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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术汉语是二语学习者进行专业学习和研究时所使用的汉语（张博，2022），属于专门用

途汉语，学术汉语能力体现出二语学习者在专业领域中进行口语和书面语交流的能力。学术汉

语的研究近年来受到关注，研究者从学术汉语课程、学术汉语口语能力和学术汉语写作等不同

的角度对二语者学术汉语能力进行分析研究（高增霞、刘福英，2016；汲传波，2016；张赪等，

2020；亓海峰等，2022；张博，2022），对二语学习者学术汉语词汇、语法、学术汉语能力发

展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中高级二语学习者在学术论文的撰写过程中，往往存在语句衔接不畅、

语气生硬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汉语话语标记语使用的问题。

话语标记语在口语和书面语中都能起到传达交际双方的话语信息、表达情感、表明态度等

作用。冉永平（2000）从功能角度将其分为话题转换、话语来源、推理标记、换言标记、言语

方式标记、对比标记、评价性标记、言语行为标记等 8 种类型，较早从功能角度对汉语的话语

标记语进行了研究，李秀明（2011）在 Hyland（2004）的理论框架下从衔接和人际两方面对汉

语的元话语标记语进行研究。在学术语篇中话语标记语的衔接和人际互动功能非常重要，恰当

地运用话语标记语有助于建构文本的衔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语篇的信息。

在学术英语的研究中，关于二语者学术语篇中的话语标语使用已有较多成果，但在学术汉

语的研究中，汉语话语标记语的使用情况还未引起充分的关注。鉴于此，本研究尝试调查分析

二语者学术汉语写作中话语标记语的使用情况。

摘要

本文基于自建的学术汉语写作小型语料库，对比分析了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硕士留学生的学位论

文、中国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和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话语标记语分布的差异，以探究外国学

习者学术汉语写作中话语标记语的使用特点。研究发现汉语水平越高，话语标记语使用的比例

越高，研究还发现留学生的序列顺序型、加合型、让步型、含混表达型、阐发型话语标记语的

使用与母语者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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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研究现状

国外对话语标记语的研究以英语为主，并且集中体现在口语语体上。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随着语用学、话语分析的逐渐发展和完善，学者开始对话语生成与理解越来越感兴趣，话语标

记语的研究也在国外开始发展 1977 年，Labov 和 Fanshel 探讨 well 时明确提出了“话语标记语”

这一概念。自此之后到 80 年代中期，学者们是更青睐于对个别话语标记语的研究。话语标记语

研究的黄金时期是 80 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的学者主要分为两个派别——“连贯派”和“相关

派”。“连贯派”认为话语标记语对话语连贯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相关派”认为话语标记语

是说话人来引导并限制听话人的理解过程，是辅助进行语言选择以表达交际意愿的结果。朱雨

亭（2020）从认知的角度，以关联理论为基础，基于密歇根学术英语口语语料库 (MICASE)，
研究 you see 作为话语标记语的使用频率及其语用功能丰富了学术英语口语中话语标记语的研

究。欧海燕（2022）探讨了话语标记语在二语环境下对学术英语讲座听力理解的作用。结果发

现对听者进行显性的话语标记语语用知识的教授对其听力理解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我国学者研究话语标记语起步相对较晚。廖秋忠（1986）是较早开始关注现代汉语中的话

语标记语的国内学者之一，他将其命名为“篇章连接成分”，对这些连接成分的范围从功能和

位置两方面进行了界定。国内学者关注现代汉语中的话语标记语，相关研究分成以下几类：（1）
以综述性介绍为主的研究，冉永平（2000）介绍了话语标记语由“句法 / 语义—语用”分析逐

渐转向“语用—认知”分析的研究现状；黄大网（2001），对话语标记语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

