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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汉语否定系统中#否定词$不%和$没!有"%

的使用频率很高#对否定词$不%和$没!有"%的研究也

为数甚多& 儿童早期语言发展过程中否定的习得也引

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 早在 ?E<< 年 F'*G& 和

H/''#6*就提出了说英语儿童习得英语否定词所经历的

=个阶段及习得顺序I?J

& 在国内#王建勤从正反两方面

对汉语学习者$不%和$没%否定结构习得的全过程进行

了侧面的描述# 并归纳出否定习得过程的 D个过渡时

期#即'单一否定期($不%和$没%混合期(以$没%泛化为

主的偏执期($不%和$没%分化)整合期I;J

&周国光对儿童

语言中否定词$不%的否定结构在句法平面的分布状况

进行了考察I=J

& 范莉从词汇)句法和语义三个方面详细

考察了儿童对否定词的获得过程IDJ

&笔者认为儿童语言

习得过程中的误用现象对语言习得者的相关学习具有

很大价值# 通过错误分析可得知儿童在语义和结构范

畴上还存在哪些不成熟之处#并探究其原因#从而在语

言教育中可以采用相应的策略来提高儿童对语义和语

法范畴的认知水平及处理能力&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跟踪的对象是两名说汉语儿童 KLM

!女"和 NLN!男"#两名儿童都出生于长沙#独生子女#

父母均为高校教师#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在家均用普通

话与小孩交流#语言习得环境较理想&本研究运用个案

纵向跟踪观察法)访谈法)数理统计法对两名说汉语儿

童长期跟踪所获得的语料进行检索和分析&

!二"语料的收集与整理

调查者使用录音机和录音笔在自然环境下对受访

小孩与周围监护人或同伴的对话进行录音# 每次录音

时间约为一小时& 两岁以前的录音周期为每周一次#

两岁以后则每两周一次& 每次录音结束后#调查者对

儿童照顾者进行访谈#以便对小孩的语言产出情况进

行深入了解& 录音后调查者根据 OLPQR83对儿童语

料的转写格式人工进行文字转写#最后再由一名非转

写人员核查以保证其准确性#本研究所用的语料均来

源于此&

本个案研究分别从 SLM!>?T><T?;*>;T??T;E"

!此

年龄段选取 ;U个观察点和 NLN !>?T><T?E*>;T??T>>"

此年龄段选取 ;U个观察点进行研究&本研究只关注语

言表达层面上的习得情况# 不分析儿童使用非语言手

段来表达否定概念的情况#并排除模仿)含糊不清和故

事)诗歌)歌曲中出现含有否定词的情况&统计词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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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 #不$ %没!有"&

&'( )*%+!,-./00" #*0+!1./00"

2'2 ,*)+!$)./%)" "*-+!/./%)"

研究对象 %不& %没!有"&

&'( 11 +!,0$./00" !,+!$"/./00"

2'2 1%+!,00./%)" !/+!$$,./%)"

研究对象 % 不& %没!有"&

&'( "$3"%3$! "$3"13"!

2'2 "$3"%3$- "$3"13$1

儿童不断重复的含有否定词的语句只计一次' 得出

&'(和 2'2 否定词#不&(#没!有"&的始现时间占总

否定词的比例及误用频率' !见表 $!表 /"

二!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研究结果

从上表中可得出如下研究结果)

!$"从表 $可得知两名儿童在一岁半时就习得了否

定范畴的概念*且%不&早于%没!有"&习得*虽然对否定

的初现时间存在着局部的个体差异+ 但两者对不同否

定词的习得顺序是一致的'

!!"从表 !可知两名儿童在否定词使用过程中+否

定词%不&的使用频率都明显高于%没!有"&的使用频

率'

!,"从表 ,可看出早期儿童在否定习得过程中存在

语言误用现象*后习得的%没有&正确率高于%不&的正

确使用率* 且不同儿童在否定词习得过程中否定词的

正确使用频率存在个体差异性'

