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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考察了三套初级对外汉语教材中的动宾 V+N 搭配，主要考察内容是动宾

V+N 的数量、分布以及动宾 V+N 的重现率，经过统计分析，我们发现教材中出现的能带名词

宾语的动词数量不多，动宾 V+N 的重现率不高，教材对典型搭配重视程度不够。 本文还对比

分析了教材中输入的搭配和学习者在作文中输出的动宾 V+N 搭配，对比结果发现，教材中输

入的动宾 V+N 对学习者动宾 V+N 习得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

［关键词］ 汉语动宾 V+N 习得；对外汉语初级教材；对比研究

：＿＿i．
民－

舍
—

An Analysis of V + N Structure in Elementary Chinese 

Textbook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chool of Ch 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Pek ing Un ivers ity X in P ing 

I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verb-noun collocations in current Chinese TCSL 

textbooks and contrasts the collocations in textbooks with those produced by learners. We analyze 

the input of collocation in three TCSL textbooks. In these textbooks the quantity of verbs is not 

enough and the rate of collocation reappearance is low. The frequency of native speakers' 

collocations hasn't been emphasized in those textbooks. The function of V-object-N input from 

textbooks i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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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研究中，对教材中所收词语进行分析研究的论文很

多，但是考察教材中的词语搭配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虽然词语搭配是教学中的难点，但从

教材输入的角度考察学习者词语搭配习得的研究尚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对于词语搭配习

得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出现在以外语（主要是英语）为第二语言教学研究中，根据已有的研

究成果，影响词语搭配习得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O 学习者母语影响，如 Granger

(1998)、Lesniewska 和 Witalisz(2007) 的研究，前者认为 L1 对习得 L2 搭配有显著影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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