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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篇章功能是汉语副词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汉语学习者学习副词的关键环节。本文对

《博雅汉语》《发展汉语》《新实用汉语课本》三套教材的副词篇章教学情况进行了

考察。考察发现，若包含关联词语中的副词，《发展汉语》《新实用汉语课本》副词

篇章教学的显性程度大于隐性。若排除关联词语中的副词，三套教材对于副词篇章教

学的显性呈现程度都较低。在呈现方式上，《发展汉语》和《新实用汉语课本》更多

样。以副词为维度进行比较，可以进一步揭示目前汉语综合教材中副词篇章教学不一

致、随机性强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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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xtual fun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unction of Chinese adverbs, and it is also 

essential for Chinese learners to learn Chinese adverb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eaching of 

textual function of Chinese adverbs in three comprehensive Chinese textbooks – Boya Chinese, 

Developing Chinese and New Practical Chinese Reader. It is found that with adverbs within 

linking words being included, degree of explicity of adverb textual teaching in Developing 

Chinese and New Practical Chinese Reader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implicity. With adverbs 

within linking words being excluded, all these three textbooks show a low degree of explicity 

of adverb textual teaching. Considering specific presentation mode, Developing Chinese and 

New Practical Chinese Reader is also better than Boya Chinese. Besides, comparison within 

the dimension of adverbs could further reveal the serious inconsistency, randomness and 

unplannedness of adverb textual teaching in current comprehensive Chinese text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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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副词的篇章功能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受到不少关注。赵元任（1979）、Li & 

Thompson（1981）和 Chu（1983）都认为副词具有连接功能，廖秋忠（1986）将部分

语气副词、评价副词、时间副词归为篇章连接成分。屈承熹（1991）明确从篇章角度

考察副词，指出篇章功能的不同是副词位置变换的原因之一，张谊生（1996：138）指

出“具有连接功能是现代汉语副词的基本功能之一”，方梅（2017）专门阐述了饰句

副词的篇章作用。具有篇章功能的副词，其语义一般情况下不能在单句中实现，需要

在复句或大于复句的篇章中实现，比如“也”： 

（1）我喜欢跑步，他也喜欢跑步。（自拟） 

例（1）中后一小句单独出现时语义并不自足，这是由于“也”的语义需在复句中实现。

除了“也”，许多副词的篇章功能也受到学界关注，比如，“其实”（王江，2003）、

“反而”（罗煌辉，2006）、“甚至”（代晶，2009）、“尤其”（李艳敏，2014）、

“诚然”（刘莹莹，2013）、“至少”（吕丹，2013）、“好在”（方霁，2013）、

“到底”（宋月蓉，2014）、“倒”“并”（李秀雅，2016）、“又”（谷雨薇，

2014）、“居然”（王中兴，2016）、“好像”（杨明明，2018）等。 

篇章功能是汉语副词的重要功能，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许多副词的使用偏误或

不得体现象是由篇章功能不对应所导致，比如： 

（2）为了看那晚佛大跟田大的篮球赛，我把晚饭也耽误了。其实，

那场比赛*倒不值得不吃晚饭。（屈承熹，1991） 

（3）最后的比数是 70 比 65，鳄鱼队输了，真可惜。不过，那场球赛

*并不错，真值得看。（屈承熹，1991） 

上例为佛罗里达大学中文学生作业中的偏误用例。例（2）该用“并”而用了“倒”，

例（3）恰恰相反。“并”和“倒”虽都意为“跟意料相反”，但“并”是客观评判，

“倒”为主观上认为结果是可喜的，这一差别需从篇章中考量。 

篇章研究自上世纪 80 年代在国内兴起，学界 90 年代起开始关注对外汉语中的篇

章教学，陆续出现专门针对教材的篇章教学研究。比如，梁贞爱（2002）和李倩

（2007）分别考察了中级口语教材和综合教材中的语段表达练习题；张菁（2012）运

用语篇理论对中级泛读教材提出了编写建议；杨德峰（2018）和杨德峰、张莹（2018）

专门考察了语法教材的篇章教学情况，前者指出其教学内容存在的问题，后者针对篇

章练习做了相关研究。教材中的篇章教学研究虽已受到不少重视，但目前的研究或倾

向于篇章练习题考察，或专门针对某一类如语法或口语教材进行考察，还未有专门对

教材中副词篇章情况进行考察的，而具有篇章功能的副词是篇章重要的衔接手段之一。

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了解副词的篇章功能是掌握副词的重要基础，也是正确习得篇

章的重要环节，对教材中的副词篇章教学情况进行考察有助于充分了解现阶段汉语教

材副词篇章教学的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以供教材编写、修订及教学参考。 

 

