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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比分析研究程度副词“有点（儿）” 

 

金聪聪 

（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450001） 

 

摘要：“有点（儿）”是现代汉语中常用的程度副词，表示程度不高，有“轻微”之义，在使用过程中，

可以和词、短语等搭配，和不同成分搭配后，在句子中充当的功能也不同，对应的所表示的意义也不同，

除了表示程度轻量之义外，还可表示程度高量，因此在使用过程中是非常灵活的，也就导致在学习过程中，

第二语言学习者出现偏误。因此本文将对程度副词“有点（儿）”进行分析。基于对比分析的方法，从句

法、语义、语用等方面对“有点（儿）”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主要的对比对象有“一点儿”、“稍微”、

“不太”等，希望在补充程度副词相关研究的同时，也能为汉语教育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有点（儿）；对比分析；句法；语义；语用 

中图分类号：H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程度副词是汉语副词体系中使用频率高、用法复杂、特性鲜明的一类词，是汉语表达程

度量的最重要手段，在语言交际和汉语表达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点（儿）”是在日

常交际中常用到的程度副词，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不同语境中其语义、语用功能丰富复杂，

需要我们根据说话者的语言环境对其语言进行分析，了解语言使用者对“有点（儿）”的具

体表义。过去常见的是“有点（儿）+ 贬义形容词”，近年来“有点（儿）+ 褒义形容词”

也越来越多，语言是动态的，对“有点（儿）”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关注不断变化着的语言现

象，通过语言了解社会文化现象和语言使用者的心理。范妍南(2004)的《浅谈“有点儿+形

容词”的用法》一文认为
1
，如果只强调“有点儿”后面跟形容词是带有消极意味的，是不

严谨的，这样就会使“有点儿+形容词”的使用受到过多的束缚，使用范围也会相应缩小。

因此作者认为语境和传统思维习惯在正确使用“有点儿+形容词”这种结构中起着不容忽视

的作用。徐峰(1993)的《试论副词性的“有点儿”》
2
，从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不同平面

对绝对程度副词“有点儿”及其搭配成分作了考察，对其搭配限制作了尝试性的解释。作者

认为其语法意义为“表示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心理或状态”，因而主张把“有点儿”归入到表

情态类的副词中去。马真(1989)在《说副词“有一点儿”》中
3
研究了“有点儿”与形容词、

动词搭配使用情况。文中指出“有点儿”在“不同格式中具体表现不尽相同”,“有点儿+

形容词”这个格式表示程度轻微的语法意义时,贬义形容词可以进入这个格式，而褒义形容

词则不可以进入这个格式。“有点儿+动词”这个格式则表示程度轻微和变化幅度小两种语

法意义。时卫国(1997)《“有点”的意义用法》的文中
4
从动词，形容词的褒贬义的视角来

研究“有点儿”的用法，认为“有点儿”修饰含有消极、贬义或中性的动词和形容词时，可

以单独限定被修饰语,但是其否定形式不可以被修饰;而当修饰含有褒义、积极含义的动词或

形容词时，“有点儿”就不能单独使用，而是需要借助其它语法成分去修饰，它可以单独修

饰其否定形式。除了对“有点儿”的本体研究外，其他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有点儿”和“一

点儿”的对比研究。曹利娟(2011)的论文《“一点儿”和“有点儿”的句法语义分析》
5
主

 
1 范妍南.浅谈“有点儿+形容词”的用法[J]，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4 年 3 月第 19 卷第 1 期，P26-28. 

2 徐峰.试论副词性的“有点儿”[J]，曲靖师专学报，1993 年第 1 期，P72-75. 

3 马真.说副词“有点儿”[J].世界汉语教学，1989(4). 

4 时卫国.“有点”的意义用法[T].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7，72(4)：57-61. 

