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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是……的� 句是初级汉语教学中的重点之一，也是日常生活中应用频次较高的句型。

由于该句型的语义与语法功能比较复杂，历来是在日初级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很多日本学

生对该句型的理解和所强调内容的把握不够准确，而课堂指导尤为重要，直接影响学生的习得

效果。本文以初级语法�是……的�句为例，结合中日教材，在对比分析日中教材中�是……的� 1

的编排情况的基础上，明确教学任务，以在日汉语学习者为教学对象，为 �是……的� 句的教

学设计提出有针对性的教学建议。

关键词：是……的；教材；教学；情景法

1. 引言

　　目前，在日汉语教学使用的教材大体分为两类，即日本出版和中国出版的教材，两种教材

具有各自的特点。普遍认为日本教材浅显易懂，操作难度低，但因缺乏深度和系统性，如果教

师仅局限于教材，脱离语境与实例的讲解，学习者则无法透彻理解，很难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而中国出版的教材，虽然在知识的深度和系统性上比较完善，但因为没有做国别化处理，对难

点和重点的把握不免缺乏针对性，经常出现不适用教学对象的情况。在教材资源有限的现状下，

能否实现具有较强针对性、实用性、系统性的教学效果，对教师来说是巨大的挑战。为了让学

习者正确理解语义并能准确应用语法，教师需合理安排课堂教学。

　　本文以初级语法 �是……的� 句为例，结合中日教材，在对比分析日中教材中 �是……的� 1

的编排情况的基础上，明确教学任务，以在日汉语学习者为教学对象，为 �是……的� 句的教

学设计提出有针对性的教学建议。

2 关于“ 是……的” 句

　　�是……的� 句在日常会话中的使用较为频繁，多位学者对其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其中包括赵淑华 (1979)、朱德熙 (1982)、吕必松（1982）、刘月华 (1983)、王力 (1985)、吕

叔湘 (1999)等，理论成果颇丰。至今，学界对该句式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向，�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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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的本体研究与该句式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分析。

　　对于 �是……的� 句的本体研究，主要集中在该句式的分类上。学者们的观点目前主要分

为 �二分法� 和 �三分法�，其中 �二分法� 更受到普遍认可。�二分法� 认为 �是……的� 句

应分为强调动作发生或完成的时间、地点、方式等的�是……的�1和强调语气的�是……的�2。�二

分法�的主要代表人物吕必松（1982）从不同的角度举例论证了�是……的�应作为整体而存在，

并具体阐述了如何区分 �是……的� 1和 �是……的� 2，即可依据 �是……的� 句式的中间成分，

或者根据其否定形式中否定词的位置等来进行判断。而�三分法�的区别在于除了�是……的� 1

和 �是……的� 2之外，�的� 字短语充当宾语的 �是� 字句能否纳入该句式当中。在随后的

研究中，刘月华（1983）在肯定了吕必松的观点基础上，阐明了该句式的语用功能，指出 �是

……的� 1 是带有 �是……的� 的动词谓语句，一般 �是� 出现在谓语前或者主语前，以强调

动作完成的时间、处所、方式等。

　　近年来有关 �是……的� 句在教材中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先后有学者对中国出版的《汉语

教程》、《发展汉语》、《博雅汉语》、《成功之路》、《HSK标准教程》等中国国内对外汉语本科

教材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其中刘月华（1983）对许多语言研究者影响较大，很多对外汉语教

材的编写也采用了其中对 �是……的� 句的定义和分类方式。将 �是……的� 句大致分为两种

类型：第一种是带 �是……的� 标志的动词谓语句，第二种是表示肯定语气的一部分动词谓

语句和形容词谓语句，并且在结构特点、功能特点、�是� 和 �的� 的省略、否定和疑问形式、

副词位置等注意事项方面对两种类型的句子进行了解释说明。但是正如徐倩蓉（2021）中所

指出：�在为数不多的 �是……的� 句在教材的研究中，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 �是……的�

句式本体的研究以及 �是……的� 编排顺序的研究这两个方面，并未系统全面地就 �是……的�

句式在对外汉语教材中的编排设置进行分析，忽视了该句式在语法解释，练习设置等其他方面

的综合考察。�

　　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目前的研究成果都集中在国别化的偏误分析方面。在日本学习者的偏

误分析方面，例如：狄昌运（1996）、崔立斌（2001）、朱俊华（2011）、耿玉娟（2013）、孙

琪（2018）、张轶欧（2020）等人。其中，张轶欧（2020）以日语为母语的中高级学习者为对象，

通过《日本中国语检定考试 2级》中的日翻中的考试问卷调查，探讨了其对 �是……的� 句的

习得状况。结果发现该群体中有 72%的人群能正确使用该句型，有 20%的人群尚不明确 �是

……的� 句的使用条件，有 8%的人群虽然明确 �是……的� 句的使用条件，但是在具体应用

上尚存在着问题，其主要问题在于不明确焦点对象的位置，并就 �是……的� 句的使用条件提

出了一些教学建议。

　　虽然在以上研究中也提到了教学建议，但是以偏误分析为理论基础的研究比重较大，教学

建议部分大多泛泛而谈，并没有具体教学实例的设计与展示。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文在对比

