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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把」字句長久以來為華語語言學界與對外華語教學界最受青睞之研究主題

（王 1957，Li & Yip 1979，Huang 1982，王 1984，Huang 1990, 1992 & 2002，黃 

1994，Hsu 1996，李 1996，Li 1997，趙、崔編著 1998，呂 1999，張 1999，邵 2000

等）。其中大都以「把」字句中之動補結構類型、「把」∕主語∕賓語之語義內涵、

或「把」字句之歷史發展過程、習得過程、錯誤研究為主，而未對以英語為母語

之華語學習者中介語中之「把」字句作一較全面之介紹與研究。「把」字句無論對

許多對外華語教師還是華語學習者來說，至今依然是頗難掌握得宜的一個語法點。 

有鑑於此，本文即依據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教學研究所鄧守信教授所建立之以

英語為母語之華語中介語語料庫，針對其中初級華語學習者中介語，全面檢索出

其中與「把」字句有關之語料（包括正確∕錯誤使用「把」以及當用而未用「把」

之語料），並進一步針對以英語為母語之初級華語學生一般正確及錯誤使用「把」

字句之全面情形及其個別習得情形、「把」字句各基本句型中之謂語結構、動詞類

型、補語類型、主語∕賓語語意成分語意角色彼此間交錯互動之關鍵要素，一一

加以深入探討、分析、研究；最後並根據研究結果對把字句做出整體之詮釋，以

期對對外華語教學界與華語語言學界有所助益。 

 
關鍵詞：第二語言習得 中介語 對比分析 錯誤分析 「把」字句 語用 

言談 語意成分 華語教學 

                                                 
1 美國華盛頓大學語言學博士，現任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副教授，專長為句法學、對比語言學、

教學語法、 中介語研究、第二語言習得、語料庫與語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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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美國教中文時，即已注意美國學生在學「把」字句時，常誤將「把」字句

當作是主動賓的變換句型。因此，常犯下目的語語內規則泛用方面的錯誤

(intralingual errors)。以下之例句即屬此類錯誤： 

 
*我把電視看見了。（鄧 1997） 

*我們昨天把鄉下去了。（鄧 1997） 

*小英英把她的鉛筆盒到她的家去了。（鄧 1997） 

*你昨天把電視看得見嗎？（鄧 1997） 

*我把所有的衣服都髒。（鄧 1997） 

*請你把這封信寄。（李 1996） 

*我把北京去。（李 1996） 

*我把作業完了。（李 1996） 

*我把這本書看得懂。（李 1996） 

*我把剛買的杯子破了。（李 1996） 

*請把字大一點兒。（李 1996） 

*我把今天的功課沒預習好。（李 1996） 

*我們把飯吃在帳篷裡（佟 1986） 

*我把飛機看見了。（黃 1994） 

*我把他喜歡。(Huang 2002) 

*我把他看見。(Huang 2002) 

*我把家想。(Huang 2002) 

 
年復一年，不論是在美國、在臺灣、在中國大陸還是在世界上其他的國家，類似

這樣的偏誤句一再出現，使人不得不好奇其原因何在。 

再加上有些句子卻較少出現偏誤的情形，如： 

 
媽媽把爸爸的眼鏡扔了。（鄧 1997） 

我要把它丟了。（鄧 1997） 

李先生已經把大的東西搬走了。（鄧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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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把這個袋子送給王先生。（鄧 1997） 

請你把那張畫給我。（鄧 1997） 

 
更令人不禁對華語學生學習「把」字句的情形有著無限的好奇。 

因此本人將依據國際知名之華語語言學與對外華語教學教授鄧守信先生於

1997 年所建立之以英語為母語之華語中介語語料庫，針對其中九位初級華語學習

者（請參見附件一）在台學習期間之中介語，全面檢索出其中與「把」字句有關

之語料（包括正確∕錯誤使用「把」以及當用而未用「把」之全部語料），建立一

個以英語為母語之初級華語把字句中介語語料庫，並將其依不同句型結構先加以

分類，然後再進一步一一介紹這些學生正確及錯誤使用「把」字句之一般情形及

學生之個別習得情形。接著將針對此中介語語料庫「把」字句各句型中之動詞類

型、謂語結構、補語類型、主語∕賓語語意成分語意角色、語用限制等方面，彼

此間交錯互動之關鍵要素，一一加以深入探討，分析研究。希望能對「把」字句

在詞彙、句法、語意、語用等方面有更進一步之認識。 

二、華語中介語語料庫中「把」字句之分類 

以下將鄧守信教授之華語中介語語料庫中檢索出來之「把」字句分為十二大

類。其中前七大類以正確之「把」字句句型為主；後五大類則為偏誤及當用而未

用之「把」字句句型。其中 SP1-SP4, SP6, *SP12 再細分為各小類。分類之標準以

句型結構、動詞類別以及語意角色為主。以下即為簡要之介紹： 

 
Sentence Pattern 1: 
NP + BA -NP + V-了 

A. NPagent + BA-NPaffected theme + Vballistic motion-了 

A3 270 x 4M 媽媽把爸爸的眼鏡扔了，怎麼辦？ 

 

B. NPaffected experiencer + BA-NPaffected theme +Vpsych-了 

A3 448 x 8M 糟糕！我把他的生日忘了。 

 
C. *NPagent + BA-NPtheme + Vaction-了 

A5 104 x 3M *我把我的最好朋友的摩托車買了。 

 

77 



中原華語文學報  第一期  民國九十七年 
 

D. *NPexperiencer + BA-NPtheme + Vperception -了 

A3 108 x 2M *我把電視看見了。 

 
E. *NPagent + BA-NPgoal + Vdirection-了 

A7  83  x   3M *我們昨天把鄉下去了。 

 
Sentence Pattern 2: 
NP + BA-NP + V-R: 
A. NPagent + BA-NPaffected theme + V-Radj. 
A4 260 x 4M 別把屋子弄髒了。 

A5 441 x 6M *因為我妹妹把她的衣服裝太多就拿不動她的行李箱。 

 

B. NPagent + BA-NPaffected theme + V-Radv. 
A6 409 x 4M 我想現把功課寫完了，然後出去玩兒。 

 
C. NPagent + BA-NPaffected theme + V-Rdirection  
A7 204 x 3M 你得把你的護照收起來要不然你手的。 

 
Sentence Pattern 3: 
A. NPagent + BA-NPaffected theme + V-Vdirection 
A5 75 x 3M 李先生已經把大的東西搬走了。 

 
B. NPagent + BA-NPaffected theme + V-Vdirection -NPlocation-Vdirection 
A3 109 x 2M 他把這些東西搬到客廳去了。 

A7 87 x 3M *我把爸爸接到機場去了。 

 
Sentence Pattern 4: 
NP + BA-NP + V⁄V-X-NP 
A. NPagent + BA-NPaffected theme + V 在-NPlocation 

A5 57 x 2M 他把杯子拿在手裡。 

A7 88 x 3M *我把我的筆拿在袋子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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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NPagent + BA-NPaffected theme+ V 給-NPgoal 

