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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趋向义动补复合词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其结构特点和语义功能的多样性上，这使得趋向义动补复合词在

实际运用中具有极高的灵活性，同时也给泰国学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基于HSK动态作文语料库，通过

详细梳理泰国学生在实际写作中出现的偏误实例，本文发现泰国学生在趋向义动补复合词的使用上普遍

存在语法和语义上的偏误。进一步探讨偏误成因，发现母语负迁移、汉语内部规则复杂性以及教师和教

材因素均为主要影响因素。因此提出针对性的教学策略，旨在帮助泰国汉语学习者更好地掌握趋向义动

补复合词的正确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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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lexity of directional verb-complement compounds is primarily manifested in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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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iversity of semantic functions, which endows these compounds 
with high flexibility in practical usage while posing significant challenges for Thai learners. Based 
on data from the HSK Dynamic Composition Corpu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error in-
stances in Thai students’ written compositions and identifies prevalent grammatical and semantic 
errors in their usage of directional verb-complement compounds.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to error 
causes reveals three main contributing factors: negative transfer of their native language, the in-
herent complexity of Chinese grammatical rules, and pedagogical or textbook-related limitations. 
Accordingly, targeted teaching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to assist Thai learners in mastering the cor-
rect application of directional verb-complement comp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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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朱德熙(1982)将补语分为结果补语、趋向补语、可能补语、状态补语、程度补语等不同类型[1]。但是

动补式复合词、动补结构、动结式、使成式等之间的概念并不相同，其概念之间彼此牵连、相互交错。在

类型学层面，李丽云(2010)认为动补式复合词一般可以分为结果义、趋向义、虚化义和评述义[2]。其中趋

向义动补复合词因其结构复杂性和语义多维性，成为国际中文教学的难点。针对泰国学生汉语习得的研

究，周小兵、雷雨(2018)基于中介语书面语语料，对泰国人多项定语错序情况进行了详尽描写[3]。胡清国

(2018)对中高级泰国学习者形容词的误代偏误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语义误代和语法误代上

[4]。刘旭(2018)基于泰国大学生汉语作文语料库，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研究了泰国大学生汉语名词习得机

制[5]。王丽(2020)对中高级阶段泰国留学生趋向补语的习得情况进行了偏误分析，发现主要包括句式结

构上和语义上的偏误[6]。 
分析现有成果可以发现，目前学界对于动补复合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本体研究上。泰国汉语学习者

习得偏误的研究越来越广泛，多集中于定语、形容词、名词、趋向补语等范畴，但对趋向义动补复合词

的习得规律探讨仍有不足。因此，本文基于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进行了详尽的数据收集、处理与分析

工作，旨在深入挖掘泰国学生在运用趋向义动补复合词时所出现的偏误类型及其背后的原因，从而为趋

向义动补复合词的国际中文教学提供一定参考。 

2. 泰国学生习得趋向义动补复合词的偏误分析 

2.1. 泰国学生习得趋向义动补复合词的语料统计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是北京语言大学在 2001 年以 HSK 汉语水平考试词汇为依据编写

的，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设计、教材编写，以及成绩测量的重要标准。本文梳理了《汉语水平词汇与汉

字等级大纲》中甲、乙、丙、丁四个等级的 34 个趋向义动补复合词，发现甲级词汇中一共收录了 15 个

趋向义动补复合词，分别为：出来、出去、过来、过去、回来、回去、进来、进去、离开、起来、上来、

上去、通过、下来、下去；乙级词汇中一共收录了 9 个趋向义动补复合词，分别为：超过、发出、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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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投入、突出、引起、展出、展开；丙级词汇一共收录了 3 个趋向义动补复合词，分别为：加入、

侵入、引进；丁级词汇中一共收录了 7 个趋向义动补复合词，分别为：敞开、超出、发起、付出、收回、

退出、掀起。 
其次，通过系统检索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泰国学生的作文样本，本文收集了包含趋向义动补复合

词的原始语料。这一过程确保了研究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也为后续的偏误分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仔细阅读和标注每一份作文样本，筛选出了所有包含目标结构的语句，并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和整理。

这些样本不限制作文题目及作文分数，涵盖了各种水平的泰国学生。这一步骤旨在更全面地了解泰国学

生在实际语言运用中对该结构的掌握程度和偏误情况。在剔除重复语料后，最终确定了一批有效的语料

样本，其中偏误语料共计 20 条。 

2.2. 偏误类型分析 

在对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泰国学生趋向义动补复合词偏误进行搜集整理后，得出泰国学生习得趋