!/"根据表 /可得知儿童否定范畴的误用是有章可

循的+其主要误用类型有分工误用(句法误用和语义误

用三大类' 且误用频率顺序为语用误用大于句法误用

和分工误用'

!二"研究结果讨论

$*否定词%不&(%没!有"&的分工误用

否定词混用在儿童早期语言否定习得中比较常

见+吕叔湘曾在,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版"对%不&和

%没!有"&这两个否定标记差异的认识是)从否定事件

的%时&来看+%不&否定的是事件的未然性+%没!有"&否

定的事件具有依然性*从否定自身的态度看+用%不&否

定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而用%没!有"&否定是客观的否

定405

'李宇明指出儿童到三至四岁时才获得表示现在时

的%现在&+三至五岁时才获得表示过去时的%已经&+到

四至六岁才习得表示将来时的%就要&

4%5

' 所以+笔者认

为两名儿童否定混用的主要原因是其对现在(过去(将

来时态和对主客观愿望不分而导致的' 幼儿们用%不&

代替%没!有"&+或者用%没!有"&代替%不&+是由于在习

得过程中他们把%不&和%没!有"&看成两个可以互换的

自由变体4!5

' 如)

!$"6789

!

:那东东是不是坏蛋.

6;'7)没有*!2'2<$3")3")"

!!"6&=>)他哭脸了没.

?;'7)也不哭*!2'2"$3")3$0"

!,"?;'7)妈妈以前没老*!&'("!3"-3")"

!/"?78@)刷了没有.

?;'7)我不刷牙*!&'("!3"-3!1"

!0"?78@)那妈妈陪没陪你去呀.

?;'7)不陪*!&'("!3$"3!0"

!%"?&=>)骗我吧.

?;'7)不骗*!&'("!3$"3!0"

从以上例句可知一岁半到三岁儿童语言分工误用

主要体现在用%不$代替%没!有"$+也是用表示主观愿

望否定%不$来替代表示客观的%没!有"$+从而造成

%不$的泛化'从儿童对%不$使用的泛化现象+也可以看

出否定词使用在儿童语言中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即)

%不$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没有$的使用频率'

!*否定词%不$(%没!有"$的句法误用

句法结构误用是由于儿童的语法具有模糊性415

'由

于儿童语言句法能力有限而分辨不出核心词+ 从而导

致否定向内部否定过渡的过程中出现误用+ 主要体现

在否定词的位置上'

幼儿否定句出现在独词句阶段后期+ 根据所收集

的语料可得知+ 该时期幼儿否定句的特点是将否定词

表 ! 否定词"不#!"没$有%#始现时间

表 " 否定词"不#!"没$有%#占总否定词的比例

表 # 否定词"不#!"没$有%#误用频率

表 $ 否定词"不#!"没$有%#分工误用!

句法误用!语义误用频率

研究对象
分工误用 句法误用 语义误用

不 没有 不 没有 不 没有

&'(

$1*-+

!1.,-"

/!*)+

!,.1"

!0*%+

!$".,-"

!)*%+

!!.1"

0%*/+

!!!.,-"

!)*%+

!!.1"

2'2

!1*)+

!0.$)"

!!*0+

!$./"

,,*,+

!%.$)"

!!*0+

!$./"

,)*-+

!1.$)"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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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置于名词之前! 例如"

#$$%&'("不阿姨)"#*'+ ,-.,".-!$

#/$%&'("不气球0#*'+,-.,1.-#$

幼儿电报句阶段的句法结构错误有%不&直接放在

相对肯定句的中心词之前'从而形成%不2肯定句中的

核心词&结构(

)1$%(34"想不想回去啊*

%&'("想不去0)*'+,!.,5.!"$

)-,$%(36"你能不能进去阿*

7&'("不进去0)8'8,-.--.,!$

)--$%&'("没有钱给我0)*'+,!.--.!9$

根据%不+和%没)有$&否定结构在儿童语言中句法

错误分布的情况'可以这样认为"否定结构的习得也是

有序的' 这种有序性与否定结构的复杂程度有一定的

相关'从而说明语言习得的共性( 根据以上误用情况'

