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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料库的汉语儿童量词“个”“只”早期使用偏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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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普通发展儿童长期跟踪口语语料库”中特定儿童“个”“只”的早期使用偏误语料进行分析，总结出“个”“只”
混用、“个”的过度使用、“个”“只”遗漏等偏误类型，并探究了偏误出现的原因，以期为儿童量词早期习得及教学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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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岁到 2 岁是幼儿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张
笛，陈淑珍，2021），对这一阶段儿童语言习
得及使用情况进行研究有重要意义。量词作为
表示数量的一种语法成分，是汉语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实际习得过程中，量词属于较难掌握
的一类词语。尤其对于儿童来说，他们在早期
语言发展阶段对量词的掌握往往不够成熟，表
现出多种类型的使用偏误。这其中，“个”和“只”
作为儿童较早习得的量词，不但使用频率极高，
且语法功能多样，因此儿童在使用时更易出错，
需要科学的指导（佘珊珊，2012）。

一、语料介绍

本文所使用的语料库为“普通发展儿童长
期跟踪口语语料库”。该语料库为“汉语儿童
多模态口语语料库”的子语料库，由临沂大学
认知科学与语言学能学科平台进行建设，历时
四年，收录了四名儿童 1-4 岁的语料。本文从
语料库中抽取一名儿童 1-2 岁时期的语料进行
分析。

二、量词“个”和“只”

（一）“个”、“只”的定义和用法
“个”是汉语中最常用的量词之一，通常

用于表示具体的、个体的事物。“个”用在可
数名词前指人或物体；在不特别指定类别的情

况下使用表示泛指，例如“几个问题”。此外，
“个”还能够表示程度或性质，例如“说个明白”。

而“只”是一个专用量词，主要用于指代
动物和一些单数的不可数名词，也用于一些特
殊情况表示个体的量。“只”可以用于表示动
物的单个个体，例如“一只猫”，“两只鸟”；
也可以用于一些特定名词前，例如“一只手”，
“一只耳朵”；此外，还可以用在比喻或特殊
表达中，例如“一只船”，以及某些成对的东
西中的一个，例如“一只鞋”。

相比较而言，“个”是更通用的量词，适
用于绝大多数的名词，而“只”则主要用于动
物及某些特定名词前。

（二）儿童“个”、“只”的使用概况
在儿童量词习得过程中，“个”和“只”

都属于相对易掌握、使用率高，且容易混用出
错的量词。在语言学习的早期阶段，儿童会更
频繁地使用“个”来表达数量，因为它的适用
范围广，不需要严格区分名词的种类。而“只”
主要用于特定类别的名词，如动物、手套、鞋
子等。相比于“个”，它的适用范围窄，较难
掌握。儿童只有在习得了相应的基础名词后，
才能逐渐学习并使用“只”。

三、偏误类型分析

通过对“普通发展儿童长期跟踪口语语料
库”中 GYC1-2 岁期间的语料进行检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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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得到“个”的语料 517 条，“只”的语料 71
条，下文将选取部分典型例句对该儿童量词
“个”“只”使用的偏误类型进行分析。

（一）量词“个”“只”混用
（1）那个嗯 ... 老虎。(1;10;04)
（2）这个小狗不行，换一个。(1;12;18)
（3）这个鸭鸭一二三四 .... 可爱。(1;11;08)
（4）这个是鱼吧，这个鱼是橙色的啊。

(2;05;17)
（5）我捏捏这个螃蟹。(2;04;05)
（6）哎呀嗯弄这个，我弄个这大恐龙吧。

(2;05;09)
（7）哎我看见一个蜻蜓，是的呢我看到那

个蜻蜓呀。(1;09;26)
（8）我是一个大怪兽来。(2;01;19)
（9）因为我因为我没见过海底小分队那个

北极熊。(2;03;29)
在以上语料中，“个”和“只”的混用错

误属于在动物名词前量词使用不当的情况。动
物名词前的量词使用主要取决于种类、数量、
以及表达的具体情况。通常情况下，单个动物
前用量词“只”而不用“个”，例如“那只老
虎”“这只小狗”“这只鸭鸭”“这只（条）鱼”“这
只螃蟹”“这只大恐龙”“一只大怪兽”……

