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语料库的日本留学生“也”的习得考察
及教学策略

李　琳

　　提　要　论文首先将“也”分为“类同、关联、语气”三大义类和九种句式，然后对初、中、高三

个等级八个学期的日本留学生“也”的习得状况进行考察，统计各用法的使用频次和偏误率，确定

“也”的各义项及句式的习得顺序，描述“也”的中介语状态，进而运用语言类型学理论、语言对比

分析及偏误分析方法，探究影响“也”的习得的各种因素，最后对“也”的教学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关键词　“也”；二语习得；日本留学生；教学策略

Ａ　Ｃｏｒｐｕｓ　Ｂａｓｅ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也”

Ｌｉｎ　Ｌ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也”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ｔａｋｅｎ　ｆｒｏｍ　ａｎ　ＳＬＡ

ｃｏｒｐｕｓ　ａｎｄ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Ｔｈ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也”，ａ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ｗｈｉｃｈ，ｓｏｍｅ　ａｄｖｉ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也”ａｒｅ　ｇｉｖｅ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也”，ｓｅｃｏ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本文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２０１６年通识课程建设项目“汉语国际教育通论”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琳，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二语习得、汉语作为二语的教学法。

判别与归类是 人 类 重 要 的 认 知 方 法，每 种 语 言 中 都 有 表 达 这 种 认 知 功 能 的 词 语 形 式。

“也”就是汉语中一个表达“类同”认知功能的语气副词。由于其使用的复杂，汉语本体对其研

究的文章不少，如马真（１９８２）、崔希亮（１９９０）、毕永峨（１９９４）、吕叔湘（１９９９：５９５—５９７）、袁毓林

（２００４）、卢福波（１９９９）等。“也”是外国人习得时经常发生偏误的一个词，相关论文也不少，如

陈小荷（１９９６）、李大忠（１９９６）、宋春阳等（２００６）。但针对不同母语背景的习得者“也”的习得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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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研究还不够丰富与深入。本文基于语料库对日本留学生汉语“也”的习得状态进行考察。

一、“也”的习得顺序考察

（一）“也”习得义项的确定

结合已有的研究，笔者将“也”的义项概括 为 三 大 类：表 类 同、表 关 联、表 语 气，其 中 表语

气类又分成七小类。这样共有九种用法，为行文方便用英文Ｓ加１至９个数字代表。即：Ｓ１
【类同】；Ｓ２【关 联】，“即 使……也”；Ｓ３【委 婉】，“……倒 也 罢 了”；Ｓ４【强 调】，“（连）……也”；Ｓ５
“一（点儿）……也不……”；Ｓ６“什么（谁）／怎么也不……”；Ｓ７“从来也／再也不……”；Ｓ８“起码

也……”；Ｓ９“也好……也好”。

通过检索《汉语二语习得语料库》①八个学期日本学生作文中“也”的使用，统计“也”的表

语气用法的使用总频次、正确使用频次及比率。从而确定“也”的各个义项习得难度，预测习得

顺序，并为偏误分析提供依据。

（二）“也”的使用频次

在１０４万字的语料中，日本学生共使用了９１２次“也”，其中正确使用７９５次。具体分布见

表１。

表１　各学习阶段“也”的不同义项的正确使用频次

义项
时间频次

０．５Ｆ １．０Ｆ １．５Ｆ ２．０Ｆ ２．５Ｆ ３Ｆ ３．５Ｆ ４Ｆ 合计

Ｓ１【类同】 ４９　 ９２　 ６１　 ９６　 １４９　 １００　 ４３　 ４８　 ６３８

Ｓ２【关联】“即使……也” ０　 ０　 １　 ４　 ３　 ２　 １　 １　 １２

Ｓ３【委婉】“……倒也罢了” ０　 ０　 ０　 ０　 ４　 ７　 ４　 １　 １６

Ｓ４【强调】“（连）……也” １　 ３　 ３　 ８　 ４　 ６　 ２　 １　 ２８

Ｓ５“一（点儿）……也不……” ３　 ２　 ４　 １０　 ９　 ５　 ７　 ０　 ４０

Ｓ６“什么（谁）／怎么也不……” ２　 ４　 １　 １３　 １４　 ９　 ３　 ２　 ４８

Ｓ７“从来也／再也不……” ０　 ０　 ３　 １　 １　 １　 ２　 １　 ９

Ｓ８“起码也……”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Ｓ９“也好……也好” ０　 ０　 １　 ０　 ２　 ０　 ０　 ０　 ３
合计 ５５　 １０１　 ７５　 １３２　 １８６　 １３０　 ６２　 ５４　 ７９５