A7 89 x 3M 你可以把那雙太陽眼鏡送給我嗎？ 

A8 107 x 4M 你可以吧那個歌唱給我們聽聽嗎？ 

A5 39 x 2M *我要你放我的袋子去年我把這個東西我媽媽送給我。 

 
C. NPagent + BA-NPaffected theme+ 給-NPgoal 

A7 90 x 3M 你願意把錢給我嗎？ 

 
D. NPagent + BA-NPaffected theme + V 成-NPaffected theme 

A5 454 x 6M 我想把這些美金換成台幣所以我得到銀行去。 

 
Sentence Pattern 5: 
NPagent +BA-NPaffected theme + 當-NPaffected theme + 看待 

A4 385 x 7M 那位朋友關心我，把我當自己的弟弟看待。 

 
Sentence Pattern 6: 
A. NPagent + BA-NPaffected theme + V-一下 

A1 170 x 5M 請你把這個手續大概地說明一下。 

 
B. NPagent + BA-NPaffected theme + V（一）V 

A8  109  x  4M 你應該跟他吧這件事說說。 

A6 43 x 2M *請你們把公共汽車等一等。 

 
Sentence Pattern 7: 
SPcause + BA-NPaffected theme + V-一跳 

A7 659 x 8M 他突然從背後打了一下，把我嚇了一跳。 

 
*Sentence Pattern 8: 
*NPagent + BA-NPtheme + V-得∕不-R 

A3 195 x 3M *你昨天把那個電視看得見嗎？ 

A6 706 x 8M *在英國我把一些東西找不到，可是在臺北商店和夜市應有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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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ence Pattern 9: 
*NPagent + BA-NPtheme + V 
A5 102 x 3M *因為天氣冷極了我想把我的帽子戴。 

 
*Sentence Pattern 10: 
*NP + BA-NP + Adj. 
A3 451 x 8M *我把那包裹太重，恐怕拿不起來。 

 
*Sentence Pattern 11: 
*NPagent + BA 一 CL Ntheme + V-X 

A3 187 x 3M *請你把一句笑話告訴我們。 

 
*Sentence Pattern 12: Other BA Sentence Patterns 
A. *NPagent + BA-NPtheme + Neg. + V-X 
A8 117 x 4M *今天誰吧書沒帶來？ 

 

B. *NPagent + BA-NPtheme + 開始 + V 

A6 544 x 6M *政府要先完全改善這個國家的教育情形，然後把另外的問題開 

                始解決。 

 
C. *NPagent + BA-NPtheme + 就 V + V-了 

A8 116 x 4M *他把話就走說了。 

 

D. *NPagent + BA-NPtheme + Adv.地-V 

A6 464 x 5M *因為我是很認真的人我每天把中文好好兒地學！ 

 
E. NP + V-NP  
(1) BA used is better: 
A4 304 x 5M ?他的弟弟開始哭，所以他抱他起來。 

 
(2) BA should be used: 
A6 55 x 2M *我的老師每天今天的報帶來了。 

A9 51 y 3M *我放我的錢在桌子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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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與討論（一） 

以下為本人針對鄧教授之華語中介語語料庫之把字句總句數、總人數、句型、

習得時間點等一般情形所統計出來之各種表格，並且將一一詳細加以分析研究，

以便對這九位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生華語習得之一般情形有更深入之了解。 

表一為語料庫中各學生使用之總句數與把字句總句數之統計表： 

表一 

 
受試者 總句數 把字句 百分比 備註 

A1 174 3 1.72% 5M⁄0M 
A2 230 0 0.00% 7M⁄0M 
A3 505 24 4.75% 8M⁄18M 
A4 539 18 3.34% 8M⁄5M 
A5 682 42 6.16% 8M⁄12M 
A6 728 46 6.32% 8M⁄14M 
A7 724 38 5.25% 8M⁄14M 
A8 382 14 3.67% 6M⁄15M 
A9 249 3 1.21% 6M⁄15M 
總數 4213 188 0.05%  

 

由表一中我們看出如以個人使用把字句總數來看，其排序為： 

A6 > A5 > A7 > A3 > A4 > A8 > A1, A9 > A2 
但是如以個人把字句使用句數與其個人總句數之百分比來看，其排序則為： 

A6 > A5 > A7 > A3 > A8 > A4 > A1 > A9 > A2 
如此可以更清楚地呈現每個學生使用把字句的情形。 

而在中介語語料庫中，所有把字句卻只佔全部總句數之0.046%而已。 

如以在台學習時間來看，把字句使用較多的學生，大部分在臺灣學習中文已

有八個月，如A3, A4, A5, A6 以及A7。如以學習中文全部的時間來看，把字句使

用較多的學生，大部分學習中文已有十三個月以上，如A3, A4, A5, A6, A7以及A8。 

如以個人使用把字句的整體情形來看，A2至少學了七個月的中文卻一句把字

句都未用，是非常特殊的。此外，A9比同樣在台學了六個月、在美學了一年三個

月的A8少了許多，與只在台學了五個月中文的A1相比是一樣的少。而A4是所有的

學生中唯一父母皆具有中文能力的學生，在美國也學了五個月的中文，其使用把

字句的百分比低於A3, A5, A6與A7。 

表二為去除A2以後其餘八個學生個人使用之把字句與所有把字句之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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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受試者 
個人把字句 把字句百分比 總句數百分比 

A1 3⁄188 1.60% 1.72% 
A3 24⁄188 12.77% 4.75% 
A4 18⁄188 9.57% 3.34% 
A5 42⁄188 22.34% 6.16% 
A6 46⁄188 24.47% 6.32% 
A7 38⁄188 20.21% 5.25% 
A8 14⁄188 7.45% 3.67% 
A9 3⁄188 1.60% 1.21% 
總數 188⁄188 100%  

 

由表二中我們可看出以個人所使用之把字句佔所有把字句之百分比其排序為 

A6 > A5 > A7 > A3 > A4 > A8 > A1, A9 
其排序雖然與表一一樣，但是表二之把字句百分比卻清楚呈現A6與A1 & A9把字句

使用頻率相差有22.87%之多。 

表三為個人正確把字句與錯誤把字句百分比統計表： 

表三 
 

受試者 
正確把字句 百分比 錯誤把字句 百分比 

A1 3⁄116 2.59% 0⁄72 0.00% 
A3 15⁄116 12.93% 9⁄72 12.50% 
A4 14⁄116 12.09% 4⁄72 5.56% 
A5 35⁄116 30.17% 7⁄72 9.72% 
A6 22⁄116 18.97% 24⁄72 33.33% 
A7 15⁄116 12.93% 23⁄72 31.94% 
A8 10⁄116 8.62% 4⁄72 5.56% 
A9 2⁄116 1.72% 1⁄72 1.39% 
總數 116⁄116 100.00% 72⁄72 100.00% 

 
由表三我們發現，如整體以把字句正確使用百分比來看，這八位學生的排序為： 

A5 > A6 > A3, A7 > A4 > A8 > A1 > A9 
此外，如整體以把字句錯誤使用百分比來看，這八位學生的排序則為： 

A6 > A7 > A3 > A5 > A4, A8 > A9 > A1 
我們注意到這樣的排比卻呈現出矛盾的現象，那就是在這兩種排序中A6，A7與A3

都高居前面，而A4，A8，A9與A1也都敬陪末座。如此無法清楚比較出他們在把字

句方面整體使用的情形。因此，我們進一步比較這八位學生正確把字句與錯誤把

字句百分比的差距，以期能得以知道他們在把字句整體使用方面的排比情形，如

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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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受試者 

正確把字句百分比 錯誤把字句百分比 百分比差距 總排序 

A1 2.59% 0.00% 2.59%  4 
A3 12.93% 12.50% 0.43%  5 
A4 12.09% 5.56% 6.53% 2 
A5 30.17% 9.72% 20.45% 1 
A6 18.97% 33.33% -14.36% 7 
A7 12.93% 31.94% -19.01 8 
A8 8.62% 5.56% 3.06%  3 
A9 1.72% 1.39% 0.33% 6 
總數 100.00%  100.00%    

