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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动词重叠式是汉语中的一种常见且重要的语法结构，常用于表达轻松、尝试或短暂等语义，对于汉语二

语学习者而言是一个难点。本文基于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分析了初级、中级和高级汉语学习者在动

词重叠式产出过程中使用动词重叠式的频率、类型及偏误特征。研究发现：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学习

者使用动词重叠式的频率逐渐上升；AA式与A一A式使用频率较高，AABB式与A了A式使用较少；初级学

习者偏误率最高，误加偏误最为常见。本文结合动词重叠式本身的复杂性、母语负迁移、语境理解不足

及学习者心理因素等方面分析偏误成因，提出教学建议，促进留学生对动词重叠结构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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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erb reduplication is a common and important grammatical structure in Chinese, often used to 
express meanings such as ease, attempts, or brevity, and it poses a challenge for learners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frequency, types, and error characteristics of v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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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plication usage among beginner,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Chinese learners based on a 
global corpus of Chinese interlanguage. The study found that as proficiency in Chinese increases, 
the frequency of verb reduplication usage gradually rises; the AA and A一A structure is used more 
frequently, while the AABB and A-了-A structure is used less frequently; beginner learners have the 
highest error rate, with the most common errors being misus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auses of 
errors in light of the complexity of verb reduplication itself, negative transfer from the mother 
tongue, insufficient context comprehension,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affecting learners, and offers 
teaching suggestions to ai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mastering the verb reduplication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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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动词重叠是汉语语法中的一种重要手段，用于表达语义上的轻松、短时、尝试等特征。由于动词重

叠式本身的复杂性和使用条件的限制，很多外国学生不仅在习得的过程中会遇到困难，在汉语输出中也

经常存在偏误的情况。 
现有研究多集中在动词重叠式的本体研究和偏误分析两个方面。在本体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围绕

动词重叠式的界定和使用语境展开讨论。尽管在动词重叠结构的具体分类和判断标准上存在一定分歧，

但普遍认同动词重叠结构具有表达“轻松、时短、量少”的语法意义的功能。在偏误分析方面，已有研究

较多关注特定国家留学生的动词重叠结构使用情况，例如张颖珊(2023)、周春梅(2023)和孙有霞(2022)分
别对韩国、保加利亚和泰国的留学生动词重叠式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考察分析。此外，也有学者关注汉英

重叠式的对比研究。尽管已有诸多关于动词重叠的研究，但当前关于不同汉语水平留学生在使用动词重

叠结构方面的系统研究仍较有限。 
综述所述，本文以基于全球中介语语料库，从中抽取初级、中级和高级学习者各约二十万字语料，

通过关键词检索及人工筛查，获取动词重叠式的使用实例，并进行分类统计与偏误标注，探讨留学生动

词重叠式的使用特点及偏误类型，进而分析影响习得的关键因素并为教学实践提供建议。 

2. 动词重叠式使用情况统计 

经过检索，共得到动词重叠式用例 960 个，共有 AA 式(ABAB 式)、A 一 A 式、A 了 A 式和 AABB
式四种，详细使用情况如下。 

2.1. AA 式 

共 494 例，其中初级 118 例，中级 173 例，高级 203 例。从使用频次来看，最常使用的动词重叠有

看看、说说、逛逛、听听、尝尝、聊聊、想想、试试等，例如： 

(1) 狐狸先生，请尝尝我为您准备的食物吧。[初级] 

(2) 所以这都是说说而已。[中级] 

(3) 中午去饭馆吃了鱼米线，然后去三站逛逛。[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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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 一 A 式 

共 419 例，其中初级 87 例、中级 169 例、高级 163 例。其中使用较多的有：想一想、看一看、尝一

尝、试一试、走一走、说一说、聊一聊等，例如： 

(1) 大家一起来尝一尝，我做的米饭味道怎么样啊？[初级] 

(2) 你一有时间，就自己看一看中国的书，多听一听中国的音乐。[中级] 