教材中副词篇章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显性和隐性 

本文的具体考察材料为三套长期进修或可作长期进修用汉语综合教材——《博雅

汉语》《发展汉语》和《新实用汉语课本》（以下分别简称为《博雅》《发展》《新

实用》）。1 

对于教材中副词篇章教学内容的考察，我们关注的是作为语言点在各讲解或注释

板块有专门解释、配有相应例句的具有篇章功能的副词，2 不涉及仅在词汇表中出现的

和随文出现的副词。考察发现，并不是所有具有篇章功能的副词的专门讲解或注释，

都呈现了相应的篇章教学内容。汉语综合教材中副词篇章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大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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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显性和隐性。显性副词篇章教学是指，对某副词的讲解呈现了有关篇章知识的

教学内容，又可分为下述a、b、c三类更具体的呈现方式。以《博雅》为例进行说明： 

a 类《博雅汉语-中级冲刺 II》（p102） 

语言点：倒（4） 

注解：表示让步，“倒”用于前一分句，后一分句常常有“可是、但

是、就是、不过”等与之呼应。 

b 类《博雅汉语-初级起步 II》（p11） 

语言点：以前（4） 

注解：以前……，现在…… 

c 类《博雅汉语-中级冲刺 I》（p170） 

语言点：难免 

注解：表示因为前面所说的原因，后面的消极的结果是不容易避免的。 

上例中 a 对于“倒”的讲解，明确指出它需要有后分句，且其位于前一分句中，为显

性程度较高的副词篇章教学；b 虽未明确指出“以前”的使用需有前/后分句，但其对

于句型的注解表明“以前”需有后分句，也属显性副词篇章教学；c 类相较于 a 类、b

类，其注解中既未提及前/后分句，也没有显性句型说明，但是从其语义解释中，我们

可以明确知道“难免”指示的“不容易避免的结果”需要前述篇章说明原因，即它需

要从前述篇章中获得语义完整性，也属于显性副词篇章教学。a、b、c 三类显性篇章教

学内容呈现方式可分别总结为： 

a 类：语言点讲解中说明了前面或后面有分句，并/或说明了此语言项

目用在前一分句或后一分句中。 

b 类：语言点呈现时出现了“……，……”格式，且其中两部分都是

小句。 

c 类：语言点讲解中虽然没有注明前面或后面需出现分句，也没有说

明显性句型格式，但语义注解中明确说明了其前/后篇章关系，包括

转折、让步、条件、因果、假设、递进等复句关系，也包括其他更具

体的篇章衔接关系。 

不过，在教材中，实际情况往往较为复杂，对于一个副词的注解有时会采用多种方式

融合的方法，比如上述 a例，事实上也可以说是 a类和 c类的融合，因为其也指出了让

步关系。对于融合的情况，我们也尽可能进行考察和标注。 

与显性副词篇章教学对应的是隐性副词篇章教学。隐性副词篇章教学内容不具备

上述 a、b、c 三类显性篇章教学呈现方式，但是这些副词本身需在篇章中实现语义完

整性，一般情况下通过例句来体现。例如： 

《博雅汉语-初级起步 II》（p101） 

语言点：才 

注解：在说话人看来，时间还早或数量还少。 

例句：现在才 10 点，看一会儿电视再睡吧！/这件衣服才 200 块，太

便宜了。 

《博雅汉语-准中级加速 II》（p11） 

语言点：仍然 

注解：还，还是。表示情况、样子等没有变化。 

例句：这些问题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可是现在仍然没有解决。 

“才”和“仍然”的语义注解中没有篇章相关内容，仅为词义注解。但是，“才”和

“仍然”的语义实现大部分情况下需要前/后文，这一点在例句中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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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副词篇章教学来说，显性方式优于隐性方式。陆俭明（2007：14）指出“许

多用词不当的病句，问题主要不是出在学生不了解词语的意义，而是出在不确切了解

词语的具体用法上”，因此在词汇教学中要注重讲解词语用法。万艺玲（1997）在论

述对外汉语词义教学释义的方法和原则中也提出释义结合说明词的用法能更好地显示

词汇意义。显性呈现方式实际上体现了相应副词在篇章中的具体用法，优于只体现了

词义的隐性呈现方式。 

 

