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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概数词语在生活中常用来表达模糊的数量、时间、年龄。但是由于语系的不同，留学生在习得汉语概数

表达方式时容易产生偏误，这就决定了针对现代汉语概数表达方式教学的必要性。本文通过统计《国际

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和《新汉语水平考试词汇大纲》中概数词的分布情况，总结出现代汉语中

常用的概数表达方式，然后通过HSK语料库搜集整理了留学生在概数表达习得过程中产生的偏误，并从

主客观等多方面分析其偏误产生的原因，以期对留学生概数表达方式的习得有所了解，最后提出相对应

的教学建议。希望本文的一二见解可以更好地丰富对外汉语教学内容，对留学生习得概数表达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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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 often use approximate numbers to express fuzzy number, time, age and so on. However, 
due to the different language families, foreign students are prone to errors in the acquisi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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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ximate number expression, which determines the necessity of teaching approximate num-
ber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distribution of approximate 
number words in Chinese Proficiency Grading Standards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
cation and Vocabulary Outline for the New HSK, and summarizes the common expressions of ap-
proximate numbers that foreign students can acquire and the conditions for their use. The author 
also collects the types and causes of biased errors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approximate numbers 
through HSK corpus, and raises some relative teaching suggestions. The author hopes that this paper 
can enrich the conten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provide some reference in 
terms of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ing ideas and teaching methods. The author also hopes that this 
study can help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cquire the ways of expression of approximate number, re-
duce their grammar errors, and better assist them in learning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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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们在生活中常使用概数词语来表达模糊的数量、时间、年龄。但是由于语系的不同，留学生在习

得概数表达方式时容易产生偏误，这就决定了对外汉语概数教学的必要性。本文对汉语中常见的概数表

达方式做了一个归纳整理，并且将理论研究的成果与教学实践相联系。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果教师没

有特意强调并着重讲解概数表达的相关知识，学生就会出现类似“我来中国已经两个几月了。”这种错

误表达[1]。所以本文希望总结出留学生可以习得的常用概数表达方式，并且分析留学生在概数学习过程

产生的偏误类型及产生偏误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对应的教学建议，以期对对外汉语教学有所帮助。 

2. 研究现状 

在概数表达的本体研究方面，学者们对概数的命名、性质、语义形式、句法和语用功能都进行了一

定的探讨。本文比较赞同张卫国、梁社会(2003)给概数下的定义：“概数，表示在数轴上一个指定区间中

的某一个数，这个区间在数轴上的位置一般由确数决定，区间范围由数助词或其他方法表示，概数词只

是人们表达概数的众多方式之一。”[2]概数词包括各种不同性质的词，例如疑问代词的“几”，方位词

的“上下、左右、前后”，助词的“来、多”，所以“概数”不是一类固定的词，不能归于数词中的一

类。本文把这种借助数词、助词、形容词和方位词来表达“大概、模糊、不确定的数量”的方式统一界

定为“概数表达方式”。 
概数表达方式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某一类概数表达方式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研

究和针对某一地区或某一国家的对外汉语概数教学研究两个方面。关于某类概数表达的研究，如李洋箔

(2022)基于 HSK 语料库对概数词“多”的偏误情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总结出多项偏误类型和偏误成因，

并且对概数词“多”的教学提出了相应的教学策略与案例设计[3]。关于针对某一地区或某一国家的对外

汉语概数研究，如李汝佳(2023)主要从概数词“几”和“多”的本体研究、教学实践研究和偏误分析这三

方面对该语法点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对泰国学生进行了教学实验，得出了教学顺序对概数词“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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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的教学效果没有很大影响，应使用现有的教材进行教学[4]。 
故此，本文发现无论是本体研究还是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较大的研究成果，但仍然具

有一定的不足之处。整体研究情况较为分散，缺乏系统性。少有专著或文章对概数表达方式的习得进行

综合研究或对多个相似概数词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整理。所以将理论研究的成果与教学实践相联系，将现

代汉语中较为常见的概数表达方式进行举例梳理，并分析留学生对其习得情况是十分必要的。 

3. 《等级标准》和《词汇大纲》中概数词的分布情况 

在生活中，我们使用概数表达方式时，除了数词连用外，另一种主要的方法就是在数词前后加上表

示概数的词语来构成概数表达[5]。鉴于这些词语在表达概数概念时的共性和重要性，本文统一将这些词

语称为“概数词”。值得注意的是，诸如“多”“两”这些词语，在概数义的发展过程中，这些词语用

于活用的情况比本身的用法更多。所以本文对《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以下简称《等级标准》