5 曹利娟.“有点儿”和“一点儿”句法语义分析[J].语文学刊，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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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通过分析“一点儿”和“有点儿”分别与动词、形容词和名词的搭配,来研究出它们之

间的异同。杨从洁(1988)《不定量词“点”以及“一点”“有点”的用法》
6
一文从不定量

词“点”入手，分析了“点”和“一点”在表义和使用方面的异同。 

通过分析前人研究发现，对于程度副词“有点（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与不同成分的

搭配方面，以及和“一点儿”等相关近义词的辨析和偏误分析，而对“有点（儿）”本体的

全面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将对程度副词“有点（儿）”进行较全面的分析。首先基于对比分

析的方法，从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对“有点（儿）”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主要的对比对

象有“一点儿”、“稍微”、“不太”等近义词，希望在补充程度副词相关研究的同时，也

能为汉语教育提供理论支撑。 

 

二、“有点（儿）”的句法分析及对比分析 

现代汉语中程度副词“有点（儿）”的搭配较为复杂，既可以和形容词、动词、名词搭

配，也可以和短语搭配，在使用中也有不同的要求，因此本部分将试图对“有点（儿）”的

组合能力进行分层次分析研究，将“有点（儿）”相搭配的成分分为词语和短语两部分，并

对每类词和短语进行逐一考察，来分析其语法特点，并用大量语料事实进行论证。 

2.1“有点（儿）”与词语搭配 

2.1.1“有点儿（儿）与形容词的搭配及其相关对比 

“有点（儿）”作为程度副词，即可以修饰形容词也可以修饰动词。形容词分为性质形

容词和状态形容词，大部分性质形容词都可以与“有点（儿）相搭配。例如： 

（1）我恨恨地拣起蚂蟥，那情形在冯焱焱眼里真有点勇敢。 

（2）可能鞋买得有点大，连她肿胀的脚也能放进去。 

（3）姜大明是工学院大二的学生，他别的都好，就是胆子有点小。 

（4）这小姑娘面貌清秀，眉宇间有点儿隐隐的孤傲，尤其是那双细长的腿，使她顿时

联想起“鹤”。 

例（2）的“大”、例（3）的“小”是单音节性质形容词，例（1）的“勇敢”、例（4）

的“孤傲”是双音节性质形容词，这些都能与“有点（儿）”搭配，但是由于“有点（儿）”

的口语色彩较重，所以单音节性质形容词要比双音节性质形容词更容易搭配，另外，对于所

搭配的形容词的感情色彩问题，已经不局限于褒义词了，而是随着语言和网络的发展，与褒

义形容此的搭配也越来越流行。 

和状态形容词的搭配，大部分重叠式很少能受“有点(儿)”修饰，只有 ABB的重叠式受

“有点(儿)”修饰的频率较高，例如： 

（5）因为，这时她也正眼望着那些幸福的舞侣，心里不免有点儿酸溜溜，想到过去一

直不准她跳舞，真太可惜。 

（6）在院门口，我们大家都觉得有点冷飕飕的。 

通过举例发现，这些词在重叠形成 ABB 式后，往往不是表示程度的加深，没有“程度

高”的语义，仅赋予语句表达过程中的生动性，这也是其受“有点(儿)”修饰原因。 

“一点儿”和形容词搭配是很常见的。主要有两种搭配形式: “一点儿 + A”和“A + 一

点儿”。其中 “一点儿 + A”多用在口语中，在句子中作谓语。有时该结构经常和“就”

或者 “就这么/那么”连用，例:这个院子就这么一点儿大。“一点儿 + A”的否定形式的

使用频率要比其肯定形式高。其否定形式为 “一点儿 + (也/都)不/没 + A”。例: 他长得

一点也不帅。“A + 一点儿”的使用频率不管在口语中还是在书面语中都非常高，主要用比

 
6 杨从洁.不定量词“点”以及“一点”“有点”的用法[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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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句，祈使句以及虽然不是比较句，却具有比较意味的句子中。例: 小明比弟弟高一点儿。