向义动补复合词出现的偏误主要发生在语法和语义两个方面。经过统计泰国学生习得《汉语水平词汇与

汉字等级大纲》中所有的趋向义动补复合词所出现的偏误，可以归纳出甲级词汇偏误 11 条，乙级词汇偏

误 7 条，丙级词汇偏误 1 条，丁级词汇 1 条，共计 20 条。具体统计见表 1。 
 
Table 1. Statistics on the types of errors of directional verb-complement compounds by Thai students in the HSK dynamic 
composition corpus 
表 1.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泰国学生趋向义动补复合词偏误类型统计表 

偏误分类 甲级词汇 乙级词汇 丙级词汇 丁级词汇 偏误句总计 

语法偏误 5 0 0 0 5 

语义偏误 6 7 1 1 15 

词汇不同等级偏误总计 11 7 1 1 20 

 
由表 1 可知，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泰国学生趋向义动补复合词语义偏误占比较高，为 75%，语法

偏误占比较低，只有 25%。其次，在词汇不同等级分类中，甲级词汇偏误和乙级词汇偏误相对较高，丙

级词汇偏误和丁级词汇偏误相对较低。 

2.2.1. 语法偏误 
在语法方面，泰国学生经常会出现趋向义动补复合词与其他词汇搭配不当的偏误。具体分析如下： 

例 1：也很少离出家去交朋友。 

“离出家去”这个表达不符合汉语常规的语法结构，也不符合中文的习惯用法，正确的表达应该是

“也很少出去交朋友”。 

例 2：我买了 CD 盘回来宿舍。 

“回来”常表示从某个地方返回到说话人当前所在的地方，或者返回到某个特定的起点，而“回到”

则表示移动到某个特定的终点或目的地。例句中，“回来”与“宿舍”搭配是不恰当的，正确的表达应该

是“回到宿舍”，“到”明确指明了目的地。 

例 3：汉字必须要每个字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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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表示动作的开始或进行，而“下来”则表示动作的完成或结果，例句中表达的是学习汉字

的结果，所以“背起来”要改为“背下来”。 

例 4：我跳了来。 

“来”通常用于表示动作的方向或目的，“跳了来”不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而“跳了起来”才是正

确的“中补搭配”。 

例 5：要从教育培养出优秀的人生观。 

“从”一般用作介词，表示从某个状态或者地方开始，常用的表达有“从……中”，“从……开始”

等，而例句中显然要表达的是通过教育这一方式来达到某种目的，所以“从”要改为“通过”。 

2.2.2. 语义偏误 
趋向义动补复合词的语义方面是泰国学生出现的最多的偏误，这是由于他们对于趋向义动补复合词

的趋向义理解没有到位，并且在对相关词汇的细微差别上没有区分清楚。具体分析如下： 

例 6：最快乐的就是我能出去外边旅游。 

例句中“出去外边”有语义上的重复，“出去”本身就表达了离开当前位置到外部的含义，而“去外

边”这样的表达更为准确，表示前往“外边”的这个地方。 

例 7：可是每件事情并不一定会平安无事地过来。 

例 8：看来我们的艺术才能八九不离十是母亲传过来的。 

“过来”表示的是从远的地方到近的地方，或者指时间上从过去到现在。例 7 中要表达的意思是事

情不一定会顺利进行，所以应该用“过去”来表示时间的流逝。而例 8 中要表达的意思是自己的艺术才

能是从母亲那一代传承到自己这一代的，应该用“传下来”更合适。 

例 9：过往的日子，赚钱相当容易。 

例句表达的意思是在过去，赚钱很简单。“过往”和“过去”在中文里都是表示时间的词汇，但它们

的含义和用法有所不同，“过往”一般表示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而“过去”则表示时间上的流逝，所以