(3) 或者让他们聊一聊他们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想法。[高级] 

2.3. AABB 式 

共 6 例，其中中级水平留学生出现 1 例，高级水平留学生出现 5 例，初级水平留学生中未观察到此

类重叠形式，例如： 

(1) 只要你走进吵吵闹闹的教室，第一个听到的声音就是她的。[中级] 

(2) 袋鼠长着长长的后腿，育儿袋里探身的小袋鼠，蹦蹦跳跳的样子总是给我愉快的印象。[高级] 

2.4. A 了 A 式 

共 41 例，其中初级 10 例，中级 11 例，高级 20 例。其中出现较多的有看了看、想了想、笑了笑等，

也有只出现一次的，如问了问、找了找、吹了吹等，例如： 

(1) 我焦急地看了看手表，哎呀，都已经八点多啦，这时我都该上床睡觉啦！[初级] 

(2) 回家以后自己一个人想了想，我犯了错误的地方。[中级] 

(3) 她慈爱地笑了笑，是母亲的爱化解了这场母女战争，让我们的家庭更加温暖。[高级]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留学生的动词重叠式使用情况，本文统计了不同汉语水平学生的动词重叠式使用

语料，具体使用情况如下表 1 所示。从使用频率来看，动词重叠式的使用数量是随着留学生汉语水平的

提高而逐渐增多的；从使用类型来看，留学生使用 AA 式最多，A 一 A 式次之，A 了 A 式和 AABB 式使

用较少；从使用者来看，留学生在汉语水平的初级阶段就至少接触到了三种动词重叠式的类型，且会倾

向于使用 AA 式。中级和高级阶段的留学生在 A 一 A 式的使用次数上显著高于初级水平学习者。AABB
式是留学生使用次数最少的一种动词重叠形式，学习者可能对这种类型理解得不够全面，受到畏难心理

的影响。 
 

Table 1. Table of the frequency of use of reduplicated verbs in Chinese b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表 1. 留学生汉语动词重叠式使用次数汇总表 

汉语水平 AA 式 A 一 A 式 AABB 式 A 了 A 式 

初级 118 87 0 10 

中级 173 169 1 11 

高级 203 163 5 20 

3. 动词重叠式使用偏误分析 

留学生在习得汉语的过程中，会受到母语或目的语负迁移的影响，在汉语输出上产生偏误，从而影

响学习者汉语的正确掌握。不同水平的汉语学习者在汉语使用中出现的偏误可能不同，为进一步了解留

学生的动词重叠式使用情况，本文对搜集到的留学生动词重叠式的具体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共发现偏

误 111 个。经过统计分类，不同水平留学生动词重叠式偏误用例数量和偏误率如下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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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able of errors in Chinese verb reduplication b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表 2. 留学生汉语动词重叠式偏误情况汇总表 

 初级 中级 高级 

偏误数量 34 35 42 

偏误率 15.81% 9.89% 10.74% 

 
由上表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从留学生汉语水平来看，初级阶段偏误率最高，其次是高级阶段，中级

