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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语学习者的误用分析—以格助词“デ”的习得为中心

李芬 夏艺

（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湖南省、长沙市，410000）

摘要：本文通过对湖南大学日语系的学生实施问卷调查的方式来深入考察中国人日语学习者对于表示场所

和原因的格助词“デ”的使用情况并分析产生误用的可能原因。具体而言，首先是考察中国日语学习者在

格助词“デ”的正用和误用上分别存在着怎样的倾向；其次，分析不同日语水平阶段的学习者之间的误用

情况有怎样的变化，都有着怎样的差异；最后，探讨除了母语迁移之外，导致中国日语学习者在使用格助

词“デ”的时候产生误用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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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助词“デ”表示句中动词和名词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在日语学习和教学当中，既是

重点也是一个难点。格助词“デ”的用法较为复杂，“デ”可以表示动作进行的场所、原因、

手段、工具等多种意义功能。而且格助词“デ”与其他格助词又有着相似的用法，很容易混

淆，因而会对学习者造成一定的干扰，所以日语学习者在使用格助词“デ”时常常存在误用

的现象。

另外，从语言对比的角度而言，日语与汉语分属于不同的语系，日语属于粘着语系，日

语中句子成分的确定，主要依赖助词；而汉语属于孤立语，汉语中句子成分的确定主要依赖

其语序。例如日语的主语后面必须接“が”或“は”等助词，然后才能出现谓语对其陈述。

然而，汉语中并不存在诸如“が”“は”之类的格助词。因此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第二语言

学习者而言，格助词“デ”的用法毫无疑问是其学习日语的过程中非常难以习得和掌握的一

项语法。目前为止的研究表明，即使是高水平的日语学习者，在使用格助词“デ”的过程中

仍旧存在误用。

一、先行研究

迄今为止，有许多的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格助词“デ”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察“デ”

的形式、功能、语义用法等方面，然而格助词“デ”的习得和误用分析相关的研究相对较少。

此外，在二语习得领域，格助词“デ”的习得和误用相关研究主要是在日本进行。

森山新（2006）从第二语言习得的角度对格助词“デ”进行调查研究，以母语为英语、

汉语、韩语的三个国家日语学习者为调查对象。从日语初级学习者到日语高级学习者对格助

词“デ”的使用数据进行了分析。对各个水平阶段的日语学习者关于格助词“デ”的多义用

法的正误进行了调查。森山新认为格助词“デ”的场所意义是最容易被母语为英语、汉语、

韩语的日语学习者理解掌握、在实际运用中也是正确率最高的义项。基于此原因，设定“デ”

的场所语义为原型，由原型语义向其他义项和用法扩展。但是，作者并没有对格助词“デ”

的误用情况原因进行详细的分析、阐述和说明。

王文贤和平川美穗在《日语专业高年级作文中“ハ”、“ニ”、“デ”误用浅析》一文

中指出，“デ”的偏误主要集中在与接在场所名词和时间名词及抽象名词后的“ニ”混用问

题上，同时“ニ”和“デ”也都有脱落现象。此外“デ”和“ニ”的混用问题很突出，表示

场所和时间的“デ”和“ニ”在汉语中是同一个对应词“在”，这就给“デ”和“ニ”的习

得带来负迁移。

目前还很少有研究以中国的日语专业学生为对象，来揭示不同日语水平学习者在格助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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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デ”的使用方面有何异同，并对学习者格助词“デ”发生误用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总的

来说，与其他语法项目的习得研究相比，有关格助词“デ”误用的研究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深

化。

二、调查设计与准备

作为日语语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格助词“デ”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

对格助词“デ”进行误用分析和探讨，对于今后的日语教学和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从而具

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以上种种因素，本文在参考格助词“デ”的先行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来深入考察中国人日语学习者对于表示场所和原因的格助词

“デ”的使用情况并分析产生误用的原因。

调查对象为湖南大学日语系的 90 名在籍学生，其中二年级学生、三年级学生以及研究

生各 30 名。调查对象的母语全部都是汉语，到实施问卷的 2015 年 11 月为止，所有被调查

者均已经习得格助词“デ”表示场所和原因的用法，使用的教材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综

合日语》。

问卷调查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要是了解学习者的学习日语年数以及日语水平

等基本的情况。第二部分主要采用语法判断填空的方式进行调查，总计 30 题。主要目的是

考察日语学习者是否真正完全掌握了格助词“デ”表示场所和原因的用法。语法判断测试题

来源于格助词例文集中的例句。第三部分是由“你选择格助词的依据是什么”“你觉得教科

书中关于格助词“デ”的解说是否充分，为什么”等 5个问题组成的内省调查。最后，从被

调查者中随机抽取一部分日语学习者，通过对他们的事后访谈来进一步探讨日语学习者在使

用格助词“デ”过程中发生误用的原因。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问卷调查实施后，对收集到的日语学习者问卷中格助词“デ”的使用正误进行确认，并

将所有数据输入 EXCEL 表格，对各个问题的正用率和误用率分别进行统计。接着，把问卷调

查中收集到的数据作为依据来探明格助词“デ”的习得和误用情况。具体而言，首先是对格

助词“デ”的使用情况作出全景描述，揭示中国日语学习者对格助词“デ”习得的总体情况

以及他们在格助词“デ”的正用和误用上分别存在着怎样的倾向；其次，研究比较不同日语

水平阶段的学习者之间的格助词“デ”的误用情况有怎样的变化，都存在着哪些差异。换而

言之，对比不同日语水平学习者在使用格助词“デ”时，正确率有无显著差异；随着日语水

平的提高，正确率是显著提高还是差别不大或者下降。虽然这不是真正的纵向研究，但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随着整体水平的提高，学习者在格助词“デ”的使用方面会发生何种变