（10）真漂亮……这个鞋子给妈妈。(2;06;28)
（11）八个、十一个这个鼻子。(2;03;15)
（12）五个嗯哼大脚丫。(1;07;29)
（13）我还有几个手 ?(2;03;22)
（14）这个僵尸，我的跳舞僵尸都倒了。

(2;04;18)
在以上语料中，“鞋子”“脚”“鼻子”“手”

虽都不属于动物名词，但是属于成对的东西中
的一个，应该用量词“只”。而“僵尸”属于
一类特殊名词，人们通常约定成俗地使用“只”
这一量词来对它进行计数。但一两岁的儿童此
时认知里还没有“成对”的概念，也极少从大
人口中听到关于“僵尸”数量的表达，因此出
现了量词误用。

以上偏误类型都属于将量词“只”混用为
“个”的情况。由于儿童年龄较小，对量词“只”
的语义理解不深刻，而另一方面，量词“个”
在口语中使用广泛，且易于记忆，因此出现了
将“只”与“个”混用的情况。

（二）量词“个”的过度使用
语言学习的初期阶段，儿童对量词的分类

和功能不够明确，会在本该使用其他量词的场
景中，过度使用量词“个”，出现“个”的使
用泛化现象。

（15）我 ... 我想拼这个画。(2;05;17)
（16）这个头发 ...(1;10;10)
（17）这个糖糖 ...(1;05;10)
（18）这三个大饼，我吃。(2;03;22)
（19）这是这个牛牛，吃一个牛奶。(1;09;09)
（20）奶奶坐这个椅子上。(1;10;18)
（21）拿不动六七个伞。(1;12;04)
（22）看这个水 ...(2;08;15)

（23）这个 , 嗯这个 ! 莲花！花花 ! 牵牛
花 !(2;02;25)

（24）哎呀姥爷给了一个花。(2;01;13)
（25）我拿着一个垃圾，嗯那这个扫帚呢 ?

(2;02;31)
（26）还有一个呦，你看这个竹子。(2;03;08)
（27）有一个小小兔有一个美丽的婚礼。

(2;03;29)
（28）那一个大门呢？ (2;05;02)
（29）这是一个海草 !(1;10;31)
（30）哇呜，哇妈妈那个汽车呢 ?(1;10;10)
（31）奶奶，我找到三个扇子。(2;06;01)
例 (15-31) 都属于“个”的过度使用情况。

这一偏误数量非常多，由此可以看出“个”的
泛化是儿童早期习得量词的最主要偏误。其中，

“头发”“伞”“椅子”“婚礼”“扫帚”“海
草”等名词是有着固定量词搭配的特殊名词或
抽象名词，对儿童来说较难理解。

（三）量词的遗漏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习惯于沟通时使用

更简洁的表达方式，语言习得期的儿童也是如
此。例如，人们在觉得量词不是必须的情况下，
可能会省略量词。

（32）哎我看见三四 .. 蜻蜓 .是的呢，我
当是一个大怪兽来。(2;06;28)

（33）这几啊咦熊熊。(2;01;19)
（34）这小鹰没有了。(2;02;06)
（35）哎这大狗狗说我和熊住一块，汪汪

汪汪。(2;04;25)
（36）妈妈有..有三苹果，我姥爷吃小葡萄。

(2;01;19)
上面的例（32-36）都是量词“个”和“只”

的遗漏，量词的搭配是有规则的，而早期儿童
还没有系统地掌握量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就
会忽视这些细节，出现遗漏量词的情况。

四、偏误成因分析

儿童量词“个”和“只”的使用偏误是内、
外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量词“个”的过度泛化
量词与名词之间的搭配关系复杂多变，一

个量词往往可以对应多个名词。特别是对于
“个”这个通用量词来说，由于其使用范围广泛，
学习者容易出现将其与其他量词混用的情况。
实际上，这是一种不恰当地扩大了“个”的使
用范围的现象，即“个”的泛化现象（胡永奕，
2021）。

“个”的泛化现象主要源于汉语语言系统
自身的发展。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个”的应
用场景逐渐被扩大，其适用性越来越强。这一
变化有利有弊。一方面，它使得汉语的量词系
统更加简便易用；另一方面，它也给学习者带
来了辨别和区分不同量词意义功能的困难。因
此，在学习汉语量词时，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个”
的泛化现象，避免过度依赖和滥用“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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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加强对其他量词的学习和理解。
（二）认知发展不足
儿童的认知发展是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