还介绍了每个时期的不同特点，同时重点介绍了话语标记语向多学科拓展的最近动向；谢世坚

（2009）回顾了 20 世纪 70 年代后国内外对话语标记语的研究，对话语标记语重新定义和分类。

（2）以话语标记语功能和特点等为主的研究，何自然、冉永平（1999）论证了话语的生成与理

解是一个相互制约的过程；何自然、莫爱屏（2002）则是运用关联理论阐释了在语用照应方面

话语标记语所具备的制约功能。（3）以个体话语标记语为主的研究，集中体现在英语和汉语两

种语言上。英语方面有冉永平（2003）、曹放（2004）、缪素琴（2005）、李桔元等（2006）、

李成团（2009）都对英语中某个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功能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分析，提供了一

种新范式、新思路，也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话语标记语。汉语方面有殷树林（2011）、周闫（2014）、

闫建设（2015）、邓莹洁（2015）等研究了汉语中的话语标记语“不是”。

话语标记语在汉语教学领域中的研究基本是在 2010 年之后才真正开始的，主要集中在汉

语教材中话语标记语研究、话语标记语的教学策略研究、留学生话语标记语使用情况及偏误类

型等。在学术汉语中对话语标记语的研究则较少受到关注。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为了解二语者学术汉语中话语标记语的使用情况以及与母语者的异同，本文选取了三类研

究对象，分别是《世界汉语教学》期刊论文的作者、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硕士中

国学生（中硕组）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硕士外国留学生（外硕组）。

3.2 研究问题

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是：

第一，话语标记语的使用情况与语言背景是否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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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外国研究生、中国研究生和国内专家学者的学术语篇中话语标记语的使用分别出现

了哪些类型？

第三，二语学习者话语标记语的使用情况与母语者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如有差异，具体

体现在哪里？

3.3 研究分析框架

由于结语是每篇论文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具有高度概括和总结提升的功能，且独具其特

色。因此，本文选取 30 篇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硕士留学生、30 篇中国硕士研究生和近 5 年期间

发表的 30 篇《世界汉语教学》期刊论文结语作为分析语料。其中，《世界汉语教学》期刊论文

结语共计 16154 字，上外中国学生毕业论文结语共计 34209 字，上外留学生毕业论文结语共计

37223 字，三类对象的语料总计 87586 字。

本文认为，语音上，话语标记语是独立的语调单位；语义上，有程序意义，不影响句子的

命题内容和真值意义；语用上，有语篇功能和人际功能；句法上，分布灵活，具有独立性。

3.4 研究方法及研究过程

表 1. 本文采用的话语标记语分类

功能 类别 次类（型） 典型例子

 语篇功能

时间顺序类 时间顺序型 同时

序列顺序类 序列顺序型 首先、其次、第一

顺接关系类

加合型

并列 一方面、另一方面

递进 甚至、乃至

附加 也、另外、此外

阐明型
举例 例如、比如、包括

换言 即、也就是说

总结型 综上所述

因果型 因为、因此、所以

条件型 不论、无论

推论型 可见、由此可推测

逆接关系类

转折型 但是、然而

实情型 其实、实际上

让步型 虽然、尽管

对立型 相反地

对比型 与……相比

人际功能

言说方式类

明确表达型 都、均

含混表达型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信息来源型 通过、根据

言语行为类 阐发型
主位阐发 我们认为、我们发现

他位阐发 本研究发现、实验结果表明

本文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母语者和二语学习者学术论文结语中话语

标记语的使用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过程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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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确立学术汉语话语标记语的范畴及功能分类。参考陈睿（2015）、李秀明（2007）
等对话语标记语的分类体系，同时对《世界汉语教学》中出现的话语标记语进行归类整理，最

终确定本文汉语话语标记语的分类标准。具体如下表：

第二阶段标注归纳整理三类对象论文结语中出现的话语标记语。三类对象分别是《世界汉

语教学》期刊论文作者、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中文教育硕士中国学生和留学生。根据所确定的

分类标准，通过笔者人工归纳整理入 excel 表格。

第三阶段将整理出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和对比分析。统计出三类对象各类话语标记语的个

数、频次 / 千字等数据，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比不同对象话语标记语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主要侧重于专家组与外硕组对比，中硕组和外硕组对比。探索话语标记语的使用情况与汉语水