《博雅》《发展》《新实用》中的副词篇章教学 

本文对汉语综合教材副词篇章教学的考察分为两部分：包含关联词语中副词的副

词篇章教学和排除关联词语中副词的纯副词篇章教学。纯副词指某一副词单独作为语

言点出现。关联词语中的副词并不单独作为语言点出现，而是作为关联词语的一部分，

常与连词（少数为动词）搭配出现在复句相关语言点中，比如“如果……就……”

“无论……也……”“只有……才……”中的“就”“也”“才”（其他详见附录

1）。由于关联词语教学属于篇章层面的教学，这些副词的篇章教学内容往往以显性的

呈现方式出现。比如《新实用》中的例子： 

《新实用-第四册》（p48） 

语言点：不但没……，反而…… 

注解：副词“反而”表示与前文相反的意思，是句子的转折点。 

如例所示，在对关联词语的注解中，副词的词性通常被明确标识出来，其篇章功能也

被明确注解。因此，要想全面考察副词篇章教学，关联词语教学中的副词是无法忽视

的。 

 

包含关联词语中副词的副词篇章教学 

按照级别，《博雅》分为初级、准中级、中级和高级；《发展》分为初级、中级

和高级，分别与《博雅》的初级、中级、高级对应；《新实用》分为初级、中级以前

和中级，分别对应于《博雅》的初级、准中级和中级，其初级和中级则也分别对应于

《发展》相应级别。 

表 1 总结了三套教材显性和隐性副词篇章教学（包含关联词语中副词）的数量及

比重。从总数和显性副词篇章教学的数量来看，《发展》最多，《新实用》略微次之，

《博雅》最少。从显性和隐性的对比关系来看，也是这样的次序，《发展》为 6:4，

《新实用》约为 5.5:4.5，《博雅》约为 4:6。 

 
表 1.三套教材显性和隐性副词篇章教学数量及比重对比表（包含关联词语中副词） 

教材 呈现方式 数量|比重 总数 

《博雅》 
显性 31|39.2% 

79 
隐性 48|60.8% 

《发展》 
显性 69|60% 

115 
隐性 46|40% 

《新实用》 
显性 55|53.9% 

102 
隐性 47|46.1% 

 

    表 2 展示了三套教材各个级别显性和隐性副词篇章教学的数量及比重。《博雅》

初级和中级阶段副词篇章教学显性和隐性的比重与总比重近似，准中级和高级两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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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副词显性篇章教学略多于隐性篇章教学的情况，但是由于数量较少，且存在级

别跨越现象，即其并不是从准中级到中级再到高级逐级增加的，这一定程度上体现出

其在副词篇章教学安排上的随意性和随机性。《发展》初级阶段显性和隐性的比重为

4:6。中级阶段开始反转，变为 6.5:3.5，这一情况说明，《发展》从初级到中级，客观

上加强了对副词篇章教学的显性呈现度。到高级阶段，《发展》显性副词篇章教学的

呈现度进一步得到加强，显性和隐性的比重进一步拉开，约为 7.5:2.5。从这一点来看，

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发展》按照级别逐次提高了显性副词篇章教学的比重。

《新实用》与《发展》的情况类似，从初级到准中级再到中级，显性和隐性的比重依

次约为 1.5:8.5、4.5:5.5、7:3。相较于《博雅》，《发展》和《新实用》副词篇章教学

的显性呈现度更高，且呈现按照学习等级逐级提高显性呈现度的特点。 

 
表 2. 三套教材各级别显性和隐性副词篇章教学数量及比重对比表（包含关联词语中副词） 

教材 呈现方式 初级 准中级 中级 高级 总数|比重 

《博雅》 
显性 5|25% 7|53.9% 12|35.3% 7|58.3% 31|39.2% 

隐性 15|75% 6|46.1% 22|64.7% 5|41.7% 48|60.8% 

《发展》 

显性 15|38.5% —— 23|65.7% 31|75.6% 69|60% 

隐性 24|61.5% —— 12|34.3% 10|24.4% 46|40% 

《新实用》 
显性 2|13.3% 15|46.9% 38|69.1% —— 55|53.9% 

隐性 13|86.7% 17|53.1% 17|30.9% —— 47|46.1%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有的教材有复句专题教学而有的教材没有，上述统计结果将

复句专题教学中的副词显性篇章教学迁移到了总体副词显性篇章教学统计结果中。这

是客观特点的一方面，是需要被呈现的，但其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另一方面的特点，即