和《新汉语水平考试词汇大纲》(以下简称《词汇大纲》)中有关概数词的内容进行整理，进而选取较为常

用且有代表性的概数表达为例进行分析： 
通过对比表 1 和表 2，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等级标准》在概数词的收录上更加全面。不仅数量上

多于《词汇大纲》，而且在层级划分上也更为细致。本文选取一级词重合的部分，以“来、多、几、上”

四个常用的概数词为例，结合现代汉语语法规范，进行深入的例句分析，以展现概数词在汉语表达中的

丰富性。本小节的例句来源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下文缩写为 CCL 语料

库)。 
 
Table 1. Chinese proficiency grading standards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表 1.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等级 概数词 

一级词 多、几、快、来、两、上 

二级词 差不多、超过、近、可能、数、也许、以上、以外、以下 

三级词 把、大概、大约、前后、约、至少、左右 

四级词 以内 

五级词 不止、不足、大致、估计、上下 

六至九级词 若干、余 

 
Table 2. Vocabulary outline for the new HSK 
表 2. 新汉语水平考试词汇大纲 

等级 概数词 

一级词 来、多、几、上 

二级词 两、快、近、可能 

三级词 把 

四级词 大概、大约、左右、差不多、至少、超过、估计、也许 

五级词 不足、数 

六级词 若干、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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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来 

“来”之所以会语法化为概数词，是受到了“数日来”“数月来”“数年来”“十许年来”等结构

的影响[6]。 
例 1：学生才一万来人。 

3.2. 多 

“多”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概数助词，它对量词的限制性较小。 
例 2：赤眉军越打越强，发展到了十多万人。 

3.3. 几 

“几”不仅仅是一个疑问代词，在一些情况下也可以作为概数词，来暗示一个不确定的数量。 
例 3：几分钟后，他游出了 26 秒 12 的好成绩。 

3.4. 上 

“上”的语义和语用十分丰富，但是“上”作为概数表达的使用方式比较固定，主要是以“上 + 位
数词”的格式出现。 

例 4：这个国家有着上百万的人口。 

4.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使用了语料分析法。上文关于现代汉语的本体研究语料，主要来源于 CCL 语料库。下文的

偏误语料则来源于北京语言大学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下文则缩写为 HSK 语料库)，本研究通过对 HSK
语料库中特定概数词使用情况的深入分析，揭示留学生在使用这些概数词时出现的偏误类型及其成因。

为此，我们依次检索了字符串“来”、“多”、“几”、“上”，并经过严格筛选，排除了因错别字或

其他非概数义用法导致的偏误数据。随后，我们对筛选后的留学生语料进行了深入的归纳与分析，且选

取典型偏误语料作为例句，以说明研究结果。 

5. 研究结果 

通过对 HSK 语料库的深入检索，本文系统搜集了留学生在概数表达方面的偏误语料。根据语料的特

点，本文将其细分为“误加、误用、错序和遗漏”四种偏误类型，并进行了详尽的整理与分析。 

5.1. 误加 

误加也可以称作“多余”。主要是指在已有概数词的情况下，又使用了“左右”“前后”“上下”，

从而造成了语义冗余。 
例 5：我的两个朋友都二十多左右岁了。 
“数量词 + 多”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概数表达方式，但是在日常交际中，人们也经常出现“二十多岁

左右”这种冗余，所以对外汉语教师教学此知识点时应重点辨析。根据现代汉语语法规范，例 5 应将“左

右”删去。 

5.2. 误用 

误用又称为误代，是指使用了错误的并且不复合语法规范的数词或概数词。在使用概数表达时，意

义相近的概数词较容易出现误用的情况，以“来”和“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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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她买了三斤多草莓。 
例 7：她买了三斤来草莓。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多采纳例 6 的说法，很少使用例 7。我们联系前文提到的“来”和“多”的使

用条件，并且将例子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十以内的数词 + 量词 + 多 + 名词”的概数表达中，只可

以使用“多”而不使用“来”。并且在十以内的数词条件下，“来”后一般不可以加双音节或多音节词。 

5.3. 错序 

错序又可以称作错位。这类错误主要体现在对概数词的使用条件不清楚，造成句法成分的顺序不符

合现代汉语规范。比如概数词“来”会被学习者错放在各个位置。 
例 8：礼堂里站着一个五十岁来的男人。 
概数词“来”的正确用法应为“数词 + 来 + 量词 + 名词/形容词”。所以“来”不能直接放在量