说明：（１）０．５代表学习半年，１．０代表学习一年，依次类推。（２）Ｆ代表正确使用该项目的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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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语料来自北京语言大学《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语料规模１０４余万字。



从表１可知，“类同”义使用次数比“关联”和“语气”用法高得多，总比例达６３８∶１５７。这

反映了习得顺序先具体后抽象的规律，也说明“也”的“关联”和“语气”用法的难度明显高于“类

同”的用法。

（三）“也”正确使用率及习得顺序

确定习得顺序的根据有两个：一是使用频率，频率高说明该语言项目比较常用，较早被习

得。二语习得教学大纲词语项目各等级的确定也都依据了母语使用频率的统计。二是正确

率，正确率越高，说明习得较早。

本研究采用正确使用相对频率法，即各用法在各阶段的正确使用频次／该阶段的全部用法

的正确使用频次。该方法可以解决样本容量小、语料分布不均匀及等量随机抽样无法实施等

问题，所得出的数据具有可比性。

　　　　　　　　　　　　　　　　表２　“也”不同义项的正确使用率 （单位：％）

义项 ０．５Ｒ １．０Ｒ １．５Ｒ ２．０Ｒ ２．５Ｒ ３．０Ｒ ３．５Ｒ ４．０Ｒ ｍｅａｎ

Ｓ１　 ８９．０９　 ９１．０９　 ８１．３３　 ７２．７３　 ８０．１１　 ７６．９２　 ６９．３５　 ８８．８９　 ８１．１９

Ｓ６　 ３．６４　 ３．９６　 １．３３　 ９．８５　 ７．５３　 ６．９２　 ４．８４　 ３．７０　 ５．２２

Ｓ５　 ５．４５　 １．９８　 ５．３３　 ７．５８　 ４．８４　 ３．８５　 １１．２９　 ０．００　 ５．０４

Ｓ４　 １．８２　 ２．９７　 ４．００　 ６．０６　 ２．１５　 ４．６２　 ３．２３　 １．８５　 ３．３４

Ｓ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１５　 ５．３８　 ６．４５　 １．８５　 １．９８

Ｓ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００　 ０．７６　 ０．５４　 ０．７７　 ３．２３　 １．８５　 １．３９

Ｓ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３　 ３．０３　 １．６１　 １．５４　 １．６１　 １．８５　 １．３７

Ｓ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３　 ０．００　 １．０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３０

Ｓ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７

　　由表２可知，日本人“也”的习得先后顺序为：Ｓ１【类同】＞Ｓ６“什么（谁）／怎么也不……”＞

Ｓ５“一（点儿）……也不……”＞Ｓ４【强调】“（连）……也”＞Ｓ３【委婉】“……倒也罢了”＞Ｓ７“从来

也／再也不……”＞Ｓ２【关联】“即使……也”＞Ｓ９“也好……也好”＞Ｓ８“起码也……”。

二、“也”的习得偏误类型分析

我们分别考察了八个学期（半年为一个学期）日本留学生习得“也”的情况，发现有如下四

类偏误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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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错序

（１）＊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一点儿【也】不会说汉语。（半年）

（２）＊我不喜欢坐公共汽车，所以大学生的四年里一次【也】没坐公共汽车。（一年半）

当用“Ｎ受＋ 一＋ｑ也不＋Ｖ”句式的时候，动作的受事（Ｎ受）已经是确定了的或者说是已

知信息，应该放在动词谓语前，而“一＋ｑ也不＋Ｖ”则是个新信息，或者焦点，所以应该在句末

（巴丹、张谊生，２０１２）。例（１）和例（２）句中的宾语“汉语”“公共汽车”，都应放在“也”的前面。

日本学生常误把“也”放在时间或处所状语和主语之间。这种错误直到第七学期还存在，

在前两个学期的习得语料中这类偏误出现最多。

（３）＊但是我什么【也】不知道中国的情况。（二年半）

“什么”和“也”组合在一起，可以表示任指，指示或指代任何的事物，动词谓语的受事往往

要移到句首做话题或者做大主语。例（３）的偏误就在于都没有移动。

（二）误用（误代）

１．该用其他副词却误用了“也”。

（４）＊如果去中国的话，一定买自行车什么地方【也】骑去。（一年）

（５）＊人们都喜欢公园，还有有些活动的时候都在公园进行。（半年）

“也”强调两者的类同，而“都”强调“总括”，二者是有差别的。因此，例（４）中的“也”应换成

“都”。例（５）“有些活动”只是部分活动的意思，因此不能使用表总括的“都”，而应使用表类同

的“也”。

（６）＊我相信这个世界又有好人又有坏人。（一年）

“又……又……”格式表示增添，“也”表示两种情况存在类同。例（６）中“又……又……”要

改成“也”。

（７）＊除了工作以外，到很多的地方【也】参观了。（一年）

“也”表示类同，“还”表示的是添加或动作的重复。例（７）只从句子本身看，意在添加，应用

“还”。

（８）＊他的脑子转得快，什么【也】知道汉字的事。（两年半）

句子谓语为否定形式时，“什么”既可以与“也”组合，也可以与“都”组合，即“什么……也／

都不……”；当谓语为肯定形式时，则只能用“都”，即“什么……都……”。因此例（８）中的“也”

