在自然语言环境中使用“还有”的实例较少，学生本身对“还

有”的理解和把握也不足，同时忽视了不同语言的语义和用法不完全对等的特点从而出现偏误现象。 

5. 解决策略与建议 

根据上述偏误分析所产生的原因，为减少学习者学习“还有”时产生偏误，针对语义语法把握不足，

我们应当首先加强语义和语法教学详细讲解，教师在教学讲解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详细解释“还有”的

语义和语法功能，包括它的不同用法和含义，譬如语义包括“还有”表示事物存在的延续或补充。比如

“我有一个苹果，还有一个橘子”，这里强调除了已经提到的“一个苹果”之外，另外存在“一个橘子”。

还可以表示未列举完的事物。例如“教室里有桌子、椅子，还有很多教学用具”，暗示还有其他未具体说

明的教学用具。还需要解释其何时作为副词使用，何时作为连词使用。当作为副词使用时，可以表示另

外有所补充。例如：“他不仅会说英语，还有法语也说得很流利。”这里“还有”修饰后面的“法语也说

得很流利”，强调在会说英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能力。也可以用在疑问句中加强疑问语气。如“你还有

什么问题吗？”强调询问是否存在其他问题。当作为连词时，连接并列的成分。如“他喜欢运动，还有她

也喜欢运动。”连接“他喜欢运动”和“她也喜欢运动”两个句子，表示并列关系。还可以在连接因果关

系的句子时，起到进一步说明的作用。例如“他学习很努力，还有他的方法也很正确，所以成绩一直很

好。”这里“还有”连接前后两个原因，共同导致“成绩一直很好”这个结果[10]。其次进行对比教学，

将“还有”与“还”、“而且”等相似词汇进行对比教学，突出它们之间的区别，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

掌握“还有”的用法。还可以强化语用意识，进行语用指导，在课堂上提供多种不同的词语使用场景，教

授学生如何在不同语境中恰当地使用“还有”，包括语用功能的讲解。 
针对母语和目的语的干扰，我们可以进行文化背景介绍，介绍与“还有”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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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还”和“有”两个词组合二来的词，帮助学生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含义。并进行定期的评估与反

馈，定期对学习者进行测试和写作练习，安排写作训练，让学生在写作中使用“还有”，并通过教师的反

馈来纠正错误，从而检查学习者对“还有”的理解和使用情况。分析其偏误原因是由于母语还是由于目

的语干扰形成的，进行因材施教。除此之外针对学生在使用“还有”时出现的偏误，教师应提供及时、具

体的反馈，并指导学生如何改正。 
针对目标语言输入不足，我们可以提供丰富的语言输入，首先鼓励学习者进行自主学习，比如使用

语言学习软件，推荐学生使用语言学习软件或应用程序，这些工具通常可以提供大量的语言输入和练习

机会[11]。其次进行课外阅读，鼓励学生进行课外阅读，尤其是阅读地道的汉语材料，比如白话文版本的

四大名著等等文学作品，以增加目标语言的输入量。还可以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材料并进行情景模拟，使

用多样化的教学材料，如视频、音频、图片等，让学生在真实语境中接触到“还有”的使用。通过情景模

拟的方式，让学生在模拟中国传统节日的真实语境中练习使用“还有”，提高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最

后可以进行互动练习，设计互动性强的练习活动和跨文化交际训练，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让学生

在交流中使用“还有”，并进行实际交际练习，模拟跨文化交际场景，让学生在实际交流中使用“还有”，

增强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 

6. 结语 

在本文中，我们借助了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语料实例对“还有”所产生的偏误进行了探究分析，

通过分析语料实例并进行偏误分类，笔者发现学习者在习得“还有”时出现的偏误种类主要包括遗漏、

误加和误用这三类。除此之外，本文还探究了产生这几种偏误的原因，并基于语义、语法把握不足，母

语和目的语的干扰以及目标语言输入不足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还有”教学提出了些许针对性建议，以

期提升教学效果，减少学习者习得“还有”时的偏误，为国际中文教育和传播中华文化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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