分析日中教材中 �是……的� 1的编排情况的基础上，明确教学任务，以在日汉语学习者为教

学对象，提出具体教学指导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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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材对比分析总结

　　本文以日本和中国的大学汉语言专业普遍使用并印刷次数较多为标准，选用了日本的东方

书店出版的《新編実用漢語課本》和中国的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尔雅中文：初级汉语

综合教程》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对比，两种教材的差异总结如下。【表 1】

【表 1】 《新編実用漢語課本》和《尔雅中文：初级汉语综合教程》的对照

《新編実用漢語課本》 《尔雅中文：初级汉语综合教程》

讲解部分
采用了集中说明的方式，说明了 �是�
和 �的� 的位置、�是� 的省略问题、
否定式等。附加了日语译文。

只简单概括了 �是……的� 句的含义和
�是� 的位置，其他内容采用了分散说
明的方式。使用了英语译文。

强调项目 列举了�时间�、�地点�和�方式�三项。
列举了 �时间�、�地点�、�方式�、 �目的� 
四项。

例句形式
未按照 �是……的� 句的强调项目进
行分类。

按照强调项目分类，并设定了小标题。

句式 以问答对话为主，没有公式性的总结。
以陈述句为主，公式化展示了 �的� 与
宾语的位置关系。

补充说明和

注意事项
无

说明了 �是� 的省略问题，以及与 �了�
的混用问题。

　　通过以上对两种教材的对比分析，可以得知初级阶段的 �是……的� 教学重点在于对 �强

调已经完成动作的时间、地点、方式或目的� 的基本语义的理解和句式应用。在 �是……的�

句的应用中，�强调动作主体� 的用法并不少见，使用比较频繁。而两本教材均没有提及此用法。

依照 �以交际为中心、参考使用频率� 的原则，本文建议，说明 �是……的� 句的强调项目时，

加上 �动作主体� 这一项很有必要。即强调项目为五项：时间、地点、方式、目的、动作主体。

而为了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教师需在明确教学任务的前提下，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设计符

合学生认知特点的课堂指导方案，并通过贴近教学对象生活的场景，灵活地对教学重点进行渗

透和补充性说明。

4 教学设计及建议

　　为明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笔者对 �是……的� 句的语义和句式总结如下。

（1）我是 2月 20号来中国的。

（2）杰克是从美国来的。

（3）我是坐飞机来的。

（4）我是来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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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例句均出自于北京语言大学本科一年级教材《尔雅中文：初级汉语综合教程》（以下

例句同），从例句中得知，在初级汉语教程中 �是……的� 句的基本语义为 �强调已经完成动

作的时间、地点、方式或目的�。

（5）我是在北京语言大学学的汉语。

（6）我是星期天去的长城。

（7）我是星期天去长城的。

（8）我是在北京认识她的。

　　从以上例句可以得知，�是……的� 句的基本句式为：

是 +……+的 +Ｏ（事物）

是 +……+的 +Ｏ（处所）

是 +……+Ｏ（处所）+的

是 +……+Ｏ（人称代词）+的

（9）*我是两年前开始学习了汉语的。

　　从例句（9）可以得知，�是……的� 不能跟表示完成的 �了� 一起使用。

（10）我不是坐火车去的，我坐飞机去的。

　　从例句（10）可以得知，在肯定句中，�是� 可以省略。否定形式为 �不是……的�。

　　本文遵循实用性原则，以学生为主体，就针对面向日本学生 �是……的� 句的教学，提出

以下一些建议。

教学对象：汉语专业本科一年级学生

教学内容：�是……的� 句的语义和句式

教学目标：能够在日常会话场景中正确使用

教学方法：直接法、情景法

教学时长：30分钟

　　教科书中展示的例句大多是毫无联系的独立句子。本文建议教学时尽量贴近学生日常生活，

采取具有连贯性的多句问答的形式进行导入。为便于说明，以下用 �→� 表示由学生的回答引

出的例句。例如：

情景 1：老师问学生用餐情况。（展示图 1）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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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问：你们吃早饭了吗？                               