 
根據表四，我們將這八位學生正確把字句與錯誤把字句百分比總排序列出： 

    A5 > A4 > A8 > A1 > A3 > A9 > A6 > A7 
由此可看出，在質與量皆考慮到的情況下，整體來說，A5表現最好，正確使用的

把字句最多，另一方面錯誤使用的把字句很少；A4與A8次之，而A6與A7則敬陪末

座。 

但是為了了解每一個學生以個人為主自己使用把字句的情形，我們另外做了

以下的統計： 

表五 

 
受試者 

正確把字句 百分比 錯誤把字句 百分比 百分比差距 備註 

A1 3⁄3 100.00% 0⁄3 0.00% 100.00% 5M⁄0M 
A3 15⁄24 62.50% 9⁄24 37.50% 25.00% 8M⁄18M 
A4 14⁄18 78.00% 4⁄18 22.00% 56.00% 8M⁄5M 
A5 35⁄42 83.33% 7⁄42 16.67% 66.66% 8M⁄12M 
A6 22⁄46 47.83% 24⁄46 52.17% -4.34% 8M⁄14M 
A7 15⁄38 39.47% 23⁄38 60.53% -21.06% 8M⁄14M 
A8 10⁄14 71.43% 4⁄14 28.57% 42.86% 6M⁄15M 
A9 2⁄3 66.67% 1⁄3 33.33% 33.34% 6M⁄15M 
總數 116⁄116  72⁄72   

 

由表五我們得知，A1使用把字句正確率最高為百分之百，而A7使用把字句錯誤率

最高，高達百分之六十點五三。以下為依照把字句正確與錯誤百分比差距所排出

的順序：  

A1 > A5 > A4 > A8 > A9 > A3 > A6 > A7 
綜合以上表一至表五的分析，我們得到以下的結論： 

 
(1)一般來說，學生使用把字句的整體頻率偏低，只佔全部中介語語料庫之百

分之零點零四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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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在台學習中文時間的長短與把字句使用的頻率有關：使用把字句較多

的學生，如A6，A5，A7，A3與A4，在台學習中文的時間都有八個月。但

其中也有例外，如A2連一句把字句都沒使用；A8與A9在台學習中文的時間

同為六個月，但是不論是在使用頻率上，還是在整體或個人評比方面，A8

都比A9好得多。 

(3)在我們整理出來的把字句中介語語料庫中，A6雖然使用了最多的把字句，

但是個人錯誤率卻高居第二。A3雖然使用了最少的把字句，但是個人正確

率卻高居第一。 

(4)在質與量兼顧的情形下，A5整體習得情形最好，依次為A4與A8。 

四、分析與討論（二） 

此節中，本人將針對此把字句中介語語料庫之各句型中之謂語結構、動詞類

型、補語類型、主語及賓語之結構與語意角色，來檢視這八個學生習得的情形。

並且將把字句中有關動詞、補語、主語、賓語等詞彙、句法、語意、語用等各方

面彼此間交錯互動之關鍵要素,一一詳細加以分析研究，以便對這八位以英語為母

語的學生把字句之習得情形及對把字句本身有更深入之了解。 

由第二節之分類，我們大致可看出對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生來說，有某些句型，

如SP3A V-Vdir, SP4A V-在, SP4B V-給, SP4C 給，較易習得；而某些句型，如SP1 V-

了, SP3B VO Vdir, SP6B V（一）V, SP11 NPdef，較難習得；此外還有某些句型，如

*SP8 - SP10和*SP12其他把字句句型，則是學生自己創造的。 

以下本人將這十二類句型依據一般中文教科書與語法書之標準，分為正確與

錯誤兩大類。接著再一一比較這八個學生在學習這十二類句型方面之一般及個別

習得情形，以期找出學生在學把字句時以及老師在教把字句時，有什麼地方需要

特別加強改進的。 

表六為針對這八個學生在學習這十二大類（26小類）句型方面之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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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 
  受試者 
句型 A1 A3 A4 A5 A6 A7 A8 A9 總句數 總人數

SP1A 0 1 0 3 2 1⁄?1 0 1 8⁄?1 5⁄?1 
SP1B 0 1 0 0 1 0 0 0 2 2 

*SP1C 0 0 0 *1 0 *1 0 0 *2 *2 
*SP1D 0 *1 0 0 *1 *1 0 0 *3 *3 
*SP1E 0 0 0 0 0 *1 0 0 *1 *1 
SP2A 0 0 3⁄?1 3⁄*1 2 2⁄?3 1 0 11⁄?4⁄*1 5⁄?2⁄*1 
SP2B 0 1 0 3 2 0 0 0 6 3 
SP2C 0 0 1 1 1 2 0 0 5 4 
SP3A 0 5⁄*1 2⁄?1 6⁄?1 6⁄?2 3⁄?1 2 1 25⁄?5 7⁄?4 
SP3B 0 4 1 4⁄*1 0⁄*4 1⁄?1⁄*1 2 0 12⁄?1⁄*6 5⁄?1⁄*3 
SP4A 0 2 1 6 2⁄?2 2⁄*1 1 0⁄?1 14⁄?3⁄*1 6⁄?2⁄*1 
SP4B 1 0 1⁄?1 5 3⁄?1 1⁄?2 2⁄?1 0 13⁄?5 6⁄?4 
SP 4C 0 1 0 2 1⁄?1 1⁄?1 1 0 6⁄?2 5⁄?2 
SP4D 1 0 3 1 1 0 0 0 6 4 
SP5 0 0 2 0 0 0 0 0 2 1 

SP6A 1 0 0 1 0 0 0 0 2 2 
SP6B 0 0⁄*1 0 0⁄*1 0⁄*2 0⁄*1 1 0 1⁄*5 1⁄*4 
SP7 0 0 0 0 1 2 0 0 3 2 

*SP8 0 *2 0 0 *2 *4 *1 0 *9 *4 
*SP9 0 *1 0 *1 *2 *3 0 0 *7 *4 

*SP10 0 *1 0 0 0 *1 0 0 *2 *2 
*SP11 0 *2 *1 0 *2 0 0 0 *5 *3 

*SP12A 0 0 0 *1 *3 0 *1 0 *5 *3 
*SP12B 0 0 0 0 *1 0 0 0 *1 *1 
*SP12C 0 0 0 0 0 0 *1 0 *1 *1 
*SP12D 0 0 0 0 *1 0 0 0 *1 *1 
總數 3 15⁄*9 14⁄?3⁄*1 35⁄?1⁄*6 22⁄?6⁄*18 15⁄?9⁄*14 10⁄?1⁄*3 2⁄?1 116⁄?21⁄*51 58⁄?16⁄*33

 

由表六之統計結果，我們得知以下幾點： 

（一）在學生個人習得方面： 

1、A1一共使用了3個正確的句型：SP4B, SP4D, SP6A（各1句）。 

2、A3一共使用了7個正確的句型：其中SP3A用的最多，有5句，而正確的句

型中用錯了2個；一共使用了5個錯誤的句型：其中*SP8與*SP11用的最多，

各有2句。 

3、A4一共使用了8個正確的句型：其中SP2A, SP4D用的最多，各有3句；當用

而未用的句型有3個：SP2A, SP3A, SP4B（各1句）；錯誤的句型有1個：*SP11

（1句）。 

4、A5一共使用了11個正確的句型：其中SP3A與SP4A用的最多，各有6句，而

正確的句型中用錯了3個；當用而未用的句型有1個：SP3A（1句）；錯誤的

句型有3個：*SP1C *SP9 *SP12A（各1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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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6一共使用了11個正確的句型：其中SP3A用的最多，有6句，而正確的句