词或者名词后。应将“五十岁来”改为“五十来岁”。 

5.4. 遗漏 

遗漏也被称为缺失或缺省。通过搜索语料，我们发现造成这种偏误的主要原因是遗漏了量词，从而

造成了成分残缺。 
例 9：我来韩国已经四多月了。 
数(量)词与概数词连用，容易出现遗留量词从而造成错误的概数表达。比如例 9 如果缺少了量词，只

使用数词和概数词，是无法表示时间长度的，所以在使用概数表达时，要注意将量词添上，将“四多”

补充为“四个多月”才能形成一个符合现代语法规范的完整概数表达。 

6. 偏误原因及教学建议 

6.1. 偏误原因 

6.1.1. 现代汉语概数表达自身的复杂性 
现代汉语概数的复杂性在于用来表达概数的词语和方式非常多，每个表概数的词都会有其特定的句

法结构，甚至每个词都会有三四种句法结构，这对于外国学生学习此知识点较为困难[7]。此外，概数词

之间的使用条件不仅有所重合，还有一定的制约，比如“差不多”和“多”就不能同时使用，比如“差

不多七点多”这就是形成了句子成分冗余，是一种错误表达。对外汉语教学具有集中强化的特点，教师

要让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快达到初步掌握汉语的目的。但概数表达的复杂性让教师很难在有限的课堂

时间内进行全面的教学指导，学生也很难靠自学背诵的方式来习得概数表达的语法规则，所以留学生容

易出现概数表达的习得错误。 

6.1.2. 母语负迁移的影响 
学习者在学习汉语的初期，如果遇到了学习困难，很容易下意识地受到已经形成的母语语法规则的

影响。由于语系的不同及民族认知习惯和思维方式的区别，汉语语法规则和留学生的母语语法规则之间

必然存在差异。因此，在汉语习得的初期，留学生十分容易将母语的语法规则套用到新接触的汉语上，

这就是母语负迁移造成的负面影响。 
例 10：我在这儿学习汉语左右四个月了。 
这就是由于在英文中“about”加数词为固定搭配，所以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会说成“左右四个月”

而在中文中应是“数词 + 量词 + 左右”的基本格式，所以形成了错序偏误。学习者对这个知识点就不

好区分并且很难记忆，十分容易造成错误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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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目的语规则泛化的影响 
当留学生逐渐向目的语过渡的过程中，由于学习到的知识有限，对概数表达的使用规则没有全部掌

握清楚，学习者则会将已经熟悉的部分语法规则，按照自己的理解，将其推理或演绎到新的语法项目上，

造成了新旧知识相互干扰，这就是受目的语规则泛化的负面影响[8]。比如上文提到的概数词“来”和“多”，

由于二者使用条件较为相似，常常会出现误用的情况。比如学生先习得“多”的概数表达方式，就会认

为“来”的使用条件和“多”一致，而忽略了“来”的语义范围和语法规则，从而将“来”和“多”相

混淆，出现误用情况。 

6.2. 教学建议 

6.2.1. 循序渐进的授课方式 
在讲授有关概数的具体内容时，教师可以通过循序渐进的讲授方式，先讲解较为简单的知识点如相

邻数字连用的概数表达方式，再去讲解含有概数词的概数表达方式。学习者由于学习阶段的不同，学习

的侧重点也会不同。比如母语为英语的初学者在刚开始接触概数表达的知识时容易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影

响，造成错序。因此，这个阶段的练习应着重为基础性练习，如：排序、选择、判断等。到了中高级阶

段，误用的偏误则会增多，就应该加入改错或造句练习，这也有助于教师在学生的练习中发现问题，并

且及时纠正。所以讲解概数表达方式这个知识点时，要注意层次性，循序渐进，先易后难。 

6.2.2. 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 
比如讲授“左右”一词时，教师除了可以按照大纲讲解还可以增加文化因素，由文字的起源甲骨文

讲起，并且使用多媒体设备来展示字形的演变，这样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概数词还有助于学生习得字形。

教师还可以利用身体语言，通过手势等动作让学生理解“左右”作为方位词的用法。通过直观性的教学

方法掌握基础意义后，还可以利用情景教学法，创设超市购物等模拟情境，让留学生实际运用概数词。

在模拟情景中还可以借助教具杆秤，将“左右”一词的概念与“量”的概念相结合一起。 

7. 结语 

本文通过统计《等级标准》和《词汇大纲》中概数词的分布情况，总结出现代汉语中常用的概数表

达方式，然后通过 HSK 语料库搜集整理了留学生在概数表达习得过程中产生的偏误，并从主客观等多方

面分析其偏误产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留学生概数表达习得的教学建议。希望本文的研究

成果可以帮助留学生更有效地掌握概数表达方式，提高汉语表达能力。同时，也希望本文可以为对外汉

语教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更好地丰富对外汉语教学内容，推动对外汉语教学的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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