由此可见，“有点儿”和“一点儿”都可以和形容词搭配，但是“一点儿”和形容词搭配时

的格式比较灵活，表达的意思也比较多。而“有点儿”和形容词搭配只有一个格式，表达的

意思也比较单一。 

“有点儿”和“不太”，二者的句法功能大体类似，同时也有一些重要差别。二者都可

以与性质形容词或某些心理动词搭配。不同的是，“有点儿”既可与表示消极意义的词语搭

配，也可以和表示积极意义的词语搭配，“不太”多与表示积极意义的词语搭配；而在与单

音节词语搭配时，这种限制较小。“有点儿”还可以与某些状态形容词及成语、熟语搭配，

“不太”则不可以。  

2.1.2“有点儿（儿）与动词的搭配及其相关对比 

“有点（儿）”与动词搭配常在句中作状语，表示程度轻微，但是动词里面又包含了很

多种类，并不是所有动词都可以和“有点（儿）”搭配，因此这部分将详细分析“有点（儿）”

可以和哪些动词搭配，不可以和那些动词搭配。 

可以和“有点（儿）”搭配的动词主要有心理活动动词、变化动词、生理状况动词、比

拟动词、能愿动词和“发”类动词。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如“爱、恨、想、喜欢、讨厌、

希望、想念、害伯、担心”等，这些大部分都可以进入“有点（儿）+动词”的格式。例如： 

（7）她忽然发觉自己还是有点爱他的。 

（8）不一会，他就到了公共汽车站上了，望到街上许多人，望到街上许多车马，心上

总有点不平，有点讨厌。 

（9）我有时讨厌甚至憎恶这种改变，但也会在某个时刻有点喜欢这种改变。 

（10）弟弟被他叫来了，干这种事弟弟有点害怕，他却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 

例句中的“爱、讨厌、喜欢、害怕”都是心理活动动词，这些动词既有消极也有积极意

义，因此并不能单纯的以为褒贬义来判断是否可以和“有点（儿）”搭配。 

表示变化的动词，如“增加、减少、提高、改变、变化、改进、消失”等，都具有[+

变化]的语义特征，故而可以受表示程度轻微的副词“有点(儿)”修饰，例如: 

（11）精神好些，体重也有点增加吧。主要是什么事情都不做了。真正养病了。 

（12）梅把海臣的脸靠近自己的面颊又在他的颊上吻了几下,接连说着“真乖”，才放

他下来，把他送到瑞珏的面前说:“大表嫂，你真幸福，你有这样一个宁馨儿。”她的声音

有点改变了。 

（13）今天发现化妆真的是体力活，表情有点僵硬，但精致的妆容获得了好评，没戴眼

镜，魔力有点减少。 

表示生理状况的动词，如“感冒、疼、晕、醉”等词都能够与“有点(儿)”搭配，例如： 

（14）他的头有点晕，可能是发烧了。 

还可以和比拟动词搭配，如“像、类似、相似、相同”等，这类词不论是单独使用还是

带宾语，与“有点(儿)”的搭配共现率都很高。例如： 

（15）那不伙子叫刘太生，长得特帅，乍一看有点儿像郭富城。 

（16）工程师王身振对记者说，我的经历某些地方与清华大学博士生李义翔有点相似。 

（17）毛主席语录歌曲是干活时的兴奋剂，边干边唱，边喊边上，真有点儿像在战场上

冲锋陷阵的劲头。 

能愿动词，如“会、能、愿意、可能、要、应该”等也可以和“有点（儿）”搭配，例

如： 

（18）说实话，阿妹也有点愿意，做过以后便死心塌地，要离掉她的小男人，嫁给朱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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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类动词，如“发麻、发皱、发窘、发红、发苦、发软”等，这类词也可以直接与

“有点(儿)”相搭配使用，例如： 

（19）豆腐里放了变质的五香粉，有点发苦。 

（20）义兰嘴硬，身子却有点发软。 

例 19、20中的“发”类词，“发”是“因变化而显现、散发”，故而词义的重点在“发”