“过去的日子”表达更准确。 

例 10：我理解家长们想让孩子进去分性别的学校。 

“进去”通常指进入一个特定的空间，“去”则多用于表示前往某个地方。例句中表达的是孩子的

家长们希望孩子到分性别的学校，而不是进入一个特定的空间，所以用“去”更为合适。 

例 11：通过再三思考。 

“通过”和“经过”虽然都可以表示某个动作或过程的进行，但它们的侧重点不同。“通过”一般用

来表示通过某种方式来实现某个目的，而“经过”更多用来表示经历某个过程或者时间上的流逝，所以

应该把“通过”改为“经过”。 

例 12：发出语音，也是我最怕的一个问题。 

例句表达的是作者害怕发汉字或词语的音，而“发出语音”指的是气流从肺部呼出，经过咽腔、鼻

腔或口腔，振动声带产生声音的行为，所以例句中的“发出语音”应该改为“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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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3：更不会随着社会的浪潮而失去了自己的看法。 

“失去”通常指不再拥有某物的使用权和归属权，而“改变”则指事物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显然，作

者想要表达的是自己的观点或看法不会随着社会浪潮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所以例句中的“失去”应该改

为“改变”。 

例 14：第一是它们仿美国的流行歌曲，不体现我们国家的突出。 

“突出”通常指的是使某事物显得明显或强调某件事情的重要性，例句中，作者想要表达的是这首

歌没有体现我们国家流行歌曲的特性，所以这句话中的“突出”应该改为“特点”。 

例 15：但可能通到兴趣。 

例 16：短期流行歌曲，我已说过这是靠一段时间的注意。 

例 17：可能会引起学生的成绩。 

例 18：引起了人类身体健康。 

“引起”用于表示某事或某物导致某种结果或反应，泰国学生在使用这个词语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偏

误。例 15 中的“通到”一般用于表示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比如“昆明铁路从长水机场通到呈贡

大学城”，但是这句话中作者想要表达的是某种事物或某些情况能够激发兴趣，所以“通到”要改为“引

起”。例 16 中的“靠”是依赖或依靠某种条件或某个物体的意思，而作者想要表达的是短期歌曲只是通

过一段时间的注意才达到某种效果，所以“靠”改为“引起”更加贴合语境。例 17 中的“引起”和“成

绩”不能搭配，例 18 中的“引起”也不能和“健康”搭配，“影响成绩”、“影响健康”在语义上更符

合句意。 

例 19：因为我认为一个人应该把自己所投入的精神加入在自己的学业或者事业上。 

“加入”与“学业”、“事业”不能搭配，“加入”通常指成为某团体或组织的一部分，而“投入”

则指将时间、精力、资源等用于某项活动。显然，例句中表达的是要将精神投入到学业或者事业上，所

以“加入”应该改为“投入”。 

例 20：要花很大的努力去学习。 

“花”和“努力”不能搭配，汉语中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花”一般搭配“时间、金钱”等，而

“付出”则和“努力、代价、牺牲”等相搭配。例句中，作者想要表达的是学习需要投入大量的努力，所

以这句话中的“花”应该改为“付出”。 

3. 泰国学生习得趋向义动补复合词的偏误原因分析 

3.1. 母语负迁移 

泰国学生在习得趋向义动补复合词时，其母语与汉语之间的差异往往会导致习得偏误的产生。这种

由母语带来的负面影响，被称为母语负迁移。由于泰语和汉语在语法结构、语义理解和语用习惯上有着

显著的不同，所以泰国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其母语思维模式的干扰。 
在表达方式上，汉语表达重意合，泰语表达重形合。汉语的表达不太重视形式，而重视语言意义的

表达，而泰语则在形式上更为明确和具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泰国学生习得趋向义动补复合词的语

法判断，即将泰语的语法规则错误地应用到汉语学习中[7]。例如有的泰国学生把“出去”说成“离出家

去”。并且，学生会倾向于使用其母语的语法结构和词汇习惯来构造汉语句子，导致不符合汉语表达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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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的错误。例如，“最快乐的就是我能出去外边旅游”中，泰语表达更习惯于将动词和表示方向的词分

开使用，而汉语中“去”已经包含了“离开当前位置前往某地”的意思，因此“出去”在这里是多余的。 
同时，学生在习得趋向义动补复合词时可能缺乏有效的学习策略，因而过度依赖母语翻译，就会出

现词汇搭配上的偏误。例如，“离出家去”、“发出语音”、“花努力”等词汇的使用。此外，泰语和汉

语在语用习惯上也有所差异，泰国学生若未能充分适应汉语的语用环境，就可能在运用趋向义动补复合

词时出现语境使用不当、语用功能混淆等语用偏误。 

3.2. 汉语内部规则复杂性 

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泰国学生在汉语内在规则的复杂性方面也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动补复合词种