平是否有相关，三类对象话语标记语的使用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是哪些方面的差异，发

现留学生在进行学术论文写作时话语标记语使用的薄弱环节。  

4 研究结果

4.1 《世界汉语教学》（专家组）话语标记语的出现类型

《世界汉语教学》所选取的 30 篇论文结语共计 16154 字，出现的话语标记语个数为 553 个。

其中各个类型的话语标记语个数情况如下：加合型＞转折型＞含混表达型＞序列顺序型＞因果

型＞阐发型＞阐明型＞明确表达型＞让步型＞信息来源型＞时间顺序型＞实情型＞推论型＞总

结型＝条件型＞对比型＞对立型。

表 2. 专家组话语标记语出现类型

功能 类别 次类（型） 个数

语篇功能

时间顺序类 时间顺序型 10
序列顺序类 序列顺序型 43

顺接关系类

加合型

并列 8
递进 12
附加 171

阐明型
举例 31
换言 5

总结型 3
因果型 40
条件型 3
推论型 4

逆接关系类

转折型 68
实情型 5
让步型 15
对立型 0
对比型 1

人际功能

言说方式类

明确表达型 31
含混表达型 55
信息来源型 11

言语行为类 阐发型
主位阐发 9
他位阐发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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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合型话语标记语最多，占所有话语标记语的 34.5%，加合型的三个次类中，附加话语标

记语共计 171 个，占加合型话语标记语的 89.5%，占所有话语标记语的 30.9%。其中常见的附

加话语标记语主要有：也、此外、另外、还、并、并且、还需注意的是等。加合型中的递进话

语标记语其次，共计 12 个，占加合型话语标记语的 6.3%，占所有话语标记语的 2.2%。其中常

见的递进话语标记语主要有：甚至、而且、乃至等。加合型中的并列话语标记语最少，共计 8 个，

占加合型话语标记语的 4.2%，占所有话语标记语的 1.4%。其中常见的并列话语标记语主要有：

一方面、另一方面、既……又……等。

转折型话语标记语共计 68 个，占所有话语标记语的 12.3%。其中常见的转折型话语标记语

主要有：但、但是、而、然而等。

含混表达型话语标记语共计 55 个，占所有话语标记语的 10%。其中常见的含混表达型话

语标记语主要有：可能、主要、一定、在一定程度上、几乎等。

序列顺序型占所有话语标记语的 7.8%, 其中常见的序列顺序型话语标记语主要有：首先、

其次、最后、第一、第二、第三等；因果型话语标记语占所有话语标记语的 7.2%，其中常见的

因果型话语标记语主要有：因此、因而、因为、所以、由于、从而等；阐发型话语标记语占所

有话语标记语的 6.7%，阐发型的两个次类主位阐发、他位阐发中，他位阐发话语标记语最多；

阐明型话语标记语共计 36 个，占所有话语标记语的 6.5%，阐明型的两个次类举例、换言中，

举例话语标记语最多，阐明型话语标记语的 86.1%，常见的举例话语标记语主要有：包括、例如、

比如、尤其等；明确表达型话语标记语共计 31 个，占所有话语标记语的 5.6%，其中常见的明

确型话语标记语主要有：都、就、均等。

让步型、信息来源型、时间顺序型、实情型、推论型、总结型、条件型话语标记语的使用

都在 5% 以下。使用最少的两类话语标记语是对比型和对立型，对比型话语标记语只有一个，

是“与……相比”，占所有话语标记语的 0.2%，没有出现对立型话语标记语。

4.2 中硕组话语标记语出现类型

所选取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硕士中国学生的 30 篇毕业论文结语共计 34209
字，出现的话语标记语个数为 1160 个。其中各个类型的话语标记语个数情况如下：加合型＞含