阶段最低。本文将统计的偏误用例分为误用、误加、遗漏和其他这四种类型，其中误加类型的例子所占

比重最大，占比 74.78%；其次是其他类型的例子，共计占比 17.11%；误用和遗漏占比较小，分别是 4.5%、

3.6%。以下本文将从四种偏误类型对动词重叠式的偏误用例进行具体分析。 

3.1. 误用 

误用偏误是指动词重叠式之间的使用错误。动词重叠式可以表示汉语中的时态区别，比如 AA 式、

A 一 A 式主要用来表示尚未发生的动作行为，而 A 了 A 表示已经发生的动作行为。 

(1) *我到新疆以后，第一次吃手抓羊肉，吃完以后，手抓羊肉店的老板给我尝一尝吐鲁番的葡萄。 

(2) *去年国庆节的时候，我去安徽和江西转转了，所以我已经去过比较多的地方。 

根据以上两个例句的语境，我们知道这两个动作都发生在过去。例(1)通过整个语境，可以得知事情

是过去发生的，应该将“尝一尝”改用表示已然的 A 了 A 式，改为“尝了尝吐鲁番的葡萄”。例(2)中“去

年国庆节的时候”表明动作已经完成，“转转”应该改为“转了转”。 

3.2. 误加 

误加偏误是指在不应该使用动词重叠式的情况下错误地使用了该结构。此类偏误是在本文统计的各

类偏误中占比最高，也是留学生在实际使用中最常出现的错误类型。针对这一现象，本文对误加偏误情

况分为以下三类。 

3.2.1. 句法方面的偏误 
在汉语中，动词的重叠形式主要在句子中充当谓语，在句法方面的限制条件较多。王倩(2021)将动词

重叠式句法方面的偏误总结为六类，分别是动词重叠式与后带无定有指宾语冲突、动词重叠式与补语共

现的偏误、动词重叠式与时间成分共现的偏误、动词重叠式与否定副词共现的偏误、动词重叠式在“一

边……一边……”结构中的偏误和动词重叠式作定语的偏误。[1]通过统计分析，本文选取了几个具有代

表性的动词重叠式在句法方面的偏误，例如： 

(1) *我们逛逛了海边以后，才回宿舍。[初级] 

(2) *我们逛逛了很多的店。[初级] 

(3) *在烟台大学前边的海边一边逛逛一边拍照片。[初级] 

(4) *志强想一想一个办法。[中级] 

动词重叠式与实践成分的搭配能力很低，一般不会在经历体和完成体中使用。在例(1)和例(2)中，动

词“逛逛”后面紧接着出现了动态助词“了”，在这两个例句中并不需要使用动词的重叠形式，建议将其

改为“逛了海边”和“逛了很多店”。李宇明(1998)指出，当动词重叠形式作为谓语中心语时，只能与无

定无指或有定有指的宾语搭配，而无法与无定有指的宾语搭配使用[2]。在例(3)中，动词“想”作为谓语

中心语，其后跟随的宾语“一个办法”是由数量词语修饰的名词，属于无定有指的宾语，因此不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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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重叠形式。在本文统计的语料中，未发现动词重叠形式与补语共现的错误。陆庆和(2006)指出：“当

句子里的动词表示同时进行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作时，动词只能使用基本形式”[3]。例(4)中，“一边……

一边……”结构表示两个动作的同步进行，因此动词不应使用重叠形式，应该将其改为“一边逛一边拍

照片”。在本文所有统计的语料中，只出现了上述四种句法方面的偏误，动词重叠式与补语共现的偏误、

与否定副词共现偏误这两种情况并未出现。 

3.2.2. 语义方面的偏误 
动词重叠式具有多样的语义功能，只有当其语义与句子表达的意图一致时，才可以使用这种重叠形

式。在统计的偏误用例中，主要是对动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和词汇意义理解不透彻所造成的偏误，例如： 

(1) *我很想想我的妈妈爸爸看我的作为。[初级] 

(2) *我每天想一想明天比今天更加进步。[初级] 

(3) *看了看几本书以后，忽然看见一位很可爱的女人走进来书店里。[中级] 

在汉语中，动词“想”有多个义项，当“想”作为动作动词时，是可以重叠的。但是在例(1)和例(2)
中，“想”是“希望、打算”的意思，该义项不能重叠，应该为“我很想我的妈妈爸爸看我的作为”、

“我每天想明天比今天更加进步”。动词重叠式最常用的语法意义是表示量少时短，当句子中出现量大

时长的动作时，一般不能使用动词重叠式。在例(3)中，动词“看”的宾语是“几本书”，量比较大，并

不是随意看的，而动词重叠式还带有“轻松、随便”的语义，两者语义相互排斥，所以例(3)应该使用动

词基本形式。 

3.2.3. 语用方面的偏误 
动词重叠式与动词的基本形式表达不同的感情和语气。在同个陈述句的语言环境下，动词基本形式

表示客观陈述，动词重叠式则更多表达轻松、愉快的语气。因此，动词重叠式不适合在比较严肃、客观

的句子中使用，例如： 

(1) *现在我在南京大学学习学习汉语。[初级] 