应该改为“都”。

２．“也”后句法成分误用。

（９）＊不仅努力而且遇到机会【也】重要的事情。（两年半）

“也”的后面一般要有动词或形容词，不能是名词谓语。例（９）是误把名词用作谓语。

（１０）＊去年九月份我来中国，那时候可能老百姓来看我好象姓姓（猩猩），因为即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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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过中国几次【也】我没生活过这么长的时间。（二年半）

“即使……也”构成一种让步关系，其语义表示“假设条件实现了，但结果也不改变”，“虽

然／尽管……，但是……”表示已然两个事件的转折关系。例（１０）就是混淆了这两种关系差别，

造成了偏误。

（三）多余

多余类偏误指从文 意 上 看 不 该 用“也”却 多 用 了“也”的 情 况，也 包 括 类 同 对 象 重 复 的 情

况。如：

（１１）＊他用很长年月写的书没有一个人【也】看不懂。（一年半）

（１２）＊南岸的人没有一个【也】不知道他。（一年半）

例（１１）和例（１２）中 的“也”都 不 该 用，因 为 这 里 既 没 有“类 同”的 用 法，也 不 必 表 示 某 种

语气。

（１３）＊我一个菜一点儿【也】不能读．没有办法．所以我随便选择了。（半年）

（１４）＊我从来一次【也】没看过那么美丽的风景。（三年半）

“也不……”，前接“一……”或“什么”“从来”等词语加强否定的时候，不能几种形式叠加在

一起使用。例（１３）中“一个菜”和“一点儿”只留下一个就可以了。例（１４）中“从来”和“一次”只

留下一个就行了。这类多余就是“类同”对象的重复。

（１５）＊中国的宽阔的国土【也】不说，还耳闻目睹各种新鲜事物。（一年半）

例（１５）这种用法汉 语 中 没 有，但 在 日 语 中 存 在，表 示 当 然 的 语 气，这 是 直 接 套 用 了 日 语

格式。

（四）遗漏

从上下文或语篇中，要求表达“类同”或某种语气时，日本留学生常遗漏“也”。

（１６）＊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的相貌与的品格有某种联系，当人变得善良时，与之相应，

外貌变得有很多微笑。（二年半）

（１７）＊谁也没想到貌不惊人的他，听这胡说竟心里很乱。（三年）

例（１６）和例（１７）从上文中都可以推出，后句有表示类同语义或某种语气，所以都应该用

“也”，这样才能使句子语义完整，表达更贴切、自然。

这类错误也指包括含“也”的一些固定格式（如“连……也”“即使……也”）的用法错误。

（１８）＊即使在电视里，连想看【也】不想看。（一年半）

（１９）＊来北京的时候，吃惊的打雷【也】现在的对我来说变化一个快乐。（两年）

介词“连”跟副词“都／也”前后呼应构成一种格式“连……都／也……”，即所谓“连”字句，其

语义上最大的特点就是隐含比较，或者成为极性对比，也就是举出最极端的例子暗示其他不言

而喻。如：小孩子———知道，大人———当然知道。一天学———没上过，其他知识———当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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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１８）用“一眼”表示极端的程度更合适。例（１９）因为举出“打雷”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应该加

上“连”字，构成完整的“连”字句。

（２０）＊好【也】、不好【也】，报纸的影响很大。（二年半）

汉语中没有“Ｘ‘也’，Ｙ‘也’，……”格式，但在日语中存在，“も”表示任指。如果用汉语表

达需要在“也”后 加 谓 词“好／行／罢……”。例（２０）偏 误 也 是 简 单 对 译 日 语 产 生 的 遗 漏 谓 词

错误。

三、“也”与日语“も”的语义、语法比较及习得偏误成因

（一）“也”和“も”语义上的比较

《详解日汉辞典》（吴之荣，１９９９：１３７０）：“も（助）……⑥（表示超过预料的程度或达到一定

的限度）竟，有，也。☆雨は三日～降りつづぃた。／竟连续下了三天雨。⑦表示加强语气。☆
辛（から）く～のがれた。／好容易逃脱了。⑧用以表示部分、程度、阶段的区分。☆学者に～
ぃろんなタイプがぁる／学者也有种种类型。⑨加在两个相同的单词之间，表示强调或表示首