后面的字上。“发”类动词较为特殊，“发”的意义比较虚，即使去掉“发”字，整个句子

的结构仍然是完整的，且句意不发生改变。 

但是有些动词是不能和“有点（儿）”搭配的，比如表示动作的词，如“看、说、走、

跑、吃、喝”等；存现动词，如“在、有、发生”等；趋向动词和使令动词。 

“一点儿”是数量词不能像程度副词“有点儿”一样直接修饰动词或形容词，而是只能

修饰它们的否定形式。所以当动词是肯定形式时，“一点儿”位于动词后，作补语。补充说

明述语的程度、数量。比如“干一点儿，检点一点儿”。“一点儿”有时也跟在动词后面作

动词的宾语,比如“吃一点儿，喝一点儿”。在这种情况下的“一点儿”是“一点儿+名词”

的省略,名词可以说出来,也可以不说出来,如“吃一点儿饭，喝一点儿水”。所以“有点儿”

和“一点儿”与动词搭配使用的区别是很大的，“有点儿”与动词搭配的受限性较大，一些

动词不可以和“有点儿”搭配使用，而“一点儿”则更容易与动词搭配。二者形式上区别是

最大的，“有点儿”用在动词前，而“一点儿”用在动词后。 

2.1.3“有点儿（儿）与名词的搭配及其相关对比 

“有点儿”和名词搭配使用时常放在名词前，构成“有点儿+N”格式。“有点儿”虽然

具有两种词性，但是在和名词搭配使用的时候并不做程度副词，而是作为动词“有”+不定

量词“(一)点儿”的形式存在，在句中表示存现，充当谓语成分。例如： 

（21）你怎么怂成这个样子?你一个大男人，能不能有点儿出息! 

（22）如果你读过盖莫夫的老科普书《从一到无穷大》，也许你还会对它有点印象。 

（23）咱们可不能弄得那么俗，得有点儿品味，省得招人笑话。 

（24）看样子你在国外几年，还是有点儿收获的嘛。 

“有点儿”都是和一些在语意上不具有强动作性的，表示人的心理活动的动词连用，而

且这些动词表示的行为，具有不可控性。不可以和有很强动作性的词搭配。“一点儿”和动

词的搭配很常用，搭配方式也很灵活，大致可以分为: “V + 一点儿”，“V 了一点儿”和 

“V 着一点儿”。例如：多拿一点儿苹果。虽然 “有点儿”和 “一点儿”都能和动词搭配，

但是从形式上来说， “一点儿”和动词的搭配形式比较灵活，而 “有点儿”和动词搭配时

只能把动词放在后面。从动词的基本特征上看， “一点儿”常和 “吃、走、喝”等动词性

很强的动词搭配，具有可控性。而且，像 “一点儿”可以用在比较句中，且具有客观性。

像是 “喜欢、想念、希望”等这类主观意愿很强的动词只能和 “有点儿”搭配，而不能和 

“一点儿”搭配。 

2.2“有点（儿）”与短语搭配 

除了与单个词语搭配外，“有点（儿）”还可以和短语搭配，主要有动宾短语、状中短

语、中补短语、兼语短语和联合短语。 

2.2.1“有点（儿）与动宾短语 

通过分析语料库发现，“有点（儿）”与动宾短语搭配的使用率是较高的，例如： 

（25）不过，我还真的有点喜欢这个地方。深秋的时候，天很蓝，白云很厚，到处都是

成熟的玉米。（心理活动动词+宾语） 

（26）气度是不计较小事、是不亢不卑，是懂得欣当别人的好处，是能容忍应容忍的事、

是天生的胸襟，也有点是后天的历练。（判断动词+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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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那是一个月色异常宁静的夜晚，但是街上没有月光，月光挂在两旁屋檐上，有点