化。

根据本研究中的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主要的结果如下所示。首先，从整体的正误情况

来看，不管是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还是研究生，在调查中都出现了不少的误用情况，这

说明日语学习者对格助词“デ”表示场所和原因的用法尚未完全掌握。但是，整体而言，研

究生的正用率最高，接着依次是三年级学生和二年级学生。换句话说，随着学习者的学习日

语年数的增加以及日语能力的上升，表示场所和原因的格助词“デ”的误用都在逐渐减少，

日语格助词“デ”的误用率逐渐降低。因此，日语学习者的学习年数和日语水平对格助词“デ”

的习得有重大影响，并且格助词“デ”的习得情况和日语学习时间成正相关。

其次，表示场所的格助词“デ”的误用主要集中在与格助词“ニ”“ヲ”的混用。表示

原因的格助词“デ”的误用情况比较多样化，比较多见的有格助词“デ”与“カラ”的混用、

“デ”与“ニ”的混用，与此同时，“デ”与“ガ”、“ヨリ”、“ヲ”等格助词的混用也

比较多。

另外，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日语学习者的错误倾向，详细地分析和探讨除了母语迁移

之外，导致中国日语学习者在使用格助词“デ”的时候产生误用的主要原因，探明影响格助

词“デ”使用正确率的语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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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输入频率的高低与格助词“デ”的使用正确率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使是格助词“デ”

的同一种用法，与不同的动词搭配，正确率就不同。语法判断填空题的总体的正确率并不高，

由此可以推断出学习者并没有完全掌握格助词“デ”表示场所和原因的用法。但是，典型的

表示动作发生的场所或原因的用法、或者是在教科书和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情况，各个水

平阶段的日语学习者的正确率都较高，如第 2、3 题。这说明学习者对输入频率高的某些用

法和搭配掌握得更好。

格助词“デ”自身的复杂多样性也是中国日语学习者在学习和使用格助词“デ”的过程

中感到比较难的原因之一。日语中格助词“デ”的用法繁多，格助词 “デ”可以表示场所、

原因、时间、方式、手段、工具、材料等多个意思。同时多个格助词又可以表示同一相似的

意思，例如，格助词 “ニ” “デ” “ヲ”都可以表示场所，但是各自的含义又不完全相

同、存在着差异。因而，格助词“デ”很容易和其他格助词相混淆，倘若日语学习者对格助

词“デ”与其他格助词的区别掌握不足就容易出现误用。对于我国日语学习者而言，格助词

“デ”用法掌握起来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学习者在日语格助词“デ”使用上出现的错误屡见

不鲜。

日语学习者在使用格助词“デ”的过程中产生误用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本次调查发现，

根据已学知识的错误推断而导致的格助词“デ”的误用也不少。学习者在最初学习格助词“デ”

的用法时，比较根深蒂固的观念是“表示动作、作用发生的场所”，因而比较容易忽略“デ”

与后面所跟的动词的接续关系。而在使用格助词“ニ”的时候，也容易产生只重视前面的名

词或者后面所接动词而忽略句子整体的倾向，因而容易产生误用。接下来以第 12 题为例，

来对此进行说明。第 12 题的题目内容是“明日、学校（ ）、留学生のダンス・パーティー

があります”。通过事后访谈得知，大部分日语学习者一看到句子中有“ある”这个动词，

就认定第 12 题是属于“～に～があります”这种类型的存在句，完全没有考虑整个句子的

意思。换句话说，是因为日语学习者按照往常的经验，把“～に～があります”这样一个固

定句型照搬到第 12 题，从而导致误用的出现。

教材中关于格助词“デ”的编排对日语学习者的格助词“デ”的习得和误用也有一定的

影响。教科书中关于格助词“デ”的解说是以例句的形式出现的，逐一学习格助词“デ”的

各个用法，虽然直观，但是缺乏系统性，而且没有对格助词之间相似的用法进行对比。因此，

容易导致日语学习者遇到意义和用法相似的格助词时，就不知选择哪一个格助词更合适。而

且，也容易导致日语学习者受母语影响，根据“デ”“ニ” 等格助词的用法类推，产生误

用。

总而言之，输入频率的高低与格助词“デ”的使用正确率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格助

词“デ”本身具备的复杂性、日语学习者对格助词“デ”与其他格助词的区别掌握不足、过

度依赖规则、根据已学知识的错误推断以及教科书的编排等等都是误用产生的原因。

综上所述，本文尝试利用二语习得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从误用分析的角度出发，以日语学习

者为研究对象，对格助词“デ”的习得和误用进行考察。本文不仅考察不同日语水平的学习

者的习得情况和误用倾向，同时也对二语习得过程中日语学习者在使用格助词“デ”的时候

产生误用的原因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希望本研究能够对日语学习者的格助词“デ”的习得有

所贡献，并对今后的格助词“デ”的教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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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misuse among Japanese-learners in China
—be centered on the acquisition of particle DE

Li Fen Xia Yi

(Hunan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Province, 410000)

Abstract：Chinese and Japanese belong to the different language system, so it is difficult to learn and
use the particle DE. The paper is on the basis of beforehand research and does the questionnaire
research on the Japanese-learners in Hunan University. Then count up the misuse rate and the right use
rate, discuss the problems on the particle DE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And analyze the
misuse forming reason from the influence of input frequency, the characters of particle DE and so on.
Finally, through the statistics on the questionnaire research and the misuse rate get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particle DE misuse the questionnaire research place rea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