先肯定，然后一转。☆ぅそをつく彼～彼だ。／他居然撒谎。”

可以看出：日语“も”基本义也可以用“类同”来解释。汉语的“也”和日语“も”语义上的差

别，主要还是在所谓表“加强语气”这部分。《详解日汉辞典》“も”①—⑤义项可以用“也”对译；

但⑥—⑨义项不能简单或者完全与“也”对译，有的甚至根本无法对译。

（二）“也”和“も”的语法分布比较

１．“也”和“も”语法分布的相同点。

“也”和“も”一 个 共 同 的 语 法 分 布 特 征 就 是 不 出 现 在 一 个 句 子 的 句 首。作 为 副 助 词 的

“も”，必须附加在其他词之后。更重要的是与汉语“也”一样，都必须位于类同的主体———属性

名和类同的行为、性质———属性值之间。李大忠（１９９６：１７—２２）举了三个未注明习得者母语背

景的“也”错置句首的偏误例子：

（２１）＊他们不同意你的意见，也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李）

（２２）＊他们唱了一个，也我们唱了一个。（李）

（２３）＊我过去在大学学习的时，很少用汉语写文章，后来在北京工作四年，也写文章

的机会不多。（李）

而在本人检索统计的日本人１１７个偏误句中，未发现此类“也”位于句首的偏误；而在美国

学生３４１句“也”字句语料中，偏误共有９次，其中“也”后缺少谓语动词句法偏误５次，误代类

语义偏误１次，而位于句首类句法偏误２次，位于谓语形容词后句法偏误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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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因为很多东西消失了，【也】儿子唱的歌不好听，乡村人民觉得他们俩 太 麻 烦

（美国，一年）

（２５）＊岱峰，你一定学习努力，【也】作工作的时候作很努力。（美国，一年）

（２６）＊他爱人很整齐，细心【也】很。（美国，一年）

例（２４）与例（２５）应为受英语影响发生的将“也”错置于句首类的偏误；例（２６）是将“也”放

在做谓语中心词的形容词后的偏误。由此可知，错序类的偏误主要是源于英语的负迁移。

２．“也”和“も”语法分布的相异点。

日语副助词“も”可以直接附在时间词、处所词以及受事宾语等成分右侧。汉语的“也”则

总是位于主语的右侧、谓语的左侧；至于“以前、明天”等时间词语，“也”既可以位于其左，亦可

位于其右，但意义有所不同。比较：

（２７）明日も私は来ます。

（２７’）ａ．我明天也来。

ｂ．＊明天也我来。

ｃ．？明天我也来。

ｄ．＊我也明天来。

例（２７）日语这句话，汉语表达正确的形式和意思应是例（２７’）ａ；而例（２７’）ｂ则是错误的

表达形式，因为“也”位于主语“我”左侧；例（２７’）ｃ形式可以，但存在歧义，需通过重读“明天”

才能明确“也”的辖域为“明天”或明确类同指称的对象；而例（２７’）ｄ形式虽然可以，但语义则

与例（２７）不同，即类同辖域或类同指称的对象不同。

可见，汉语“也”的位置首先决定于语法的强制要求，其次取决于“也”的语义表达，也就是

辖域差异。日本人习得“也”的偏误，主要源自母语的负迁移。母语与目标语的语法、语义及语

用差异的大小决定了偏误的类型和频次。

四、结论

“也”表“语气”或“关联”用法的习得难度高于表“类同”的习得难度；日本的学生“也”的偏

误主要来自母语的负迁移。日语和英语母语背景的留学生共同的句法偏误是“也”后缺少谓语

动词，语义和语用方面偏误出现多少主要决定于母语与作为目标语的汉语差异大小。

日本人“也”的习得先后顺序为：Ｓ１【类同】＞Ｓ６“什么（谁）／怎么也不……”＞Ｓ５“一（点儿）

……也不”＞Ｓ４【强调】“（连）……也”＞Ｓ３【委婉】“……倒也罢了”＞Ｓ７“从来也／再也不……”

＞Ｓ２【关联】“即使……也”＞Ｓ９“也好……也好”＞Ｓ８“起码也……”。

教学安排上“也”习得顺序可设计为：

第一学期：１．【类同】；２．一（点儿）……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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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期：３．什么（谁、怎么）……也不；４．【强调】（连）……也；５．【委婉】……倒也罢了；６．
【关联】即使……也；

第三学期：７．从来也／再也不……；８．也好……也好；９．起码也……。

课堂讲解时，语法分布应重点解释哪些成分必须强制性地位于“也”前，哪些成分因表意的

需要可位于“也”后；讲解和练习都要针对不同母语背景来进行，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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