近似清晨的雨水。（比拟动词+宾语） 

（28）明生已经睡得有点进入昏迷状态，含含糊糊地回答。（动作动词+宾语） 

2.2.2“有点（儿）与状中短语 

状中短语分为状语和中心语两部分，与“有点（儿）”的常见搭配有以下类型，例如： 

（29）现下，好像有点能理解心中的一丝惶恐，我们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我是被动的选

择改变，他是主动的选择不变。（能愿动词+中心语）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动词不仅是心理活动动词也是能愿动词，比如“愿意”，这种情况

下则需要根据语境判断其词义。 

（30）他有点尴尬，也有点不习惯，要适应这种失落，大概是需要一段时日的。（“不”

+中心语） 

“有点（儿）+不+中心语”，这类状中短语的中心语可以是形容词也可以是动词或动词

短语，但无论是什么成分，在句子中表达的意思都含有否定义，因此“有点（儿）+不+中心

语”也是“有点（儿）”常用的否定形式。 

（31）他有点没反应过来，手忙脚乱地放下报纸，站起来，伸出手，好像他们只是碰巧

遇上。（“没（有）+中心语”） 

除了“不+状中短语”表否定外，“没（有）+中心语”也表示否定形式，但是“没（有）

+中心语”的搭配情况与“不+中心语”不同，“没（有）”后面的中心语只能是动补结构短

语，而“不”后面的中心语是形容词、动词或动宾结构短语。 

2.2.3“有点（儿）”与中补短语 

中补短语可用来说明动作、行为的结果、趋向、时间、处所、可能性或者说明性状的程

度和人、物的状态。但并不是所有的中补短语类型都可以和“有点（儿）”搭配，只有结果

补语、趋向补语、可能补语和情态补语可以和“有点（儿）”搭配。例如： 

（32）别紧张，什么事情也没有。他们只是有点喝醉了，于是就大叫大嚷，朝工事上空

胡乱开枪。（结果补语） 

（33）觉新却看见了枚的面容，他知道这个病弱的年轻人有点支持不下去了。（趋向补

语） 

（34）我有点看不惯，好几部分食客都挤在一张桌上。（可能补语） 

（35）“有点高级得吓人，是不是？我自己也仍然不太习惯。”（情态补语） 

2.4“有点（儿）与兼语短语 

通过分析语料库发现，兼语短语中含有“使、让、叫”等词语的兼语短语可以和“有点

（儿）”搭配，例如； 

（36）他这话是以颤抖的声音说出来，委实有点令人怜悯。 

（37）大家都在帮助他，可是他仍然不思进取，实在有点让人生气。 

2.5“有点（儿）与联合短语 

联合短语内部之间是处于同一地位的，它的整体可以和“有点（儿）”搭配，单独来看

也可以和“有点（儿）”搭配，例如： 

（38）那时候的她还有点反叛和可笑。 

2.3“有点（儿）”搭配后的句法成分 

由于“有点（儿）”既可以和不同的词性成分搭配，也可以和短语搭配，因此作为一个

整体，其句法位置很灵活，在句子中可以充当不同的句法成分，主要可以充当谓语、宾语、

定语、状语和补语。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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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她整天跟我说这些，最后我真有点动心了。（作谓语） 

（40）我出海去钓鱼,但是钓到的鱼我都不敢吃，我感到有点厌倦了。（作宾语） 

（41）来客眼瞪着这凑合起来的五颜六色的饭菜，真诚地露出惊喜，甚至有点陶醉的神

情。（作定语） 

（42）我有点开玩笑地告诉她，我因为想念她而久久失眠。（作状语） 

（43）天空变得有点奇怪。（作补语） 

三、“有点（儿）”的语义分析及对比分析 

“有点（儿）”的语义可以分为三大类：表程度轻量“稍微”义、表程度高量“很”义

和表“意外”义。表程度轻量“稍微”义又可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其中“有点（儿）”与

消极义词语搭配是典型用法，如“有点冷”、“有点烦”、“有点黑”、“有点担心”、“有

点怀疑”。还有表示积极义的，如“有点暖和”、“有点靠谱”、“有点可爱”、“有点喜

欢”、“有点感动”。表程度高量“很”义也可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但是与表程度轻量不