混表达型＞序列顺序型＞因果型＞转折型＞明确表达型＞信息来源型＞阐明型＞阐发型＞时间

顺序型＞让步型＞总结型＞条件型＞实情型＞推论型＝对立型＞对比型。

加合型话语标记语共计 351 个，个数最多，所占比例最大，占所有话语标记语的 30.3%。

加合型的三个次类并列、递进、附加中，附加话语标记语最多，共计 324 个，占加合型话语标

记语的 92.3%，占所有话语标记语的 28%。其中常见的附加话语标记语主要有：并、并且、还、

也、且、此外、另外、除此之外等。加合型中的递进话语标记语其次，共计 17 个，占加合型话

语标记语的 4.8%,占所有话语标记语的 1.5%。其中常见的递进话语标记语主要有：而且、甚至等。

加合型中的并列话语标记语最少，共计 10 个，占加合型话语标记语的 2.8%，占所有话语标记

语的 0.9%。其中常见的并列话语标记语主要有：不仅……也……、既……也……等。

含混表达型话语标记语共计 151 个，占所有话语标记语的 13%。其中常见的含混表达型话

语标记语主要有：主要、可能、一定、在一定程度上等。

序列顺序型话语标记语共计 135 个，占所有话语标记语的 11.6%。其中常见的序列顺序型

话语标记语主要有：首先、接着、然后、其次、再、最后、第一、第二、第三等。

因果型话语标记语共计 128 个，占所有话语标记语的 11%，其中常见的因果型话语标记语

主要有：由于、因为、所以、从而、故等。转折型话语标记语占 8.5%；明确表达型话语标记语

占 6.4%；信息来源型话语标记语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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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型话语标记语、阐发型话语标记语、时间顺序型话语标记语、让步型话语标记语、总

结型话语标记语所占比例都在5%以下；条件型话语标记语、实情型话语标记语、推论型、对比型、

对立型都在 1% 以下，推论型话语标记语只有“那么”1 个，对立型话语标记语只有“相反”1 个，

全部中硕语料中都没有出现对比型话语标记语。

表 3. 中硕组话语标记语出现类型

功能 类别 次类（型） 个数

语篇功能

时间顺序类 时间顺序型 28
序列顺序类 序列顺序型 135

顺接关系类

加合型

并列 10
递进 17
附加 324

阐明型
举例 43
换言 9

总结型 11
因果型 128
条件型 5
推论型 1

逆接关系类

转折型 99
实情型 4
让步型 17
对立型 1
对比型 0

人际功能

言说方式类

明确表达型 74
含混表达型 151
信息来源型 70

言语行为类 阐发型
主位阐发 11
他位阐发 22

4.3 外硕组话语标记语的出现类型

所选取的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硕士留学生的 30 篇毕业论文结语共计 37223 字，出现的话语

标记语个数为 868 个。其中各个类型的话语标记语个数情况如下：加合型＞转折型＞因果型＞

含混表达型＞序列顺序型＞明确表达型＞阐明型＞信息来源型＞阐发型＞时间顺序型＞让步型

＞总结型＞推论型＞实情型＞条件型 = 对立型 = 对比型。

加合型话语标记语共计 239 个，个数最多，所占比例最大，占所有话语标记语的 27.5%。

加合型的三个次类并列、递进、附加中，附加话语标记语最多，共计 218 个，占加合型话语标

记语的 91.2%，占所有话语标记语的 25.1%。其中常见的附加话语标记语主要有：还、并、也、

另外、此外等。加合型中的递进话语标记语其次，共计 20 个，占加合型话语标记语的 8.4%, 占
所有话语标记语的 2.3%。其中常见的递进话语标记语主要有：而且、甚至等。加合型中的并列

话语标记语最少，共计 1 个，占加合型话语标记语的 0.4%，占所有话语标记语的 0.1%。其中

并列话语标记语是既……又……。

转折型话语标记语共计 126 个，占所有话语标记语的 14.5%。其中常见的转折型话语标记

语主要有：但、但是、而、然而、不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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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型话语标记语共计 112 个，占所有话语标记语的 12.9%。其中常见的因果型话语标记