型中用錯了2個，其中SP3B高達4句；當用而未用的句型有4個，其中SP3A, 

SP4A各有2句；錯誤的句型有7個，其中*SP12A用的最多，有3句。 

6、A7一共使用了9個正確的句型，其中SP 3A用的最多，有3句，而正確的句

型中用錯了3個；當用而未用的句型有6個，其中SP2A有3句；錯誤的句型

有6個，其中*SP8用的最多，有4句。 

7、A8一共使用了7個正確的句型，其中SP3A, SP3B, SP4B用的最多，各有2句；

當用而未用的句型有1個：SP4B（1句）；錯誤的句型有3個：*SP8, *SP12A, 

*SP12C（各1句）。 

8、A9一共使用了2個正確的句型：SP1A, SP3A（各1句）；當用而未用的句型

有1個：SP4A（1句）。 

 
總而言之，A5與A6使用的正確句型最多，15個中用了11個；A6使用的錯誤句

型最多，11個中用了7個。相較之下，A5仍為把字句習得方面最好的學生。 

（二）在各句型總句數方面 

以下我們依正確的句型、錯誤的句型、當用而未用的句型、正確的句型中用

錯的句型等類別，分別將各句型總句數之排序列出： 

1、正確的句型 

3A (25) > 4A (14) > 4B (13) > 3B (12) > 2A (11) > 1A (8) > 2B, 4C, 4D (6) > 2C (5) 
> 7 (3) > 1B, 5, 6A (2) > 6B (1) 

2、錯誤的句型 

*8 (*9) > *9 (*7) > *11,*12A (*5) > *1D (*3) > *1C, *10 (*2) > *1E,*12B,*12C (*1) 

3、當用而未用的句型 

3A, 4B (?5) > 2A (?4) > 4A (?3) > 4C (?2) > 1A, 3B (?1) 

4、正確的句型中用錯的句型 

6B (1∕*5) > 3B (12∕*6) > 2A (11∕*1) > 4A (14∕*1) 

其中正確的句型以SP3A使用最多，有25句。錯誤的句型以*SP8使用最多，有

9句。當用而未用的句型以SP3A, SP4B使用最多，各有5句。正確的句型中用錯的

句型以SP6B使用最多，有5句。 

 

86 



以英語為母語之華語學生「把」字句中介語之研究 

（三）在各句型總人數方面 

以下我們仍依正確的句型、錯誤的句型、當用而未用的句型、正確的句型中

用錯的句型等類別，分別將各句型總人數之排序列出： 

1、正確的句型 

3A (7) > 4A,4B (6) > 1A,2A,3B,4C (5) > 2C,4D (4) > 2B (3) > 1B,6A,7 (2) > 5,6B (1) 

2、錯誤的句型 

*8, *9 (*4) > *1D, *11, *12A (*3) > *1C, *10 (*2) > *1E, *12B, *12C, *12D ( *1) 

3、當用而未用的句型 

3A, 4B (?4) > 2A, 4A, 4C (?2) > 1A, 3B (?1) 

4、正確的句型中用錯的句型 

6B (1∕*4) > 3B (5∕*3) > 2A (5∕*1) > 4A (6∕*1) 

其中正確的句型仍以SP3A使用最多，有7人。錯誤的句型以*SP8, *SP9使用最

多，各有4人。當用而未用的句型仍以SP3A, SP4B使用最多，各有4人。正確的句

型中用錯的句型也仍以SP6B使用最多，有4人。 

以下我們接著將探討各學生在各學習時間點方面之習得情形。 

我們仍將依正確的句型、錯誤的句型、當用而未用的句型、正確的句型中用

錯的句型（請參見附件二）等類別，針對把字句語料庫中一般使用之時間點與人

數、句型，做出相關的統計如下： 

1、正確的句型 

表七 
時間點人數 

句型 2M 3M 4M 5M 6M 7M 8M 總時間點 

SP3A(7) 4 3 2 3 0 0 1 5 
SP4A(6) 4 3 2 2 2 0 0 5 
SP4B(6) 2 3 1 1 0 0 1 5 
SP2A(5) 1 2 4 0 1 0 1 5 
SP1A(5) 2 1 3 0 1 0 0 4 
SP3B(5) 3 2 1 1 0 0 0 4 
SP4C(5) 3 2 1 0 0 0 0 3 
SP2C(4) 1 2 0 1 0 0 0 3 
SP4D(4) 0 0 2 1 1 0 1 4 
SP2B(3) 0 0 1 1 1 0 0 3 
SP6A(2) 0 0 0 1 1 0 0 2 
SP7(2) 0 0 0 0 0 2 1 2 

SP1B(2) 0 0 0 0 0 1 1 2 
SP5(1) 0 0 0 0 0 1 1 2 

SP6B(1) 0 0 1 0 0 0 0 1 
句型總數 8 8 10 8 6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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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4M出現之句型最多，有10個；其次為2M, 3M, 5M各有8個；8M有7個，6M

有6個，而7M最少，只有3個。 

以下我們再依時間點先後順序以及各句型使用人數，將各句型分別列出： 

2M: 3A, 4A (4) > 3B, 4C (3) > 1A, 4B (2) > 2A, 2C (1) 
3M: 3A, 4A, 4B (3) > 2A, 2C, 3B, 4C (2) >1A (1) 
4M: 2A (4) > 1A (3) > 3A, 4A, 4D (2) > 2B, 3B, 4B, 4C, 6B (1) 
5M: 3A (3) > 4A (2) > 2B, 2C, 3B, 4B, 4D, 6A (1) 
6M: 4A (2) > 1A, 2A, 2B, 4D, 6A (1) 
7M: 7 (2) > 1B, 5 (1) 
8M: 1B, 2A, 3A, 4B, 4D, 5, 7 (1) 

 
如此非常清楚的顯示出2M與3M使用的八個句型完全一樣；4M出現三個新句

型4D, 2B, 6B；5M出現一個新句型6A；7M出現三個新句型1B, 5, 7；3M, 6M, 8M

沒出現任何一個新句型。 

因此我們認為各正確句型之習得順序如下所示： 

2M∕3M: 3A, 4A, 3B, 4C, 4B, 1A, 2A, 2C 

4M: 4D, 2B, 6B 
5M: 6A 
7M: 7, 1B, 5 
 
另一方面2A, 3A, 4A, 4B跨越了五個時間點，其中前三個時間點是一樣的：2M, 

3M, 4M。 

2、錯誤的句型 

表八 
時間點人數 

句型 2M 3M 4M 5M 6M 7M 8M 總時間點 

*SP1C(2) 1 1 0 0 0 0 0 2 
*SP1D(3) 2 1 0 0 0 0 0 2 
*SP1E(1) 0 1 0 0 0 0 0 1 
*SP8(4) 0 2 0 2 2 0 1 4 
*SP9(4) 0 2 4 0 0 1 0 3 

*SP10(2) 0 1 0 0 0 0 1 2 
*SP11(3) 3 1 0 0 0 0 1 3 

*SP12A(3) 1 1 1 1 0 0 0 4 
*SP12B(1) 0 0 0 0 1 0 0 1 
*SP12C(1) 0 0 1 0 0 0 0 1 
*SP12D(1) 0 0 0 1 0 0 0 1 
句型總數 4 8 3 3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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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3M出現之錯誤句型最多，有8個；其次為2M有4個，4M, 5M, 8M各有3

個；6M有2個，而7M最少，只有1個。 

以下我們再依時間點先後順序以及各句型使用人數，將各句型分別列出： 

2M: *11(3) > *1D (2) > *1C, *12A (1) 
3M: *8, *9 (2) > *1C, *1D, *1E, *10, *11, *12A (1) 
4M: *9 (4) > *12A, *12C (1) 
5M: *8 (2) > *12A, *12D (1) 
6M: *8 (2) > *12B (1) 
7M: *9 (1) 
8M: *8, *10, *11 (1) 

 
如此非常清楚的顯示出2M與3M錯誤句型有4個完全一樣；3M出現四個新的錯

誤句型*8, *9, 1E, 10；4M出現一個新的錯誤句型*12C；5M出現一個新的錯誤句型

*12D；7M, 8M沒出現任何一個新的錯誤句型。 

因此我們認為各錯誤句型之出現順序如下： 

2M: *11, *1D, *1C, *12A 
3M: *8, *9, 1E, *10 
4M: *12C 
5M: *12D 
6M: *12B 
 
另一方面*SP8跨越了四個時間點，分別為3M, 5M, 6M, 8M。由此可看出在學

生習得方面是特別值得注意的。 

3、當用而未用的句型 

表九 
時間點人數 

句型 2M 3M 4M 5M 6M 7M 8M 總時間點 

SP1A (1) 0 1 0 0 0 0 0 1 
SP2A (2) 0 0 2 0 0 0 1 2 
SP3A (4) 1 1 0 1 0 0 1 4 
SP3B (1) 1 0 0 0 0 0 0 1 
SP4A (2) 0 1 1 0 0 0 0 2 
SP4B (4) 0 2 0 1 0 2 0 3 
SP4C (2) 1 1 0 0 0 0 0 2 
句型總數 3 5 2 2 0 1 2  