除去关联词语、复句专题教学中的副词之后的副词篇章教学特点。为了弥补这一缺陷，

本文进一步把教材中具有篇章功能的副词分为纯副词和关联词语中的副词，表 3 按照

这一区分再次进行了统计。关联词语中的副词篇章教学绝大部分为显性副词篇章教学，

因此表 3 只统计了显性情况。 

 
表 3.三套教材显性副词篇章教学之“纯副词”和“关联词语中的副词”统计表 

教材 副词类别 总比重 初级 准中级 中级 高级 

《博雅》 

纯副词 18|58.1% 1|20% 4|57.1% 7|58.3% 6|85.7% 

关联词语中

的副词 
13|41.9% 4|80% 3|42.9% 5|41.7% 1|14.3% 

《发展》 

纯副词 22|31.9% 6|40% —— 10|43.5% 6|19.4% 

关联词语中

的副词 
47|68.1% 9|60% —— 13|56.5% 25|80.6% 

《新实用》 

纯副词 17|30.9% 1|50% 2|13.3% 14|36.8% —— 

关联词语中

的副词 
38|69.1% 1|50% 13|86.7% 24|6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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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3，《博雅》除初级阶段外，准中级、中级和高级中的显性副词篇章教学，都

是纯副词多于关联词语中的副词，总体比重也是纯副词多于关联词语中的副词。从这

一点上看，《博雅》遵循了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初级阶段纯副词不涉及较多篇章内容，

从准中级、中级开始增多，高级最多。再看《发展》和《新实用》，二者的显性副词

篇章教学总体比重中，关联词语中的副词多于纯副词，存在两倍多的差距，这一点缘

于二者均有复句专题教学。《发展》高级 I中每一课综合注释的第一条语言点均为复句

教学，《新实用》第五、六册（中级）每一课均有复句专题。表 3 显示，《发展》初

级、中级和高级阶段显性副词篇章教学中的纯副词比重均小于关联词语中的副词，其

中高级阶段纯副词和关联词语中的副词的比重达到 2:8，这说明《发展》副词篇章教学

的显性呈现度高很大程度是由于关联词语中的副词篇章教学导致的。《新实用》的准

中级和中级阶段，也出现显性副词篇章教学中关联词语中的副词多于纯副词的情况。

《发展》和《新实用》中的这种情况影响了表 1 和表 2 的统计结果，它们显性篇章教

学多于隐性，很大程度上是由关联词语中的副词造成的，也正因此，排除关联词语中

副词的纯副词篇章教学考察很有必要。 

 

排除关联词语中副词的纯副词篇章教学 

表 4 和表 5 为排除了关联词语中的副词，三套教材纯副词篇章教学总数及比重统

计。表 4和表 1对比显示，排除了关联词语中的副词篇章教学，单看纯副词篇章教学，

《发展》和《新实用》并没有在显性呈现度上明显高于《博雅》。在三套教材中，

《发展》的显性副词篇章教学相对于隐性的比重是最大的。因此，虽然排除了关联词

语中的副词，避免了复句专题教学的影响，相较于《博雅》，《发展》在纯副词篇章

教学处理上的显性呈现度仍略高。 

根据表 4，从总数上来看，三套教材纯副词篇章教学数量差不多。从显性和隐性

的比重来看，它们的显性副词篇章教学均远少于隐性副词篇章教学，很大一部分具有

篇章功能的副词即使被选作语言点专门讲解，也没有显性的篇章内容呈现。这从一定

程度上说明，三套教材均没有自觉地、有意识地、成系统地处理具有篇章功能的副词，

对副词篇章功能的处理呈现随意性和随机性。 

 
表 4.三套教材显性和隐性副词篇章教学总数及比重对比表（排除关联词语中副词） 

教材 呈现方式 数量|比重 总数 

《博雅》 
显性 18|28.1% 

64 
隐性 46|71.9% 

《发展》 
显性 22|34.4% 

64 
隐性 42|65.6% 

《新实用》 
显性 17|28.3% 

60 
隐性 43|71.7% 

 

    表 5 和表 2 的对比差异主要体现在《发展》和《新实用》两套教材中，因为排除

了关联词语中的副词，避免了复句专题教学的影响，使得本有复句专题教学的《发展》

和《新实用》中、高级阶段显性副词篇章教学内容减少。表 2 中，《发展》中、高级

阶段显性比重大于隐性；表 5 中，则均发生反转，尤其是高级阶段的差别更大。表 2

中，《新实用》准中级阶段显性虽少于隐性，但差别不大，但表 5 中这一差距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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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阶段则发生了反转。亦即说，若单看纯副词篇章教学，无论什么阶段，三套教材