涉及到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的逐步提升。在不
同的年龄段，儿童在这些能力上的表现差异显
著。年幼的儿童主要处于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
的前运算阶段和具体运算阶段。在这两个阶段
中，儿童的思维以直观和感性为主，尚未发展
出逻辑推理能力，他们对世界的理解是具体而
直观的，难以处理抽象概念，所以他们在使用
语言时也会出现一些偏差（黄进，2003）。儿
童这种语言偏误现象是认知发展过程的必经阶
段，随着认知能力的逐步提升，他们的语言使
用能力也会相应改善。

（三）输入不足
在对儿童语言获得进行探讨的时候，总是

需要查看外部的语言输入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
响（张笛，2022）。这种输入不仅包括日常对话，
还涉及各种形式的交流和表达。对于量词学习
来说，外部语言环境的作用尤为明显。如果儿
童接触的语言环境缺乏足够的量词使用实例，
他们就很难通过模仿和练习来掌握量词。

家庭是儿童最早接触的语言环境之一，父
母和其他家庭成员在与儿童的日常交流中，往
往会不自觉地使用量词。例如，在描述物品时，
可能会说“一个苹果”、“一只小狗”等。这
些看似简单的表述，实际上是儿童学习量词的
重要来源。如果家庭成员在使用量词时不够准
确或频繁，儿童就会错过量词学习机会。

学校环境同样对儿童量词习得具有重要影
响。在课堂上，老师会通过讲解、示范等方式
教授量词。然而，如果老师忽视了量词的重要
性，或者自身对量词的使用就存在错误，那么
学生就很难正确使用量词。此外，学校的同学
也是儿童学习语言的重要伙伴。如果同学们在
交流中频繁使用错误的量词搭配，也会对儿童
产生不良影响。

五、教学策略

（一）提供多样化的量词输入
多样化的量词输入不仅可以增强儿童的语

言感知能力，使儿童接触除“个”以外的多种
量词，还能够促进儿童的认知发展。因此教
师在教学中应有意识地展示丰富的量词使用
实例，通过呈现不同量词与名词的搭配，让儿
童接触并理解各种量词的具体用法，避免他
们只会用“个”来代指所有量词（吴宏星，
2015）。例如，教师可以通过图卡、实物展示
等方式介绍“只”（用于动物）、“辆”（用
于车辆）、“杯”（用于液体）等量词，让儿
童在实际情境中习得这些量词的正确用法。此
外，教师还可以利用多媒体资源，如动画、视
频等。通过观看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短片或动画
片段，儿童可以更直观地了解量词在不同语境
下的使用方式。同时，教师还可以设计一些互

动游戏或活动，如“量词配对”、“量词猜猜看”
等，让儿童在游戏中学习和巩固量词知识。

除了课堂教学外，教师和家长还可以鼓励
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多观察、多实践。例如，在
购物时向儿童讲解相关物品的量词搭配；在户
外活动时，引导儿童观察周围环境中的事物并
适时教授量词等。通过这些实践活动，儿童可
以更加自然地理解和掌握量词的用法。

总之，提供多样化的量词输入需要教师和
家长从多个方面入手。通过丰富课堂语言环境、
设计有针对性的练习、利用游戏和活动、从生
活实际出发激发儿童的量词学习兴趣，有效帮
助儿童正确理解和使用量词，避免量词使用偏
误现象的发生。

（二）发挥教师和家长的榜样作用
在儿童量词教学中，教师和家长的一言一

行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语言习得的引
领者，教师和家长应注意多使用、并且准确使
用量词。例如，在描述物品时，要明确指出量词，
像“一只猫”、“两本书”等，避免使用模糊
不清的量词，或不使用量词。同时，教师和家
长还应关注儿童的量词使用情况，发现错误要
及时指正。

六、结语

量词作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类词汇，
在汉语语言结构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儿童
语言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但由于量词种
类繁多且用法多样，儿童在早期习得过程中常
常出现量词使用偏误。本文对语料库中特定儿
童量词“个”“只”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
探究了儿童在使用量词“个”“只”时出现的
偏误类型及其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
能够为量词的语言教学和干预提供一定的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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