(2) *今天清洁工人都很忙，在小路上车的入口打扫打扫为了人们的安全。[高级] 

例(1)的话语偏向于客观陈述事实，表示“我”现在在南京大学学习。例(2)中说话人的语气比较严肃，

在强调清洁工为了人们的安全打扫卫生。所以，以上两个例句都不宜使用动词重叠式。 

3.3. 遗漏 

遗漏偏误在本文中是指应该使用动词重叠式却没有使用的情况。经过统计，遗漏偏误用例共 4 例，

占总偏误的 3.6%，例如： 

(1) *我很想看到上海现在的时尚，看到他们是不是真的对外地人有偏见。[中级] 

例(1)中的动词“看”应该使用重叠式，应改为“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对外地人有偏见”。 

3.4. 其他 

这里的其他偏误主要指的是动词重叠式与其他动词使用混淆的偏误。经过统计，其他偏误用例共 19
例，占总偏误的 17.11%，例如： 

(1) *我们总算看看张家界的风景区。[初级] 

(2) *我看着他的脸色试一试说了因有急事加班不得，没想到他一下子就同意了。[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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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们走了五分钟就看看墨尔本的海滩。[高级] 

例(1)表示已经完成的动作，“看看”应改为“看到了”。例(2)中的“试一试”处于状语的句法位置，

但是 A 一 A 式不能做状语，因此应改为“试着”。例(3)的正确话语应改为“我们走了五分钟就看到了墨

尔本的海滩。” 
在这四种偏误类型中，误加偏误用例最多，在初级、中级、高级水平学习者使用中分别出现 27 次、

23 次、33 次，占不同水平偏误用例的六成及以上，这说明误加偏误类型并没有随着学习者汉语水平的提

高逐渐减少，反而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误加偏误是不同水平汉语学习者面对的共同难点。其他偏误在

不同使用的留学生使用中均较少出现，这可能与留学生对动词重叠式和其他动词的使用不够了解有关，

在使用中出现了混淆。误用和遗漏类型的偏误极少出现，这可能与留学生动词重叠式使用次数本来就少

有关。从偏误率来看，相比之下，初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的偏误率高于中级和高级水平，而中级水平的

汉语学习者动词重叠式偏误率最低。 

4. 动词重叠式偏误原因分析 

4.1. 动词重叠式结构本身的复杂性 

汉语的动词重叠式形式多样，学习者在使用时到底应该使用哪一种形式，对汉语二语学习者来说很

困难。动词重叠式形式多样、语法意义复杂、句法限制繁杂、使用方法多样给学习者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动词重叠式在汉语中经常使用，因此留学生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这一学习难点。尽管汉语学习者在初级阶

段就接触到了动词重叠这一语法现象，但由于其用法复杂且受限，即使是高级水平的学习者也难以完全

掌握。从初、中、高级汉语水平学习者的动词重叠式使用偏误率就能看出，学习者的使用偏误率并没有

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有明显的下降，这正是动词重叠式本身的复杂性带来的影响。 
在统计的偏误语料中，误加偏误用例出现次数最多，其中的大部分偏误都是受到动词重叠式知识的

影响而产生的泛化现象。留学生刚接触这种新的语法知识时，还没充分掌握动词重叠式的语法规则，往

往会过度应用这些规则，特别是在动词重叠式这样看似规则统一的结构中。这种过度泛化可能导致学习

者在不适当的场合使用动词重叠，从而造成偏误。 

4.2. 母语迁移的影响 

“母语负迁移是学习者母语中包含有不利于目的语学习的因素，这些因素会影响留学生的汉语学习

效果。”[4]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时，往往会不自觉地将母语的规则和结构应用到新语言中。泰语中也