均呈现显性少于或接近隐性的结果。 

表 5 还揭示了三套教材在纯副词篇章教学不同阶段处理上的变化。《博雅》从初

级到准中级，显性纯副词篇章教学未超越隐性，在高级阶段则略多于隐性，但是中级

阶段二者之间的差距大于准中级阶段，这仍旧体现了《博雅》与包含关联词语中副词

的副词篇章教学一样的问题，即阶段跨越上的随意性和随机性。《发展》排除了关联

词语中副词后，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其在中级阶段，显性纯副词篇章教学和隐性基

本持平，但到高级阶段显性又急剧下降，体现了随意性。《新实用》倒是从初级到准

中级再到中级，显性纯副词篇章教学比重呈现逐步提高的状态。表 5 的分析说明，在

排除了关联词语中的副词篇章教学后，单看纯副词篇章教学，《博雅》和《发展》均

未按照学习级别逐级提高显性副词篇章教学的呈现度，且跨级别现象体现了其副词篇

章教学的随意性和随机性；《新实用》虽按照学习级别逐级提高了显性呈现度，但与

《博雅》和《发展》相同，仍是显性副词篇章教学少于隐性。 

 
表 5.三套教材各级别显性和隐性副词篇章教学数量及比重对比表（排除关联词语中副词） 

教材 
呈 现

方式 
初级 准中级 中级 高级 总数|比重 

《博雅》 
显性 1|7.1% 4|40% 7|24.1% 6|54.5% 18|28.1% 

隐性 13|92.9% 6|60% 22|75.9% 5|45.5% 46|71.9% 

《发展》 
显性 6|16.2% —— 10|47.6% 6|37.5% 22|34.4% 

隐性 21|77.8% —— 11|52.4% 10|62.5% 42|65.6% 

《新实用》 
显性 1|7.7% 2|11.8% 14|46.7% —— 17|28.3% 

隐性 12|92.3% 15|88.2% 16|53.3% —— 43|71.7% 

 

副词篇章教学的具体呈现方式考察 

除数量和比重外，对副词篇章教学的具体呈现方式进行考察也利于全面了解汉语

综合教材副词篇章教学情况。由于隐性副词篇章教学不存在具体呈现方式，这部分只

对显性副词篇章教学的具体呈现方式进行考察。表 6和表 7中，除借助前述 a、b、c三

类呈现方式进行了统计，还借用“*”表示副词注解中有关于其和主语及其他成分位置

的说明。副词和主语及其他成分的位置关系，若涉及到篇章，其一般错误率会更高，

对这一情况进行分析，可更全面地展示目前教材副词篇章教学的现状。 

表 6 和表 7 分别为三套教材包含关联词语中副词和排除关联词语中副词的副词篇

章教学具体呈现方式统计表。表 6 和表 7 显示，《博雅》和《发展》在各具体呈现方

式的类别上，包含关联词语中副词的副词篇章教学和纯副词篇章教学差异不大，《博

雅》都是 c 类最多，《发展》都是 a&c 类最多。《新实用》则与二者不同，在包含关

联词语中副词的副词篇章教学呈现方式中，《新实用》a&c 类最多，不同于《发展》

的是，其 a&b&c 类也占一定比重。在纯副词篇章教学呈现方式中，《新实用》全部为

a&c 类。副词篇章功能的具体呈现方式，理应是方式越多越详细，a&b&c 的融合方式

结合了句法、语义、语境等诸多因素，最能体现副词篇章功能。《博雅》和《发展》

较少采取此种呈现方法，《新实用》则在包含关联词语中副词的副词篇章教学中较多

地采用了此方法。相应地，两种方式融合又比单独用一种详细，相较于《博雅》，

《发展》和《新实用》更多地采取两种方式融合的呈现方式。因此，总体看来，《发

展》和《新实用》相较于《博雅》，副词篇章教学的具体呈现方式更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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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对于副词和主语及其他成分位置说明的呈现情况。包含了关联词语中副词的