语主要有：因此、由于、因为、所以等。

含混表达型话语标记语占所有话语标记语的 9%，其中常见的含混表达型话语标记语主要

有：主要、可能、一定、几乎、比较等；序列顺序型占所有话语标记语的 8.2%，其中常见的序

列顺序型话语标记语主要有：首先、其次、然后、最后、第一、第二等；明确表达型占所有话

语标记语的 6.7%，阐明型占所有话语标记语的 6.1%，阐明型的两个次类举例、换言中，举例

话语标记语最多，共计 49 个，占阐明型话语标记语的 92.5%，其中常见的举例话语标记语主要

有：如、比如、例如、包括、尤其是、特别是等；信息来源型话语标记语共计 46 个，占所有话

语标记语的 5.3%。其中常见的信息来源型话语标记语主要有：通过、根据等。

阐发型、时间顺序型、让步型话语标记语的使用比例在 5% 以下，总结型话语标记语、推

论型话语标记语、实情型话语标记语所占比例在 1% 以下，条件型、对立型和对比型这三类话

语标记语在所选取的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硕士留学生的 30 篇毕业论文结语中未出现。

表 4. 外硕组话语标记语的出现类型

功能 类别 次类（型） 个数

语篇功能

时间顺序类 时间顺序型 19
序列顺序类 序列顺序型 71

顺接关系类

加合型

并列 1
递进 20
附加 218

阐明型
举例 49
换言 4

总结型 8
因果型 112
条件型 0
推论型 4

逆接关系类

转折型 126
实情型 3
让步型 11
对立型 0
对比型 0

人际功能

言说方式类

明确表达型 58
含混表达型 78
信息来源型 46

言语行为类 阐发型
主位阐发 12
他位阐发 28

4.4 话语标记语使用比例与汉语水平相关性分析

通过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话语标记语使用比例与组别的相关性关系（r=-
0.603，p=0.000 ＜ 0.0500），也就是说，汉语水平越高，话语标记语使用的比例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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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话语标记语使用比例与汉语水平相关性分析表

4.5 不同类型的使用情况

4.5.1 不同类型的使用频次

表 6 汇报了专家组、中研组和外研组话语标记语使用的异同，我们可以看出从话语标记

的使用频次上具有专家组 > 中研组 > 外研组的总体特点，其中专家组出现话语标记语共 553
个，每千字出现的总频次为 34.233；中硕组出现话语标记语共 1160 个，每千字出现的总频次为

33.909；外硕组话语标记语共 868 个，每千字出现的总频次为 23.319。
三类对象在“语篇功能话语标记语”和“人际功能话语标记语”的使用总趋势上是一致的，“语

篇功能话语标记语”的使用频次都远远高于“人际功能话语标记语”。但具体还存在一些差异，

专家组“语篇功能话语标记语”使用所占百分比最高，为 75.77%，其次是外硕组的 74.42%，

占比最低的是中硕组的 71.72%。所以相应的“人际功能话语标记语”使用所占百分比最高的是

中硕组，其次是外硕组，最低的是专家组。

表 6. 三类对象各类型话语标记语个数、频次 / 千字、百分比统计表

4.5.2 序列顺序型话语标记语的组间差异

方差齐性检验 p ＜ 0.05，韦尔奇检验的结果 p=0.017 ＜ 0.05，《世界汉语教学》组、中硕

组和外硕组的序列顺序型话语标记语频次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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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序列顺序型（频次 / 千字）方差齐性检验

塔姆黑尼多重比较的结果，中硕组和外硕组存在显著性差异，并且中硕组序列顺序型话语

标记语频次显著高于外硕组，差值为 1.99（p ＜ 0.05）。

表 8. 序列顺序型（频次 / 千字）多重比较表

4.5.3 加合型话语标记语的组间差异

韦尔奇检验的结果 p=0.000 ＜ 0.05，所以专家组、中硕组和外硕组的加合型话语标记语存

在显著差异。

表 9. 加合型（频次 / 千字）方差齐性检验

塔姆黑尼多重比较的结果，专家组和外硕组存在显著性差异，并且专家组加合型话语标记

语频次显著高于外硕组，差值为 6.28（p ＜ 0.05）。中硕组和外硕组也存在显著性差异，并且

中硕组加合型话语标记语显著高于外硕组，差值为 3.52（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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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加合型（频次 / 千字）多重比较表