有动词重叠式，因此泰国留学生会习惯于把泰语的语法规则应用到汉语中，从而造成偏误，这种情况在

初、中、高水平的汉语学习者中都有出现，绝大多数出现在初级汉语水平的留学生中。另一方面，如果

学习者的母语有类似的重复或重叠结构，它们可能会在习得过程中产生正向迁移，但也可能因为细微的

差异而导致错误应用。 

4.3. 语境理解不足 

汉语的动词重叠式与动词的基本形式具有不同的感情，动词重叠式通常用于非正式、轻松的场合。

学习者如果缺乏对语境特征的了解，很容易在严肃、正式的场合中使用动词重叠式。例如，在正式的商

务谈判中，使用“讨论讨论”可能显得不够正式和严肃。另外，动词重叠式有表示轻松、试探或短暂行为

的独特意义，例如，在汉语中，“说一说”可以表示一种邀请或鼓励，而学习者可能会在不适合的情境中

使用这种表达，而学习者如果对这些文化语境不熟悉，可能会错误理解或使用。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7697


廖梦婷 
 

 

DOI: 10.12677/ml.2025.137697 187 现代语言学 
 

4.4. 心理因素干扰 

初级学习者在学习和使用动词重叠式时，常因动机不足、焦虑以及自信缺失而面临较大的困难，因

此他们在实际使用中往往采取回避策略。“回避策略是学生在使用目的语的过程中，由于害怕出错的此

能力以及处于一种惰性即缺乏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艰苦性而采取的一种消极措施。”[5]受此影响，

他们在实际表达中转而选择更为简洁的表达方式。因此，初级水平的留学生使用动词重叠式的频率最低，

且因为掌握不够全面，偏误率相对较高。随着语言水平的提升，中高级学习者一般具备较扎实的语法基

础和较强的表达自信，因而更倾向于主动尝试并自然地使用动词重叠式。整体而言，动词重叠式的使用

频率呈现出随留学生的语言能力增长而上升的趋势。然而，尽管中高级学习者的焦虑感相对减轻，在面

对复杂语境或高级表达需求时，仍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紧张，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语言产出的准确

性。因此，其偏误率虽较初级阶段有所改善，但并未呈现显著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高级学习者通常能通过语言输入和交际反馈不断修正偏误，从而逐步提升对动词重

叠式的掌握水平。深入理解学习者在语言使用过程中所面临的心理障碍，有助于教师制定更为有效的教

学策略，针对不同学习者的心理特点，提供适当的支持和指导，以促进留学生对动词重叠式的理解和应

用。 

5. 结语 

动词重叠式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个重要语法点，但留学生在实际运用时常常会出现不同类型的偏

误。本文以汉语动词重叠式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不同水平学习者的动词重叠式使用频率及偏误情况。研

究发现，汉语学习者动词重叠式的使用频率随着汉语水平的提升不断提高；初级水平留学生的动词重叠

式使用偏误率高于中级和高级水平的学习者；动词重叠式的偏误率随着学习者汉语水平的提高并没有显

著的降低。从偏误类型来看，对于不同汉语水平的学习者来说，误加偏误用例都是出现比例最高的。 
基于不同汉语水平留学生的动词重叠结构习得特点，教师要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首先要注

重对偏误的及时纠正，以提高教学效果。在讲授新课时，如果学生母语中存在相应的表达方式，教师要

尽量对比着讲解，区分两者的异同，减少母语负迁移的影响。其次，可以把相关的知识放到一起讲，使

学生既可以复习旧知识，又能进行新知识的扩展，在教重叠式 ABAB 式时，复习相关的重叠式“AA”、

“A 一 A”。这样既可以让学生串联知识，又能减少多种动词重叠式之间误用的偏误情况。同时，教师

要了解学习者的心理需求，帮助学习者树立自信、减轻焦虑，提高他们对动词重叠式的掌握和应用能力，

设计贴合心理需求的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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