副词篇章教学中，《博雅》对此项进行呈现的比重最大，《发展》略少，《新实用》

极少。纯副词篇章教学中，《发展》对此项进行呈现的比重最大，《博雅》仍较多，

《新实用》没有呈现。因此，《新实用》基本未对此项进行注解，《博雅》和《发展》

则在这一点上处理得较为详细。 

 
表 6.三套教材中显性副词篇章教学具体呈现方式统计表（包含关联词语中副词） 

教材  a b c a&b a&c b&c a&b&c *3 

《博雅》 
数量 1 4 13 0 5 4 4 8 

比重 3.2% 12.9% 41.9% 0 16.1% 12.9% 12.9% 25.8% 

《发展》 
数量 2 1 13 0 39 8 6 9 

比重 2.9% 1.4% 18.8% 0 56.5% 11.6% 8.7% 13.0% 

《新实用》 
数量 0 1 4 0 30 2 18 2 

比重 0 1.8% 7.3% 0 54.5% 3.6% 32.7% 3.6% 

 
表 7.三套教材中显性副词篇章教学具体呈现方式统计表（排除关联词语中副词） 

教材  a b c a&b a&c b&c a&b&c * 

《博雅》 
数量 1 2 8 0 5 0 2 4 

比重 5.6% 11.1% 44.4% 0 27.8% 0 11.1% 22.2% 

《发展》 
数量 0 0 7 0 13 1 1 7 

比重 0 0 31.8% 0 59.1% 4.5% 4.5% 31.8% 

《新实用》 
数量 0 0 0 0 17 0 0 0 

比重 0 0 0 0 100% 0 0 0 

 

以副词为维度的汉语教材副词篇章教学 

将三套教材所有具有篇章功能的副词集合起来对比分析，可得到更进一步的汉语

综合教材副词篇章教学特点。附录 2 即以副词为维度，列举了《博雅》《发展》《新

实用》中具有篇章功能、作为语言点进行专门讲解或注释的副词以及它们在各教材中

的级别和显隐性呈现方式。其中，所列副词为三套教材所有具有篇章功能的副词（排

除了关联词语中的副词 4），其后展示了三套教材对各个副词篇章功能的呈现情况：所

在学习阶段；呈现方式为显性还是隐性。 

以副词为维度的对比揭示了三套教材副词篇章教学的三个特点。第一，三套教材

所选入专门讲解的具有篇章功能的副词存在差异，标准存在不一致。在附录 2的 104个

副词中，三套教材均选入专门讲解的仅有 10个，只占 9.6%，它们是“才”“倒”“都”

“还”“就”“却”“又”“连忙”“就是”“只好”；被两套教材选入的有 34 个，

占 32.7%；大部分为只被一套教材选入专门讲解的，占 57.7%。尽管不同教材课文内容

本身就不一致，所学生词在符合词汇等级大纲的情况下也无须完全雷同，但当我们从

副词篇章教学入手进行考察时，这样的差异现象是可以体现三套教材在副词篇章教学

上的不一致的。第二，在满足语义同一性的条件下，即使三套教材在专门讲解或注释

中都选了某一具有篇章功能的副词，它们对其篇章功能的呈现方式、对其在相应学习

阶段的安排都存在较大区别。比如，具有篇章功能的副词“就是”，《博雅》和《发

展》将其放在初级阶段以隐性方式呈现，《新实用》则在中级阶段以显性方式呈现。

又如副词“并非”，《博雅》和《发展》虽都以隐性方式呈现，但前者放在中级阶段，

后者则放在了高级阶段。这样的现象不胜枚举。第三，同一套教材对于同一副词，在

不同阶段出现重复呈现的现象，除个别副词（如“就”“都”“也”“才”等）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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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义项较多且使用频率较高存在这样做的必要外，其他重复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打破

了各学习阶段之间的连贯性。比如，“毕竟”在《发展》中级阶段以显性方式呈现，

在高级阶段又以显性方式再次呈现，《新实用》中的“却”、《博雅》中的“反倒”

等都存在这样的情况。这些特点再次说明，《博雅》、《发展》、《新实用》均没有

自觉地、有意识地将具有篇章功能的副词进行篇章教学显性化处理，因此总体上，它

们呈现出的是随机性和随意性。 

 

总结 

综上所述，选入汉语综合教材语言点专门讲解或注释环节的副词很大一部分是具

有篇章功能的副词，但是教材并没有对这些副词的篇章功能都进行显性化处理，存在

较大比重的隐性处理现象。无论是从副词篇章教学的总数、比重、具体呈现方式对

《博雅》《发展》《新实用》三套教材进行对比分析，还是以副词为维度对三套教材

进行考察分析，总体来看，在副词篇章教学上它们均体现出随机性和随意性，三套汉

语综合教材并未有意识地进行副词的篇章功能教学。然而，副词的篇章功能是汉语学

习者正确学习副词和运用篇章的关键。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建议，汉语综合教材应适

当地、有意识地以显性方式呈现副词篇章教学内容。在复句专题教学之外，还应将副

词的篇章功能在副词作为语言点进行讲解时重点呈现，且优选句法和语义相结合的呈

现方式。 

 

