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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韩国语的用言活用是指动词、形容词词干添加语尾的语法现象。韩国语的用言活用

通常分为规则与不规则两种。活用时，词干或语尾无特殊变化的，称为规则活用；有特殊

变化的，称为不规则活用。而不规则活用并都是非无规律可循，90%以上的不规则活用都遵

守着一种特殊规则进行变化，仅有极个别单词无规律可循。因此，本文将遵守特殊规则进

行变化的活用称为“特殊规则活用”，将无规律可循的活用称为“不规则活用”。 

特殊规则活用是韩国语学习和教育的重点和难点。不仅是外国人，就连韩国人本身也

时常搞混特殊规则的活用。本文的目的就是为了针对特殊规则活用寻求一种有据有理、易

记易懂的教学方法。 

韩国语的很多特殊语法现象，都是有其历史原因的。特殊规则活用也不 例外。

特殊规则活用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韩国语发展的过程中，去掉了 

韩国语语音体系音素消失的 4 个字母，即"ㅿㆆㅸㆍ"。在原有的 28 字母体系中，原本的特

殊规则活用都是规则的活用。因为字母的缺失，使得原本规则的活用变得不规则了。 

这些所代表的发音虽然在韩国语中没有了，但其所参与的语法变化却一直延续至今。

理解这些消失的古韩文并非难事，反而有助于现在许多特殊语法现象的理解。那么，我们

是否可以通过对古韩文的再利用，来进行语法难点的教学呢？ 

作者经过多年教学实践经验，对已经不合时代潮流的古文字重新改造古为今用，使其更加

简便易懂，已经取得了良好成效。本文将对用言特殊规则活用教育中的古韩文再用的原理、

改良方案、教育方法等进行详细阐述。 

 

汉语儿童偏正式复合名词习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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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研究汉语学前儿童对偏正式复合名词的发展情况，根据三种不同词性的

修饰语将复合名词分为形容词-名词；名词-名词；动词-名词。本研究包括复合名词

理解与产出实验。实验对象为 90 名来自湖南省某城市幼儿园的单语儿童，按年龄分

为三组（3、4、5 岁）：每组 30 人, 另有一成人对照组由湖南省某重点大学 30 名大

学生组成。本文具体探讨三个问题：1）不同的修饰语词性对偏正式复合名词的理解

和产出是否有影响？2)复合词意义与结构的习得是否同步？3）年龄对偏正式复合名

词的理解和产出是否有影响？结果表明：修饰语词性对儿童偏正式复合名词习得影

响显著，所有年龄段的儿童在理解和产出实验中都表现出对形容词-名词结构复合词

的偏好。从错误类型分析来看，儿童复合词意义先于内部结构的习得,他们早期可能

把复合词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年龄对儿童偏正式复合名词的理解和产出均有显著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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