 
其中以3M出現之當用而未用的句型最多，有5個；其次為2M有3個, 4M, 5M, 

8M各有2個；7M有1個，而6M則1個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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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們再依時間點先後順序以及各句型使用人數，將各句型分別列出： 

2M: ?3A, ?3B, ?4C (1) 
3M: ?4B (2) > ?1A, ?3A, ?4A, ?4C (1) 
4M: ?2A (2) > ?4A (1) 
5M: 3A, 4B (1) 
6M: 0 
7M: 4B (2) 
8M: 2A, 3A (1) 

 
如此非常清楚的顯示出2M與3M當用而未用的句型有2個完全一樣；3M出現三

個新的當用而未用的句型  ?4B, ?1A, ?4A；4M出現一個新的當用而未用的句

型?2A；6 M未出現當用而未用的句型；5M, 7M, 8M沒出現任何一個新的當用而未

用的句型。 

因此我們認為當用而未用的句型出現之先後順序如下： 

2M: 3A, 3B, 4C 
3M: 4B, 1A, 4A 
4M: 2A 

 
另一方面?SP3A跨越了四個時間點，分別為2M, 3M, 5M, 8M。由此可見雖然此

句型使用頻率及正確率皆高，但是仍有需要加強之處。 

4. 正確的句型中用錯的句型 

SP6B (1∕*4) > SP3B (5∕*3) > SP2A (5∕*1) > SP4A (6∕*1) 

表十 
時間點人數 

句型 2M 3M 4M 5M 6M 7M 8M 總時間點 

SP2A (*1) 0 0 0 0 1 0 0 2 
SP3B (*3) 2 2 0 0 0 0 0 2 
SP4A (*1) 0 1 0 0 0 0 0 1 
SP6B (*4) 3 1 0 1 0 0 0 3 
句型總數 2 3 0 1 1 0 0  

 
其中以3M出現之正確的句型中用錯的句型最多，有3個；其次為2M有2個； 5M, 

6M各有1個；4M, 7M, 8M則1個也沒有。 

以下我們再依時間點先後順序以及各句型使用人數，將各句型分別列出： 

2M: 6B (3) > 3B (2) 
3M: 3B (2) > 4A, 6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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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 0 
5M: 6B (1) 
6M: 2A (1) 
7M: 0 
8M: 0 

 
如此非常清楚的顯示出2M與3M正確的句型中用錯的句型有2個完全一樣；3M

出現一個新的正確的句型中用錯的句型4A；6M出現一個新的正確的句型中用錯的

句型2A；6 M出現正確的句型中用錯的句型當用而未用的句型；4M, 7M, 8M沒出

現任何一個正確的句型中用錯的句型。 

因此我們認為正確的句型中用錯的句型出現之先後順序如下： 

2M: 6B, 3B 
3M: 4A 
6M: 2A 

 
另一方面SP6B跨越了三個時間點，分別為2M, 3M, 5M。但是在最後三個月有

改善之情況。 

總之，我們依正確的句型、錯誤的句型、當用而未用的句型、正確的句型中

用錯的句型等類別，針對把字句語料庫中之時間點與人數、句型，做出相關的統

計資料，並得以探討出在各學習時間點方面之習得情形。其結論如下： 

 
(1)各正確句型之習得順序如下所示： 

2M∕3M: 3A, 4A, 3B, 4C, 4B, 1A, 2A, 2C 

4M: 4D, 2B, 6B 
5M: 6A 
7M: 7, 1B, 5 
另一方面2A, 3A, 4A, 4B跨越了五個時間點，其中前三個時間點是一樣的：

2M, 3M, 4M。而4M已出現有10個正確的句型。 

(2)各錯誤句型之出現順序如下： 

2M: *11, *1D, *1C, *12A 
3M: *8, *9, 1E, *10 
4M: *12C 
5M: *12D 
6M: *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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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SP8跨越了四個時間點，分別為3M, 5M, 6M, 8M。由此可看出在

學生習得方面是特別值得注意的。此外在時間點方面，3M出現最多錯誤之

句型，有8個之多。 

(3)當用而未用的句型出現之先後順序如下： 

2M: 3A, 3B, 4C 
3M: 4B, 1A, 4A 
4M: 2A 
另一方面?SP3A跨越了四個時間點，分別為2M, 3M, 5M, 8M。由此可見雖

然此句型使用頻率及正確率皆高，但是仍有需要加強之處。在時間點方面，

3M仍為出現最多此類句型之期間，有5個。 

(4)正確的句型中用錯的句型出現之先後順序如下： 

2M: 6B, 3B 
3M: 4A 
6M: 2A 
另一方面SP6B跨越了三個時間點，分別為2M, 3M, 5M。但是在最後三個月

有改善之情況。3M仍為出現最多此類句型之時間點，有3個。 

(5)3M在把字句之習得方面是最值得注意的時間點。在此期間出現之正確句型

為8個，雖高居第二，但是在其他三類錯誤、當用未用、正確句型中用錯的

句型中，卻都高居第一。 

 
由以上各節，我們針對把字句語料庫中各句型總句數、總人數以及各學習時

間點方面之習得情形，所得到的結論，我們客觀地歸納出以下十類句型： 

SP1A (5): V-了 

*SP1D (*3): *V-了 

SP2A (5∕?2∕*1): V-R 

SP3A (7∕?4): V-Vdir  

SP3B (5∕?1∕*3): VO Vdir  

SP4B (6∕?4): V-給 

SP6B (1∕*4): V（一）V 

*SP8 (*4): *V-得∕不-R 

*SP9 (*4): *V 
*SP11(*3): 把-O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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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我們更進一步針對這幾類句型中之謂語與動補結構、動詞類別、主詞與

受詞之語意成分與語意角色、語用限制等方面，詳加探討學生之習得情形。 

五、把字句句型謂語、動補結構與動詞類別 

我們將上節整理出來的十類句型分為五大類。第一類包括SP1A, *SP1D, 第二

類SP3A, SP3B；第三類為SP4B；第四類為SP2A, *SP8與*SP9；第五類為*SP11；

第六類為SP6B。並且我們也依據把字句中介語語料庫，將學生實際使用之語料一

一列出，以便更清楚地了解他們的習得情形。 

以下我們先針對第一類至第四類加以分析討論。 

第一類： 

SP1A (5): V-了 

扔(2)甩(1)丟(3) 

* SP1D (*3): *V-了 

*看(2)*看見(1) 

 
由以上列出的實例中，我們看出這八位學生習得的動詞以移動動詞(motion verb)為

主；誤用之動詞為感官動詞(perception verb)。 

 
第二類： 

SP3A (7∕?4∕*1): V-Vdir  

搬走(2)拿走(1)趕走(1) *搬去(1) 

帶來(3∕?1) 

戴上(2) 

放下(2) 

拿起來(?1)拿出來(1)拿過來(1) 

帶回來(1)帶回去(1) 

抱起來(?1) 

摘下來(3)寫下來(?1) 

搬上去(2)搬出去(1)租出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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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3B (5∕?1∕*3): VO Vdir  

搬到客廳去(1)搬進屋子裡去(1) 

拿到廚房裡去(1)拿到樓下去(1)拿到洗澡間去(1) 