类很多，“中补结构”的本体知识也相对复杂一些。而作为动补复合词中一种特殊的结构，趋向义动补

复合词的语法规则和语义则更为复杂，这增大了泰国学生的学习难度。学生在习得过程中，由于词汇选

取不当、语义理解出现偏差等因素，往往会出现很多语内偏误。 
对于某一词汇的确切含义或用法，泰国学生未必完全掌握，从而造成选词不当。比如，“可是每件

事情并不一定会平安无事地过来”，“过来”和“过去”在汉语中的含义和用法各不相同，前者是指从某

处到说话人所处的位置，后者是指流逝的时间。其次，学生对某些词汇搭配理解不准确，也会造成偏误。

比如，“引起了人类身体健康”的表述是错误的，“引起”侧重于表达导致某一结果或现象的出现，“影

响”通常是指对某一事物起作用或效果，所以“影响”和“健康”搭配更合适。 
因此，趋向义动补复合词的语义不是动词和趋向动词意义的简单叠加。一方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需要详细说明趋向义动补复合词的内部规则和常见词语的搭配，帮助学生准确理解和掌握其中的规律，

以减少此类偏误的发生；另一方面，学生们还需要通过大量的练习来提高运用汉语的能力，这样才能在

实际的运用中减少偏误[8]。 

3.3. 教师和教材的影响 

教师的教学以及教材对于趋向义动补复合词的编排也会影响泰国学生的习得。在教学过程中，教师

是语言知识的传递者和学生语言行为的引导者，其一言一行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学习效果。而一本好的教

材对于汉语学习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教材是学生学习的重要依据，其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

对学生的语言习得过程具有重要影响。 
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态度会影响泰国学生对于趋向义动补复合词的习得水平。针对此类较难的词

汇讲解，有的教师采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一味地进行趋向义动补复合词的语法讲解，缺乏交际练习，

所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就会降低。且部分教师对学生的需求可能理解不够充分，会使学生认为趋向义动

补复合词的使用并不重要，因而在此方面的学习止步不前。另外，一些教师则可能在语用说明上花较多

心思，讲求上下文的运用，而忽视趋向义动补复合词基本语法、语义的讲解，这就导致学生在实际使用

中可能会忽略语义和语用的准确性。 
不同的汉语教材对于趋向义动补复合词的编排情况也存在差异。比如，一些教材将这类词汇当成次

要的学习内容，只是简单介绍其语义，缺乏深入的讲解和足够的练习。长此以往，学生可能只是简单了

解趋向义动补复合词的语义，而不会与其他词汇搭配使用。又比如，一些教材将趋向义动补复合词作为

重点内容进行详细讲解和练习，提供多样的例句和语境来让学生练习，那么选择这些教材的汉语学习者

则可能对趋向义动补复合词掌握得比较好。 
另一方面，有的教材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到学习者的个体因素，一些偏误就往往源于学习者自身的认

知特点、学习策略以及心理机制等。学习动机对学习者习得趋向义动补复合词的影响显著[9]。如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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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汉语及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可能会更加积极地投入学习，从而更好地掌握和运用这类词语。

相反，如果学习动机不足，学习者可能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消极态度，导致对趋向义动补复合词的理解

和运用出现偏误。同时，学习态度也是影响学习者习得趋向义动补复合词的重要因素[10]。而很多教材的

设计并没有注重学习者的个体因素，忽视了学习者个体的语言能力发展因素，而是按照知识点本身的难

易程度来编排，这样就无法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无法激发学习者的兴趣和动机，从而影响其学习效率。 

4. 泰国学生习得趋向义动补复合词的教学策略 

4.1. 注重汉语与泰语的对比分析 

在趋向义动补复合词教学过程中，注重汉语与泰语在此方面的对比分析，对于帮助泰国学生减少母

语负迁移的影响、更好地掌握趋向义动补复合词具有重要意义。 
汉泰两种语言虽然同属汉藏语系，但在语义表达、词义搭配等方面仍有明显区别。这就要求教师在

讲解趋向义动补复合词时，不仅要在重难点教学时掌握一定的泰语，还要对汉语和泰语中的相关词汇进

行详细对比，并进行一定的机械练习和有意义的练习，进而帮助学生避免混淆。 
在练习过程中，教师可以给学生提供大量真实的语料实例，以便学生通过实例来理解和掌握这类词

语的用法。还应设置丰富的对比练习题，包括替换、选词填空、改错等多种形式，以帮助学生巩固所学

知识并提高运用能力。此外，教师还可以结合辅助性学习材料来对比汉语和泰语在趋向义动补复合词方

面的不同，为学生提供更为生动、直观的学习体验，如词汇卡片、学习手册等，便于学生随时随地进行

复习和巩固。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多听、多说、多读、

多写，通过引入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和语境练习，来培养学生的语言敏感性，减少偏误现象的出现。 