附注 

1．《博雅》和《发展》被明确定位为外国留学生长期进修汉语教材；《新实用》面向的

是海外专修和选修中文的学习者，但是由于其可做长期进修用综合教材，故也纳入比

较框架。 

2．判断某副词是否具有篇章功能的标准为，若某副词的语义需在超出单句的篇章范围

内实现，则该副词具有篇章功能。 

3．第 3 列到第 9 列的比重总和为 100%，最后一列“*”比重基数为前面六列的数目总

合，其本身不参与比重基数加和，只是单独列出来说明详细注解情况。 

4．由于本小节是以副词为维度的教材副词篇章教学情况对比，因此只考察排除关联词

语中副词的纯副词。 

 

项目 

本文系中央财经大学“新苗学者”支持计划（XMXZ2312）、中央财经大学教育教学

改革基金项目（2024ZCJG42）的部分研究成果。 

 

附录 1 

《博雅》《发展》《新实用》中包含副词的关联词语教学语言点（先按副词音序排序，

其内按首词音序排序。各教材内部若有重复则合并）： 

宁愿……不……（《新实用》）；必须……才……（《新实用》）；除非……才……

（《发展》《新实用》）；多亏……才……（《发展》）；正因为……才……（《发

展》）；只有……才……（《博雅》《发展》《新实用》）；不管……都……（《博

雅》《发展》《新实用》）；不论……都……（《发展》）；就是……都……（《博

雅》）；哪怕……都……（《新实用》）；无论……都……（《博雅》《发展》《新

实用》）；不但……反而……（《发展》《新实用》）；没有……反而……（《发

展》）；没有……反倒……（《发展》）；不管……反正……（《博雅》）；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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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否则/不然/不……（《发展》）；不但……还……（《新实用》）；不光……

还……（《发展》）；……不说，还……（《发展》）即便……还……（《发展》）；

尽管……还是……（《新实用》）；如果……不仅……还……（《发展》）；不/没

有……就……（《新实用》）；既然……就……（《发展》《新实用》）；假如……

就……（《发展》《新实用》）；如果……就……（《博雅》《发展》《新实用》）；

倘若……就……（《发展》）；要是……就……（《发展》《新实用》）；要不

是……（就）……（《发展》）；只要……就……（《博雅》《发展》《新实用》）；

与其……宁可/不如……（《发展》）；固然……却……（《发展》）；尽管……

却……（《发展》）；虽然……却……（《博雅》《发展》）；……要不（《新实

用》）；不但……也……（《发展》）；不管……也……（《博雅》《发展》《新实

用》）；不只……也……（《发展》）；固然……也……（《发展》）；即便……

也……（《新实用》）；即使……也……（《博雅》《发展》《新实用》）；就

是……也……（《博雅》《发展》《新实用》）；就算……也……（《发展》）；哪

怕……也……（《发展》《新实用》）；宁可……也/也不……（《发展》《新实

用》）；宁肯……也……（《发展》）；宁愿……也/也不……（《发展》）；无

论……也……（《博雅》《发展》《新实用》）；纵然……也……（《发展》）；既

然……一定……（《新实用》） 

 