拿到房子去(1) 

拿上樓去(1) 

*拿到哪兒(1)*拿到王先生的對房子(1) 

帶到學校來(1)帶到學校去(1)帶回家(1)*帶上廚房來(1) 

開回家來(1)開回家去(1)*開出臺北去(1) 

*接到機場去(1) 

 
由以上之實例，我們看出學生使用之動詞也皆為移動動詞，可見們已學會這類句

型需使用移動動詞。至於有問題的地方，大部分與詞之搭配方面有關，如*搬去、

*帶上廚房來、*接到機場去、*開出臺北去，小部分為未使用方向補語去所造成的，

如*拿到哪兒、*拿到王先生的對房子。至於*拿到王先生的對房子還有名詞修飾語

方面的問題，則不在本文討論的範圍內。 

 
第三類： 

SP4B (6∕?4): V-給 

送給(3∕?1)借給(3∕?2)交給(1∕?1)介紹給(1∕?1) 

說給我聽(1)唱給我們聽聽(1) 

 
第三類之動詞皆為雙賓語動詞。我們由以上的實例看出學生習得的情形較前兩類

好，沒有錯誤的例子，只有當用而未用的情形。 

 
第四類： 

SP2A (5∕?2∕*1): V-R 

弄丟(1∕?1)弄髒(1)弄壞(?1)弄疼(?1) 

開開(4)張開(1) 

淹沒(1) 

表演的很出色(1)*裝太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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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8 (*4): *V-得∕不-R  

*看得見(1)*買得到(1)*買得著(1)*睡得著(1) 

*聽不清楚(1)*看不起(1)*找不到(1)*開不到(1)*管不了(1) 

*SP9 (*4): *V 
*戴(1)*帶(1)*洗(1)*整理(1) *幫忙(1)*問(1)*說明(1) 

 
第四類的句型與結果補語有關。由SP2A中，我們看出在動詞方面，學生已學會使

用致果動詞(causative verb)。與其結果補語之搭配使用也沒問題。動補結構沒有錯

誤的例子，只有當用而未用的情形。唯一的錯誤是動-得-補結構。由SP2A與*SP8

之對照中，我們看出*V-得∕不-R與V-R兩種結構的差別經由把字句凸顯出來，而

學生犯錯的根本原因是對*V-得∕不-R與V-R這兩種結構無法區分清楚之故。由

SP2A與*SP9之對照中，我們看出有半數的學生對把字句透過動補結構以達到動作

完成後所造成的結果的基本要求尚未完整習得。 

接著我們將針對把字句受詞之語意成分方面，來看看學生習得的情形。 

六、把字句主詞與受詞之語意成分與語意角色 

*SP11(*3): 把-受詞 

*一些毛巾(1)*一些青菜(1)*一些東西(1)*一瓶酒(1)*一句笑話(1) 

 
由以上的實例我們發現有三個學生雖然在把-受詞之語意角色(affected theme)

都用對了，但是在語意成分方面仍有問題，用了不定指(indefinite)的名詞。 

 
此外，學生在正確的句型中，還使用了以下幾類的受詞： 

(1) 這CL-N: 這個地圖∕手續∕箱子∕句子∕袋子∕東西∕電影∕故事，這輛

汽車∕這件毛衣 

(2) 那CL-N: 那個電視∕窗戶∕叉子∕地毯∕電影∕歌，那張畫∕那本書∕那

隻筆∕那份報 

(3) Pron.的N: 我的字典∕電話號碼，你的護照∕說明，他的書包∕東西∕名

字 

(4) Adj. N: 新汽車，惡鬼，荒地 

(5) Pron: 我∕他∕它 

(6) N: 爸爸∕孩子∕桌子∕杯子∕碗∕門∕房間∕電視∕書∕筆∕信∕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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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子∕鞋∕汽車∕摩托車 

這些受詞皆為affected theme，定指或泛指名詞。 

另一方面，這八個學生在正確的句型中所使用之主詞，有以下幾類： 

 

(1) 人稱代名詞你∕我∕他∕她∕你們∕我們∕他們∕誰，親屬∕人稱稱謂媽

媽∕我母親∕我姊姊∕妹妹∕王太太∕李先生∕華小姐，專有人名李安美

∕小英英。 

(2) 那個學生∕那位先生∕你的朋友∕牙科大夫∕孩子 

(3) 那陣大雨 

(4) Cause event: 他突然從背後打了一下 

 
這些主詞絕大部分為人(agent / affected experiencer)，自然具有致果能力。但是其他

非人之主詞(cause)如大雨及一件事件也同樣具有致果的效力。 

下面我們再來檢視在討論把字句時極少談到的問題，也就是語用限制。 

七、把字句之語用限制 

SP6B (1∕*4): V(一)V  

說說(1) 

*說一說(1)*念一念(1)*看一看(1)*等一等(1) *試試吃(1) 

 
我們發現此類句型只有一人用對。也就是說只有一個學生學會把-受詞V(一)V要用

在命令祈使句。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得到以下的結論： 

1. 依據把字句中介語語料庫及各類型，我們得知學生已習得： 

(1)SP1(V-了)、SP3A(V-Vdir)∕3B(VOVdir)使用移動動詞(motion verb)，SP4B（V-

給）使用雙賓語動詞(double object verb)，SP2A (V-R)使用致果動詞(causative 

verb)這方面的基本語法知識。 

(2)把字句之主詞(agent, affected experiencer, cause)只要具有致果能力或效力之名

詞皆可使用，不限定為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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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待加強的方面為： 

(1)SP1(V-了)不能用感官動詞；SP3A(V-Vdir)∕3B(VOVdir)要注意詞之搭配及使用

方向補語方面的問題；SP4B（V-給）使用把字句的情形很平常；SP2A(V-R)

使用把字句的情形也很平常；*V-得∕不-R與*V不能用在把字句。 

(2)把-受詞不能用不定指(indefinite)或unaffected theme的名詞。 

(3)把-受詞V(一)V要用在命令祈使句。 

 
以下我們將進一步探討學生在這些方面的問題，以進一步釐清使用把字句的

關鍵因素為何。 

八、把字句之整體詮釋 

由上節的討論中我們得知學生在這幾類句型中之習得情形，但是為了了解為

什麼在把字句各句型中在主詞、受詞、謂語、動補結構與動詞類別方面有種種的

限制，我們還需再深入探討。 

Huang (2002)一文中認為把字句有以下之特色(features): 

[+situational context, +causative, +emphatic, +telic, +change of location∕state] 

也就說是把字句要用在有語境之語用情景下；把字句之主詞具有致果能力；把受

詞為句中次主題，強調其因位置或狀態之改變而受到的影響；把字句之動詞結構

在某一時間終點要改變把受詞之位置或狀態(包括具體及抽象兩方面)。 

我們以上各節根據把字句中介語語料庫所討論之各種有關情形，在此也印證

了Huang (2002)一文中對把字句之整體詮釋： 

1. 把字句要用在有語境之語用情景下 

我們在第六節與第七節所提及的把-受詞不能用不定指(indefinite)的名詞以及 

把-受詞V(一)V要用在命令祈使句這兩種限制，都能在把字句要用在有語境之 

語用情景下得到合理的解釋。 

2. 把字句之主詞具有致果能力 

我們在第六節所論及的只要具有致果能力或效力之名詞(agent, affected experi-

encer, cause)皆可擔任把字句之主詞，再次印證了Huang (2002)一文中的論點。 

 

 