4.2. 明确趋向义动补复合词的语义特征和用法 

动补复合词具有补语多义、语义抽象、语素组合复杂等特性[11]。在国际中文教学中，要明确趋向义

动补复合词的语义特征和用法。这类词语不仅涉及到动作的趋向，还包含了丰富的语义信息，因此，教

师需要详细讲解其含义和用法，可以通过输入、强化、操练三个环节帮助学生准确理解和运用[12]。 
在教学中，教师要对趋向义动补复合词的基本概念进行系统的介绍，包括它的定义、分类和常见的

词汇搭配等内容。在讲解趋向义动补复合词的语义时，可以按照语素、字、词综合教学的原则进行讲解。

通过举例说明，让学生对这类词语做到心中有数，如先说明“过”的语义，再说明“过来”、“过去”的

语义等。同时，在讲解语义特征的基础上，还需要着重强调趋向义动补复合词与其他词汇的搭配，语境

的选择等方面，比如“付出”和“努力”可以搭配，但是“花”和“努力”就不可以搭配。 
其次，为了使学生进一步明确趋向义动补复合词的用法，可以通过角色扮演、动画演示等方式，让

学生深入体会不同词语的辨析和词语之间的搭配问题，并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和兴趣爱好，设计有趣的

教学活动和教学任务，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学习积极性。比如让学生观看《猫和老鼠》中汤姆猫追

杰瑞鼠的情节。在影片中，汤姆猫一会从房间跑到客厅，一会又从客厅跑回房间。播放该画面时，可以

借此讲解“出去”和“出来”的区别。 

4.3. 循序渐进讲解与合理编排教材 

循序渐进讲解与合理编排的教材不仅有助于学生系统掌握趋向义动补复合词的知识，还能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效果。 
教师的讲解要遵循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原则，既不能只强调语法结构而忽视语义和语

用的教学，也不能过于强调语义和语用教学而在语法结构讲解上出现混乱。在初级阶段，教师要让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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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掌握好教材规定的词汇，尤其是甲级词汇和乙级词汇，要深刻明确趋向义动补复合词的语义特征和

用法。同时，学生可以采用语素组词法、选词填空、扩展法、造句等练习方法来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趋向

义动补复合词。在中级和高级阶段，学习者的语言系统已经建立得比较完善，可以整理常见趋向义动补

复合词的搭配词，扩展词汇量，用学过的词语引出新词，对比讲解，由浅入深[13]。 
教材的编写也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教材应按照学生的汉语水平和认知规律，循序渐进地、由具

体到抽象地介绍趋向义动补复合词的基本知识和重难点，形成一个完整连贯的知识体系。为了突显趋向

义动补复合词与一般性动词的差别，可以在教材初、中、高各个不同阶段的生词表后，将趋向义动补复

合词的类型情况做出重点的安排[14]。在技能训练任务方面，教材要设计一系列层次分明的任务，这些任

务应从简单的模仿、重复开始，逐渐过渡到复杂的分析、综合和创新应用，帮助学习者逐步掌握并熟练

运用所学技能。其次，教材的编写还要考虑学生的汉语水平、学习动机、文化背景等个体因素，以满足

其个性化学习的需求。在文化背景方面，教材也应尊重并融入学习者的母语文化背景，通过跨文化比较、

文化解读等方式，增强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5. 结语 

本文基于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结合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系统揭示了泰国学生在趋向义动补

复合词习得中的主要偏误类型及其成因，并针对这些偏误提出了富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泰国学生趋

向义动补复合词的偏误习得研究有利于深入了解泰国汉语学习者的词汇习得难点和易错点，进而提升

学习者习得的准确性，同时还可以为契合泰国学生需求的汉语教材关于此类词汇的编撰提供一定依据。

未来研究可以通过问卷调查、教学实验等方法，验证以上教学策略的有效性，并进一步探索更多有效

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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