附录 2 

《博雅》《发展》《新实用》中具有篇章功能的副词及呈现情况（先按音节数排序，

其内按音序排序）： 

白：中隐（《发展》）｜便：中显、中隐（《新实用》）｜并：中隐（《博雅》）；

初隐、高显（《发展》）｜才：初隐（《博雅》）；初隐、高隐（《发展》）；初隐；

中显（《新实用》）｜倒：中显、中隐（《博雅》）；中显（《发展》）；中显

（《新实用》）｜都：初隐（《博雅》）；高隐（《发展》）；初隐；准中隐（《新

实用》）｜更：准中隐；中显（《新实用》）｜该：初隐（《博雅》）｜还：初隐

（《博雅》）；初隐（《发展》）；初隐、准中隐、中显（《新实用》）｜竟：中隐

（《新实用》）｜就：初显、初隐（《博雅》）；初隐、高显（《发展》）；初显、

初隐、准中隐、中显（《新实用》）｜可：中显（《发展》）；准中隐（《新实

用》）｜每：中隐（《新实用》）｜岂：高隐（《博雅》）；中隐（《新实用》）｜

却：准中显（《博雅》）；初显（《发展》）；准中显、中显（《新实用》）｜也：

初隐（《博雅》）；初隐、中显（《新实用》）｜硬：高隐（《发展》）｜又：初隐

（《博雅》）；初隐（《发展》）；初隐、准中隐、中显（《新实用》）｜在：初隐

（《发展》）；初隐（《新实用》）｜再：初隐（《博雅》）；初隐（《新实

用》）｜正：初隐（《发展》）｜毕竟：中隐（《博雅》）；中显；高显（《发

展》）｜并非：中隐（《博雅》）；高隐（《发展》）｜不单：高显（《博雅》）｜

不过：中隐（《博雅》）；中隐（《新实用》）｜不妨：中隐、高隐（《博雅》）；

中隐（《新实用》）｜不禁：中隐（《博雅》）；中隐（《新实用》）｜不免：高显

（《博雅》）；中显（《新实用》）｜不再：初隐（《博雅》）；初隐（《发

展》）｜迟早：中显（《博雅》）｜从此：准中隐（《新实用》）｜从中：高隐

（《博雅》）｜到底：初隐（《发展》）｜倒是：准中显（《博雅》）｜顿时：高显

（《发展》）｜反倒：中显、高显（《博雅》）；中显（《新实用》）｜反而：中显

（《发展》）｜凡是：中显（《发展》）｜反正：中显、中隐（《发展》）；中隐

（《新实用》）｜干脆：中隐（《博雅》）；中隐（《发展》）｜刚好：中隐（《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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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姑且：高显（《博雅》）｜固然：高显（《发展》）｜果然：准中隐（《博

雅》）；初隐（《发展》）｜还好：高隐（《发展》）；初隐（《新实用》）｜还是：

初显（《发展》）；准中隐（《新实用》）｜好在：初显（《发展》）｜何必：中隐

（《发展》）｜何不：中隐（《博雅》）｜何尝：中隐（《博雅》）｜何苦：高隐

（《发展》）｜忽然：中隐（《新实用》）｜几乎：初隐（《发展》）｜尽管：准中

隐（《博雅》）；中隐（《新实用》）｜接着：准中隐（《新实用》）｜竟然：初隐

（《发展》）｜就此：高隐（《博雅》）｜就是：初隐（《博雅》）；初隐（《发

展》）；中显（《新实用》）｜就要：初隐（《发展》）；初隐（《新实用》）｜居

然：中隐（《博雅》）；中隐（《新实用》）｜决不：中隐（《新实用》）｜恐怕：

中隐（《发展》）｜快要：初隐（《发展》）；初隐（《新实用》）｜立即：中隐

（《新实用》）｜连连：高隐（《发展》）｜连忙：准中隐、中显（《博雅》）；初

隐（《发展》）；准中隐（《新实用》）｜明明：初显、中显（《发展》）｜莫非：

中隐（《博雅》）｜难道：准中隐（《新实用》）｜宁可：中显（《博雅》）｜偏偏：

中隐（《发展》）｜其实：初显（《发展》）；准中隐（《新实用》）｜恰好：中隐

（《博雅》）｜仍旧：中隐（《新实用》）｜仍然：准中隐（《博雅》）｜甚至：中

显（《新实用》）｜索性：高显（《发展》）｜万一：初隐（《发展》）｜唯独：高

隐（《发展》）｜无须：高显（《博雅》）｜显然：准中隐（《博雅》）｜幸好：高

显（《博雅》）；初显（《发展》）｜幸亏：中显（《发展》）；中隐（《新实

用》）｜一旦：高隐（《博雅》）；中显（《发展》）｜依旧：中隐（《博雅》）；

中隐（《新实用》）｜依然：中隐（《博雅》）；准中隐（《新实用》）｜尤其：准

中显、中显（《博雅》）；准中隐（《新实用》）｜原来：初隐（《发展》）｜早晚：

中隐（《发展》）｜正在：初隐（《发展》）；初隐（《新实用》）｜只顾：中隐

（《博雅》）｜只好：初隐（《博雅》）；初隐（《发展》）；中隐（《新实

用》）｜只是：中显（《新实用》）｜自然：中隐（《博雅》）｜终究：高隐（《发

展》）｜终于：准中显（《博雅》）；准中隐（《新实用》）｜总归：中隐（《博

雅》）｜总算：中隐（《博雅》）；中隐、高隐（《发展》）｜差点儿：初隐（《发

展》）｜差一点：中隐（《发展》）｜怪不得：中显（《发展》）；准中显（《新实

用》）｜恨不得：中隐（《博雅》）｜忍不住：中隐（《发展》）｜一下子：准中隐

（《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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