4.5.4 让步型话语标记语的组间差异

韦尔奇检验的结果 p=0.016 ＜ 0.05，所以专家组、中硕组和外硕组的让步型话语标记语存

在显著性差异。

表 11. 让步型（频次 / 千字）方差齐性检验

塔姆黑尼多重比较的结果，专家组和外硕组存在显著性差异，并且专家组让步型话语标记

语频次显著高于外硕组，差值为 0.72（p ＜ 0.05）。

表 12. 让步型（频次 / 千字）多重比较表

4.5.5 含混表达型话语标记语的组间差异

方差分析 p=0.14 ＜ 0.05，所以专家组、中硕组和外硕组的含混表达型话语标记语频次存在

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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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含混表达型（频次 / 千字）方差齐性检验

邦弗伦尼多重比较的结果，中硕组和外硕组存在显著性差异，并且中硕组含混表达型话语

标记语频次显著高于外硕组，差值为 2.29（p ＜ 0.05）。

表 14. 含混表达型（频次 / 千字）多重比较表

4.5.6 阐发型话语标记语的组间差异

韦尔奇检验的结果 p=0.007 ＜ 0.05，所以专家组、中硕组和外硕组的阐发型话语标记语存

在显著性差异。

表 15. 阐发型（频次 / 千字）方差齐性检验

塔姆黑尼多重比较的结果，专家组和中硕组存在显著性差异，并且专家组阐发型话语标记

语频次显著高于中硕组，差值为 1.73（p ＜ 0.05）。专家组和外硕组存在显著性差异，并且专

家组阐发型话语标记语频次显著高于外硕组，差值为 1.43（p ＜ 0.05）。而中硕组和外硕组不

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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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阐发型（频次 / 千字）多重比较表

结论

通过对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的外国研究生、中国研究生和《世界汉语教学》论文结语中话语

标记语使用情况的对比分析，具有以下研究发现：

第一，话语标记语的使用与学术语言水平之间存在相关性，外国研究生在话语标记语使用

的频次、类型和总体数量上都明显低于中国研究生和专家型作者。  
第二，三类对象出现的话语标记语类型上较为一致。和专家型作者、中国研究生相比，外

研缺少的话语标记语类型是条件型话语标记语、对立型话语标记语和对比型话语标记语。

第三，序列顺序型、加合型、让步型、含混表达型、阐发型话语标记语的使用与母语者存

在显著差异。中研组序列顺序型话语标记语频次显著高于外研组，差值为 1.99（p ＜ 0.05）。

专家组加合型话语标记语频次显著高于外研组，差值为 6.28（p ＜ 0.05）；中研组加合型话语

标记语显著高于外研组，差值为 3.52（p ＜ 0.05）。专家组让步型话语标记语频次显著高于外

研组，差值为 0.72（p ＜ 0.05）。中研组含混表达型话语标记语频次显著高于外研组，差值为 2.29
（p ＜ 0.05）。专家组阐发型话语标记语频次显著高于外研组，差值为 1.43（p ＜ 0.05）。

第二，三者在话语标记语的使用上也有一定的相同之处，即：语篇功能话语标记语的使用

频次都远高于人际功能话语标记语，说明在进行学术论文写作时，三者都很注重论文的衔接连

贯以及引导读者理解作者想要传达的话题信息，又由于学术论文独特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特点，

很少加入个人情感色彩和主观评价。

第三，在二语者的学术汉语写作训练中，教师除了关注学习者学术语体中词汇、语法等语

言要素的学习和训练，也应在论文写作的指导和教学中引导学习者关注学术写作中话语标记语

的恰当使用，启发学习者阅读中文文章时注意学术表达中话语标记语的类型、作用，在学术写

作训练中有意识地使用话语标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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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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