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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的方向性研究与趋向动词教学》

内容概要

《动词的方向性研究与趋向动词教学》按照“从教学中来、到教学中去”的思路，利用意义和形式相
结合的研究方法，借鉴功能认知语法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成果，以现代汉语单音节动作动词为例，对动
词的方向性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动词的方向性研究与趋向动词教学》所研究的动词的方向性是动词概念意义中内含的“方向性”语
义特征。以认知上获得的动作方向认识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单音节动作动词的“方向性”
意义体系。在这个意义体系的基础上，《动词的方向性研究与趋向动词教学》全面考察了各方向类型
动作动词在外化表达其内在方向性意义时的句法表现情况，确立了趋向动词做补语是最佳的外化手段
。由于动词利用相应趋向动词表达其方向性意义时对句式的使用有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动词的方向
性研究与趋向动词教学》着重考察这种情况下旬式的使用情况，发现动作动词由于方向性意义的不同.
其句式的使用情况也是不同的。针对句式使用上出现的差异，《动词的方向性研究与趋向动词教学》
从语音形式、认知层面及功能表达三个方面说明了句式使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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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媛，女，1978年生于山东枣庄。1997－2001年、2001－2004年于山东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学
位，2004－2007年于北京语言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2007年至今在北京语言大学汉语速成学院从事
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及对外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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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研究的动词的方向性是动词概念意义中内含的“方向性”语义特征。以认知上获得的动作方向认
识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单音节动作动词的“方向性”意义体系。在这个意义体系的基础上
，全面考察了各方向类型动作动词在外化表达其内在方向性意义时的句法表现情况，确立了趋向动词
做补语是最佳的外化手段。由于动词利用相应趋向动词表达其方向性意义时对句式的使用有实质性的
影响，该书着重考察这种情况下旬式的使用情况，发现动作动词由于方向性意义的不同.其句式的使用
情况也是不同的。针对句式使用上出现的差异，从语音形式、认知层面及功能表达三个方面说明了句
式使用的条件。
2、研究汉语动词方向性的书太少了，这本算是系统地作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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