吃了   →   我已经吃了。

・强调时间

老师说：我想知道你吃早饭的时间。我可以这样问：你是什么时候吃的饭？

学生回答：七点  →　我是七点吃的。/我是七点吃的饭。

句式：是 +时间 +V的O（事物）

・强调地点

老师说：我想知道你吃饭的场所。我可以这样问：你是在哪儿吃的饭？

学生回答：家   →   我是在家吃的。/我是在家吃的饭。

句式：是 +地点 +V的O（事物）

场景 2：老师问学生上学的情况。（展示图 2）

老师说：今天同学们都来学校了。

・强调时间

老师说：我想知道你来学校的时间。我可以这样问：你是几点来的学校？ /你是几点来

学校的？

学生回答：八点半  →　我是八点半来的。/我是八点半来的学校。/我是八点半来学校的。

句式：是 +时间 +V的O（处所）/是 +时间 +VO（处所）的

・强调方式

老师说：我想知道你来学校的方式。我可以这样问：你是怎么来的学校？ /你是怎么来

学校的？

学生回答：坐电车 →  我是坐电车来的。/我是坐电车来的学校。/我是坐电车来学校的。

句式：是 +方式 +V的O（处所）/是 +方式 +VO（处所）的

・强调地点

老师说：我想知道你上车的车站。我可以这样问：你是从哪个车站上的车？

学生回答：东京   →   我是从东京站上的车。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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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3：老师问学生上个周末的安排。（展示图 3）

老师说：上个周末你去哪儿了？

学生回答：去上野公园了。

・强调时间

老师说：我想知道你去的时间。我可以这样问：你是星期几去的？

学生回答：星期六。→  我是星期六去的。

・强调方式

老师说：我想知道你去的方式？我可以这样问：你是怎么去的？

学生回答：公共汽车。 →  我是坐公共汽车去的。

老师说：你是和谁一起去的？

学生回答：朋友。 →  我是和朋友一起去的。

・强调地点

老师说：你们是从哪儿出发的？

学生回答：家。→ 我们是从自己家出发的。

老师说：你们是在哪儿集合的？

学生回答：公园门口。 →  我们是在公园门口集合的。

・强调目的

老师说：我想知道你们去上野公园的目的。我可以这样问：你们是去看展览的吗？

学生回答：不是。 → 我们是去看大熊猫的。

句式：是 +去 /来 +VO的

             　　　　　　　 　 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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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4：老师问学生假期生活。让大家分享自己旅行的照片。（展示图 4）

・强调动作主体

老师说：这是谁拍的照片？

学生回答：我。→ 这是我拍的。/这是我拍的照片。

句式：是 +动作主体 +V的O（事物）

・强调地点

老师说：你是在哪儿拍的？

学生回答：京都。→ 我是在京都拍的。

・强调时间

老师说：你是什么时候去京都的？

学生回答：上个星期。→  我是上个星期去的。

・强调方式

老师说：你是怎么去的？

学生回答：新干线。 →  我是坐新干线去的。

老师说：你是和谁一起去的？

学生回答：家人。 →  我是和家人一起去的。

・强调目的

老师说：你是去京都看红叶的吗？

学生回答：不是。 → 我们是去看朋友的。

总结：�是……的� 句表示强调已经完成动作的时间、地点、方式、目的、动作主体。�是� 放

在要强调部分的前面。

常用句式为：

是＋强调部分＋的＋O（事物）

是＋强调部分＋的＋O（处所）

是＋强调部分＋O（处所）的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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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1）在肯定句中，�是� 可以省略。否定形式为 �不是……的�。正反问形式为 �是不是……的�。 

例如场景 3中的 �强调方式�：

老师说：你是不是和家人一起去的？

学生回答：朋友。 →  我不是和家人一起去的，我和朋友一起去的。

（2）�是……的� 与表示完成的 �了� 不能并用。

5. 结语

　　本文以初级语法 �是……的� 句为例，在总结 �是……的� 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明确了 �是

……的� 1和 �是……的� 2的语义及用法，并就中日教材中的 �是……的� 1的编排情况进行

了对比分析，进一步明确了面向在日汉语学习者 �是……的� 1习得的教学任务，为 �是……的�

句的教学设计提出有针对性的教学建议。以情景法为主要教学方法，以图片法、归纳法等为辅

助教学方法，以精讲多练为原则设定了四个情景。其中设定 �老师问学生用餐情况� 的情景来

进行 �强调时间、地点� 的教学；设定 �老师问学生上学情况� 的情景来进行 �强调时间、地点、

方式� 的教学；设定了 �老师问学生上个周末的安排� 的情景来进行 �强调时间、地点、方式、

目的� 的教学；设定了 �老师询问学生假期生活，让大家分享自己旅行的照片� 的情景来进行 �强

调时间、地点、方式、目的、动作主体� 的教学，为 �是……的� 1的教学提供了完整的示范。

以此为例，希望对今后在日汉语学习者习得 �是……的� 1的教学提供新的教学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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