同的是，表程度高量是只能修饰人文社会类的词语，不能修饰自然环境类的词语。表消极义

的，例如： 

（44）有网友认为“料理包总比黑作坊干净得多”“保质期范围内吃，应该没有问题”:

有人则表示不能接受，“无法忍受不新鲜，即便是干净统一的冷冻包，一年也有点久了”。 

（45）当地民众告诉记者:“袁隆平院士逝世的消息，我们有点接受不了，这是中国的

巨大损失。 

还有表示积极义的，例如： 

（46）数代科学家努力，这片承载“希望”的麦田有点不一样! 

表“意外“义近年来出现的也比较频繁，但是偏口语化，文学作品中不太常见，也可分

为消极的和积极的，例如： 

（47）为了某型号线的研制，她带领总体室技术骨干“南征北战”，与各种困难缠斗，

参与组织协调完成大型地面试验 30项。很多男同事都调侃说，“这样的刘老师有点强悍。” 

（48）我怎么有点嫌弃我男朋友了。 

“稍微”与“有点儿”在对搭配词语感情色彩义作选择时有互补倾向
7
。“有点（儿）”

既可修饰褒义词，也可修饰贬义词，但是“稍微”更多的是修饰褒义形容词，较少修饰贬义

词。这是由于“稍微”带有肯定的口气，褒义词的语义特征也是表示肯定，根据“语义一致

性原则”，“两个词语能够组合成一个语言结构, 它们必定具有某个或某些相同的语义特征。”
8
所以“稍微”多修饰褒义词，多用于积极意义的表达。 

与“有点儿”相比，“不太”的语义相对单纯。“不太”低程度的语义来自对事物性状

“有限度”的否定，又因为这 种否定极 其接近肯定 状态，“不太”同时传达出说话人对

事物性状的程度“并非完全不可接受”的认识。在具体语境中，如果“有点儿”和“不太”

所搭配的词语语义相同或相近，那么结构或句子表达的往往是相反的意思。例如“有点难”

和“不太难”。总之，“有点儿”是说话人针对事物性状相对合适的一般标准做出的评价，

其低程度的语义来自于性状对合适标准的小范围偏移。 “不太”则是说话人经过比较对事

物性状存在感做出的量级描述，其低程度语义来自于对性状的有限度否定。 

四、“有点（儿）”的语用分析及对比分析 

在日常生活中，“有点（儿）”搭配的使用频率是非常高的，因此其的语用功能十分丰

富，大致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分类：表述功能类和交际意图类。功能表述是由人发出的，因

 
7 张谊生.现代汉语副词探索[M].上 海:学林出版社 2004，P40. 

8 邵敬敏.论汉语语法的语义双向选择性原则[A].汉语语法的立体研究[C].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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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表述过程中就存在主客观的问题，“有点（儿）”搭配的使用也因此有所区分，例如： 

（49）维权是患者及其家属应有的权利，而医闹则多少有点无理取闹。（主观消极） 

（50）她是个甜美可爱的大眼睛女孩儿，有点不经世，有点天真，会对一切心怀感激。

（主观积极） 

有时候，当交谈说话涉及的对象的量不重要且可以忽略时，说话人可以使用“有点(儿)”

进行相对客观的描述，此时的描述省去所涉及对象量的大小、程度，通常注重对涉及对象性

质转变事实的描述。例如： 

（51）我今天不上班了，可能有点发烧 。 

在交际中常使用“有点（儿）”，“有点（儿）”的存在使得说话人语气变得委婉平和，

易于使人接受，有利于彼此的沟通交流。在使用的时候还可以使语气弱化，具有弱化的语用

功能，表义含蓄，提升表达效果，在特定语境中即可以弱化与说话内容相关的负面情况，也

可以弱化说话人与他人的分歧，例如： 

（52）A:“这两天不是刮风和下雨了吗?吹不走?" 