97 



中原華語文學報  第一期  民國九十七年 
 

3. 把受詞為句中次主題，強調其因位置或狀態之改變而受到的影響 

我們在第五節以及在第六節針對*SP11把-受詞不能用不定指(indefinite)的名詞

與針對*SP1D（V-了），*SP8, *SP9不能透過單獨的動詞或動-得-補結構以達到

動作完成後對把-受詞(affected theme)造成位置或狀態之改變所做的結論，再次

印證了Huang (2002)一文中的論點。 

4. 把字句之動詞結構在某一時間終點要改變把受詞之位置或狀態（包括具體及抽

象兩方面） 

我們在第五節以及在第六節針對SP1A, SP2A(V-R), SP3A, SP3B, SP4B, SP6B, 

得知一定要透過動詞結構以在某一時間終點達到動作完成後所造成的結果，這

樣經由學生語言習得的實例而得到的結論再次證實了Huang (2002)一文中的論

點。 

 
我們並可以進一步用這些特色來解釋以下的情形： 

 

(1) *V, *Adj, *V-得∕不-R是因為[-telic, -causative, -change of location/state]; 

(2) *Vperception/action/direction-了是因為[-causative, -change of location/state]; 

(3) *把一CL N是因為[-situational context, -emphatic]。 

九、結論 

在本文中，我們依據鄧守信教授之以英語為母語之華語中介語語料庫，建立

了一個以初級華語學生為主之把字句中介語語料庫，並依據把字句中介語語料庫

及各類型，我們整理出來各句型中學生習得之詳細情形。 

在以上各節中，經由語料庫中學生語言習得的實例，我們在把字句總句數、

總人數、句型、習得時間點、動詞類別、主詞∕受詞語意成分、語用限制以及把

字句整體詮釋方面，得到以下各點結論： 

 
1、在中介語語料庫中，所有把字句只佔全部總句數之0.046%而已。 

2、如以個人把字句使用句數與其個人總句數之百分比來看，其排序為： 

A6 > A5 > A7 > A3 > A8 > A4 > A1 > A9 > A2 
3、如依照這八位學生正確把字句與錯誤把字句百分比總排序列出： 

A5 > A4 > A8 > A1 > A3 > A9 > A6 >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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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5與A6使用的正確句型最多，15個中用了11個；A6使用的錯誤句型最多，

11個中用了7個。在質與量兼顧的情形下，A5整體習得情形最好，依次為

A4與A8。 

5、正確的句型以SP3A使用最多，有7人。錯誤的句型以*SP8, *SP9使用最多，

各有4人。當用而未用的句型仍以SP3A, SP4B使用最多，各有4人。正確的

句型中用錯的句型以SP6B使用最多，有4人。 

6、如以在台學習時間來看，把字句使用較多的學生，大部分在臺灣學習中文

已有八個月，如A3, A4, A5, A6 以及A7。如以學習中文全部的時間來看，

把字句使用較多的學生，大部分學習中文已有十三個月以上，如A3, A4, A5, 

A6, A7以及A8。 

7、學生在各學習時間點方面之習得情形，3M在把字句之習得方面是最值得注

意的時間點。在此期間出現之正確句型為8個，雖高居第二，但是在其他三

類錯誤、當用未用、正確句型中用錯的句型中，卻都高居第一。 

8、我們依正確的句型、錯誤的句型、當用而未用的句型、正確的句型中用錯

的句型等類別，針對把字句語料庫中之時間點與人數、句型，分別列出各

句型習得∕出現之時間點。 

9、我們針對把字句語料庫中各句型總句數、總人數以及各學習時間點方面之

習得情形，所得到的結論，客觀地歸納出十類句型，並進一步針對這幾類

句型中之謂語與動補結構、動詞類別、主詞與受詞之語意成分與語意角

色、語用限制等方面，詳加探討學生之習得情形。 

10、依據把字句中介語語料庫及各類型，我們得知學生已習得： 

(1)SP1(V- 了 ) 、 SP3A(V-Vdir) ∕ 3B(VOVdir) 使 用 移 動 動 詞 (motion verb) ，

SP4B(V-給)使用雙賓語動詞(double object verb)，SP2A (V-R)使用致果動詞

(causative verb)這方面的基本語法知識。 

(2)把字句之主詞只要具有致果能力或效力之名詞(agent, affected experiencer, 

cause)皆可使用，不限定為人而已。 

而有待加強的方面為： 

(1)SP1（V-了）不能用感官動詞；SP3A(V-Vdir)∕3B(VOVdir)要注意詞之搭配

及使用方向補語方面的問題；SP4B(V-給)使用把字句的情形很平常；

SP2A(V-R)使用把字句的情形也很平常；*V-得∕不-R與*V不能用在把字

句。 

(2)把-受詞不能用不定指(indefinite)或unaffected theme的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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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把-受詞V(一)V要用在命令祈使句。 

11、我們以上各節根據把字句中介語語料庫所討論之各種有關情形，在此也

印證了Huang (2002)一文中對把字句之整體詮釋，也就是說： 

(1)把字句要用在有語境之語用情景下； 

(2)把字句之主詞(agent, affected experiencer, cause)具有致果能力∕效力； 

(3)把受詞為句中次主題(affected theme)，強調其因位置或狀態之改變而受到

的影響； 

(4)把字句之動詞結構在某一時間終點要改變把受詞之位置或狀態（包括具

體及抽象兩方面）。 

並用以合理解釋一些不合乎語法的句型。 

本文雖然是本人斷斷續續用了近兩年的時間，針對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生在學

習中文時之種種情形，所做的研究。但是因學生學習的時間並不一致，再加上有

個人不同之語言學習及使用背景，因此仍有一些無法完全掌握之因素，需要在以

後的研究工作中加以改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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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華語中介語語料庫受試者資料（鄧 1997） 
受試者編號 A1 A2 A3 A4 A5 
性別 男 男 女 男 男 
年齡 26 25 27 22 20 
國籍 美國 加拿大 美國 美國(華裔) 英國 

教育程度 大學 大學 大學 大學 大學 
專業 經濟  中國歷史 心理學 中文 
職業 銀行業  學生 商業貿易 學生 

父親語言能力 英文 英文 英文 中文∕台語∕

英文 英文 

母親語言能力 英文 英文 挪威文∕英文
中文∕台語∕

英文 英文 

其他外語能力 西班牙文∕德文 西班牙文∕法文 x 法文 法文 
過去學中文時間 x x 1;6 0;5 1;0 
來台日期 Aug 1996 Feb 1996 Aug 1996 Aug 1996 Aug 1996

學中文之理由 想與太太的家人

溝通 
為將來深造進修

作準備 喜歡中國文化
是中國人，且將

來想在台工作 
對中國功夫

很有興趣 

覺得中文最難之

處 
發音∕四聲∕句

型語法  
四聲∕句型語

法 句型語法 句型語法

每週上課時數 10 hrs 10 hrs 10 hrs 10 hrs 10 hrs 
每天溫習時數 5 hrs 2~3 hrs 1 hrs 2~3 hrs 2 hrs 
與華人親戚朋友

相處的時間 每天 1∕week x 4∕week x 

受試時在台學中

文時間 5M 7M 8M 8M 8M 

 
受試者編號 A6 A7 A8 A9 
性別 女 女 男 男 
年齡 19 20 21 23 
國籍 英國 英國 美國 美國 
教育程度 大學 大學 大學 大學 
專業 中文 中文 計算科學 亞洲經濟 
職業 學生 學生 學生 學生 
父親語言能力 英文 粵語⁄中文⁄英文 英文 英文⁄德文 
母親語言能力 英文 英文⁄西班牙文 英文 英文⁄法文 
其他外語能力 法文⁄德文⁄拉丁文 西班牙文⁄法文 x 法文⁄拉丁文 
過去學中文時間 1;2 1;2 1;3 1;3 
來台日期 Aug 1996 Aug 1996 Aug 1996 Aug 1996 

學中文之理由 很喜歡學外語，中

國文化很有意思 
想 學 一 種 有 趣

的外語 
對中國文化與

語言有興趣 
對中國文化有興趣，

且想在亞洲做生意 
覺得中文最難之處 句型語法 句型語法 四聲 四聲 
每週上課時數 10 hrs 10 hrs 10 hrs 10 hrs 
每天溫習時數 2~3 hrs 1 hr 1~2 hrs 2~3 hrs 
與華人親戚朋友相處的