可将句法误用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否定标记词一

般都位于句首'即"不2核心词'形成一个大的否定范

畴,随着语言的发展'进入到第二阶段'即"不2肯定句

中的核心词'或是放在句末( 然后是第三阶段的出现'

儿童获得否定词从状语的位置嵌入补语中(

90否定词%不+-%没)有$&的语义误用

由于儿童的认知能力有限' 幼儿对客观世界的体

验缺乏逻辑知识和对百科知识的了解' 从而出现答非

所问的语义误用'其实当他在使用否定结构时'有时并

不一定表示他真正对存在-事物-意愿等的否定(

)-!$%(3:"瓜子好吃还是李子好吃啊*

%&'("不好吃0)*'+,;.,,.-$$

)-9$%(3:"阿姨是不是小气鬼*

%&'("不好0)8'8,-.,1.,"$

甚至有时在问题还没有说完之前就不假思索回答

时还存在前后矛盾的情况( 如"

)-<$%(3("帽子冷的时候戴还是不冷的时候戴*

%&'("不冷'外面有2000)*'+,;.,".--$

)-5$%&'("没买肉啦'买了一些呢0)*'+,;.-,.,$$

)-"$%(3&"你有没有手机*

%&'("不要0)8'8,-.,/.-5$

)-$$%*=>"喜不喜欢啊*

7&'("不好0)8'8,-.,1.,"$

)-/$7*=>"东东是不是小气鬼啊*

7&'("不好0)8'8,-.,1.-9$

从上分析发现早期儿童已经具备了对否定范畴

的认知能力'但作为一个总范畴来说'还没有完全获

得'只是掌握其中比较典型的否定结构( 在语言习得

过程中语言误用是必经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是从普

遍语法向特性语法的转化过程'幼儿在语言语境中对

各项语言项目不断进行模仿-评估-纠正最后达到习

得?/@

(

三!结语

通过对说汉语儿童 *'+和 8'8长期跟踪调查研

究语料分析他们早期否定结构误用的情况' 可以得出

以下结论"儿童在一岁半时就习得了否定范畴的概念'

其使用的否定词主要有%不&和%没)有$&,且%不&早于

%没)有$&习得,且%不&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没)有$&

的使用频率(笔者还发现'否定词的习得过程中存在语

言误用的现象'其主要误用类型有分工误用-句法误用

和语义误用三大类(

儿童语言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 新的语言单位

和规则的习得总是用已掌握的知识去同化未知的'所

以'儿童新的语言习得在很大程度上受儿童现有语言

水平的限制?1@

( 儿童否定使用错误是由于对时态和对

主观能动性及语法认识的模糊性所导致( 克拉申在

%输入假设&中认为"只有当习得者接触到可理解的语

言输入'即略高于他现有语言技能水平的第二语言输

入'而他又能把注意力集中于对意义或信息的理解而

不是对形式的理解时'才能产生习得( 如果习得者现

有水平为%A&'能促进他习得就是%A2-&的输入?-,@

( 根据

克拉申的观点'这种%A2-&的输入并不需要人们故意地

去提供'只要习得者能理解输入'而他又有足够的量

时'就自动地提供了这种输入( 按照输入假设'说话的

流利程度是随时间的流逝自然而然地达到( 鉴此对儿

童语言教学中' 可理解语言输入是习得语言的关键'

家长和教师的最大职责就是让儿童接受尽可能多的

可理解的语料(

注释"

!文中 !"#!$#"%表示小孩年龄为 "岁 $个月零 "%天!以

下类推"

"在转写文本中!用 &'(#)*+#+,-#+,.#+,)#+,/#+!

,+#+,0 分别代表母亲#被试儿童#研究者 -#研究者 .#研究

者 )#研究者 /#研究者 +#研究者 0#下同"

彭小红等"说汉语儿童早期否定习得误用现象个案研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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