B:“吹走了，空气挺好的。就是有点冷。" 

A:“13 度还不算太冷吧。”  

B:“室内凉。” 

除此之外，“有点（儿）”还有强调反常的语用功能，但是这十分依赖语言环境，如果

不是在特定的语境中，这种用法在语感上让人不舒服，例如： 

（53）这个菜看着很有食欲，怎么吃起来有点难吃啊。 

（54）他年纪轻轻的，有点厉害啊。 

“一点儿”在肯定句中表现的是弱化作用，而在否定句中则正相反表现的是强化作用。

“一点儿”表示量少、程度轻，用于批评他人起到委婉表达的效果，柔和话语,用于表扬自

我则显得谦逊、含蓄、内敛，符合交际中的礼貌原则。“一点儿”和形容词搭配多含有比较

语义，“一点儿”用在祈使句中起到柔化语气的作用，使人更容易接受。“一点儿”在否定

句中是完全否定，体现的是强化作用。 

从语用角度来看，在特定语境中，“有点儿／不太”都具有使表达更加委婉的功能：当

描述自身的困难等消极情况时，按照乐观原则，人们习惯用低程度词语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感

受；而对他人做出负面评价时，按照礼貌原则，即使实际上负面状况的程度不低，人们也一

般不会使用高程度词直白地表达看法。虽然“有点儿／不太”可以表达委婉语气，但受语义

功能的影响，二者的语用机制仍有所不同，“有点儿”实现委婉表达的机制是使实际的性状

程度靠近说话人心中的合适标准，并不是单纯地提高事物性状的程度量级。 说话人用“有

点儿”进行性状程度的调节，是建立在认为性状不合适这个大的主观前提下的， 也就是说，

“有点儿”的委婉表达是将性状程度与标准“相去甚远”的冲突消减为“略有偏差”，说话

人的目的是委婉地表达不接受、不满意的主观态度，以减弱消极情绪或负面评价给听话人带

去的冲击。“不太”的委婉语气是将事物性状的极低程度提高到低程度，这种调节是对客观

量级的调节。因而，“不太”的委婉表达仍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说话人的目的是委婉地表达

客观情况，使情况听起来不那么糟糕。 

 

五、结语 

综上所述，“有点（儿）”的句法、语义、语用功能是十分丰富的。在句法分析方面，

“有点（儿）”可以和词语（形容词、动词、名词）、短语（动宾短语、状中短语、中补短

语、兼语短语、联合短语）搭配；语义方面可以分为三大类：表程度轻量“稍微”义、表程

度高量“很”义和表“意外”义；在语用功能方面可分为表述功能类和交际意图类。本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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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儿）”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将其和“一点儿”、“稍微”、“不太”等相似的词语

进行了对比分析，分析了它们在句法、语义、语用方面的差异。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不仅对

“有点（儿）”进行了本体研究，同时补充了其和相似词语的差异，更加具体的说明了“有

点（儿）”本身的特点，可以让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避免出错，也为汉语学习中出现的错误

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在具体使用方面并没有过多研究，没有对“有点（儿）”进行偏误分

析，还无法为对外汉语教学实践提供更具体的解决方案，这是本文需要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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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egree Adverb "A little" Based on Comparative Analysis 

 

Congcong Ji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Abstract："A little (er)" is a common degree adverb in modern Chinese, indicating that the degree is not 

high, with the meaning of "slight", in the process of use, it can be matched with words, phrases, etc., and 

with different components, the function of the sentence is different, the corresponding meaning is 

different, in addition to the meaning of light degree, but also can indicate the degree of high quantity. 

Therefore, it is very flexible in the process of use, which leads to errors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degree adverb "a little (er)". Based on 

the method of contras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Bi (er)" from the 

aspects of syntax,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The main objects of comparison are "a little", "slightly" 

and "not too", hoping to supplement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degree adverb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hines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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