時間 不常聯絡 1⁄week 每天 一週數次 

受試時在台學中文時間 8M 8M 6M 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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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一)正確的中介語語料： 
Sentence Pattern 1: 
NP + BA -NP + V-了 

A. NPagent + BA-NPaffected theme + Vballistic motion-了 

A3 270 x 4M 媽媽把爸爸的眼鏡扔了，怎麼辦？ 

B. NPaffected experiencer + BA-NPaffected theme +Vpsych-了 

A3 448 x 8M 糟糕！我把他的生日忘了。 

 

Sentence Pattern 2: 
NP + BA-NP + V-R: 
A. NPagent + BA-NPaffected theme + V-Radj. 
A4 260 x 4M 別把屋子弄髒了。 

B. NPagent + BA-NPaffected theme + V-Radv. 
A6 409 x 4M 我想現把功課寫完了，然後出去玩兒。 

C. NPagent + BA-NPaffected theme + V-Rdirection  
A7 204 x 3M 你得把你的護照收起來要不然你手的。 

 
Sentence Pattern 3: 
A. NPagent + BA-NPaffected theme + V-Vdirection 
A5 75 x 3M 李先生已經把大的東西搬走了。 

B. NPagent + BA-NPaffected theme + V-Vdirection -NPlocation-Vdirection 
A3 109 x 2M 他把這些東西搬到客廳去了。 

 

Sentence Pattern 4: 
NP + BA-NP + V∕V-X-NP 

A. NPagent + BA-NPaffected theme + V 在-NPlocation 

A5 57 x 2M 他把杯子拿在手裡。 

B. NPagent + BA-NPaffected theme+ V 給-NPgoal 

A7 89 x 3M 你可以把那雙太陽眼鏡送給我嗎？ 

A8 107 x 4M 你可以吧那個歌唱給我們聽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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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NPagent + BA-NPaffected theme+ 給-NPgoal 

A7 90 x 3M 你願意把錢給我嗎？ 

D. NPagent + BA-NPaffected theme + V 成-NPaffected theme 

A5 454 x 6M 我想把這些美金換成台幣所以我得到銀行去。 

 
Sentence Pattern 5: 
NPagent +BA-NPaffected theme + 當-NPaffected theme + 看待 

A4 385 x 7M 那位朋友關心我，把我當自己的弟弟看待。 

 
Sentence Pattern 6: 
A. NPagent + BA-NPaffected theme + V-一下 

A1 170 x 5M 請你把這個手續大概地說明一下。 

B. NPagent + BA-NPaffected theme + V(一)V 

A8109x4M 你應該跟他吧這件事說說。 

 

Sentence Pattern 7: 
SPcause + BA-NPaffected theme + V-一跳 

A7 659 x 8M 他突然從背後打了一下，把我嚇了一跳。 

 

(二)錯誤的中介語語料： 
Sentence Pattern 1: 
NP + BA -NP + V-了 

C. *NPagent + BA-NPtheme + Vaction-了 

A5 104 x 3M *我把我的最好朋友的摩托車買了。 

D. *NPexperiencer + BA-NPtheme + Vperception -了 

A3 108 x 2M *我把電視看見了。 

E. *NPagent + BA-NPgoal + Vdirection-了 

A783x 3M *我們昨天把鄉下去了。 

 
Sentence Pattern 2: 
NP + BA-NP + V-R: 
A5 441 x 6M *因為我妹妹把她的衣服裝太多就拿不動她的行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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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ence Pattern 3: 
B. NPagent + BA-NPaffected theme + V-Vdirection -NPlocation-Vdirection 
A7 87 x 3M *我把爸爸接到機場去了。 

 
Sentence Pattern 4: 
NP + BA-NP + V∕V-X-NP 

A.NPagent + BA-NPaffected theme + V 在-NPlocation 

A7 88 x 3M *我把我的筆拿在袋子裡。 

B. NPagent + BA-NPaffected theme+ V 給-NPgoal 

A5 39 x 2M *我要你放我的袋子去年我把這個東西我媽媽送給我。 

 
Sentence Pattern 6: 
B. NPagent + BA-NPaffected theme + V(一)V 

A6 43 x 2M *請你們把公共汽車等一等。 

 
*Sentence Pattern 8: 
*NPagent + BA-NPtheme + V-得∕不-R 

A3 195 x 3M *你昨天把那個電視看得見嗎？ 

A6 706 x 8M *在英國我把一些東西找不到，可是在臺北商店和夜市應有盡有。 

 
*Sentence Pattern 9: 
*NPagent + BA-NPtheme + V 
A5 102 x 3M *因為天氣冷極了我想把我的帽子戴。 

 
*Sentence Pattern 10: 
*NP + BA-NP + Adj. 
A3 451 x 8M *我把那包裹太重，恐怕拿不起來。 

 
*Sentence Pattern 11: 
*NPagent + BA 一 CL Ntheme + V-X 

A3 187 x 3M *請你把一句笑話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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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ence Pattern 12: Other BA Sentence Patterns 
A. *NPagent + BA-NPtheme + Neg. + V-X 
A8 117 x 4M *今天誰吧書沒帶來？ 

B. *NPagent + BA-NPtheme + 開始 + V 

A6 544 x 6M *政府要先完全改善這個國家的教育情形，然後把另外的問題開 

始解決。 

C. *NPagent + BA-NPtheme + 就 V + V-了 

A8 116 x 4M *他把話就走說了。 

D. *NPagent + BA-NPtheme + Adv.地-V 

A6 464 x 5M *因為我是很認真的人我每天把中文好好兒地學！ 

E. NP + V-NP  
(1) BA used is better: 
A4 304 x 5M ?他的弟弟開始哭，所以他抱他起來。 

(2) BA should be used: 
A6 55 x 2M *我的老師每天今天的報帶來了。 

A9 51 y 3M *我放我的錢在桌子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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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rpus-based Study of the Acquisition of the "Ba" 
Construction of Some English Learners of Chinese 

 
Huang, Li-Yi  

 

Abstract 
“Ba” construction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discussed topic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王 1957, Li & Yip 1979, Huang 1982, 王

1984, Huang 1990, 1992 & 2002, 黃 1994, Hsu 1996, 李 1996, Li 1997, 趙、崔編著

1998, 呂 1999, 張 1999, 邵  2000, etc.).In the previous studies, the types of 

verb-complement structures,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of “ba”,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the process of acquiring the construction, 
or error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has been investigated.Nevertheless, none of them 
have done researches on the construction from a broader view, such as the discourse 
function of the “ba” construction, the interaction of discourse, semantics, pragmatics, 
and syntax.Furthermore, the language teachers found that their findings were not appli-
cable to practical teaching.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interlanguage corpus of English learners of Chinese, es-
tablished by Prof. Teng Shou-hsin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in 1997.Only 
the data of elementary students of Chinese will be used in this study.I will first sort out 
all the data related to the “ba” construction, which includes sentences containing “ba” 
and sentences where “ba” should be used.Then I will analyze the acquisition of the “ba” 
construction of each of the 9 learners at the elementary level from both the synchronic 
point of view and the diachronic point of viewI will then compare the acquired types of 
the “ba” construction with the erroneous types among the students, followed by an ex-
planation on the nature of the “ba” interlanguage system of these learners.Next I will 
reinvestigate the “ba” construction from a broader view in order to reveal the real nature 
of the “ba” construction in a systematic and explanatory way.Finally, I will make sug-
gestions on the teaching of the “ba” construction to the teachers. 

 
Key word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terlanguage, contrastive analysis, error 

anlysis, "ba" construction, pragmatics, discourse grammar, semantics fea-
tures、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