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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学中“刚（刚刚）” 、“刚才”偏误分析 

——以韩国学习者为对象 

 

隋雨竹 

 

中文提要 

 

“刚（刚刚）”和“刚才”是韩国学生在学习汉语过程中易产生混淆的一组词。本文结合学生课堂练习

及作业中出现的偏误，对比考察对应韩国语中的时间副词，对该类偏误进行整理归类，并对其产生的

原因进行解释，最后对对外汉语教学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刚（刚刚）、刚才、偏误分析、语义范畴  

 

Ⅰ.引言 

对外汉语教学中，时间词“刚（刚刚）”、“刚才”是难点之一，属易混淆词。 

就“刚”与“刚刚”来说，大部分语法学家和语法专著认为“刚刚”同“刚”，是“刚”的重叠形式。对于

“刚（刚刚）”同“刚才”的词性问题，现已基本确定。如：《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商务印书

馆，2003年），《语法讲义》（朱德熙，商务印书馆，1982），《汉语会话301句》(北京语言大学出

版社，2003)都标明“刚”、“刚刚”为副词，“刚才”为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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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刚（刚刚）”、“刚才”，学者们已从其语法性质(冯成林，1981) 、所处位置（周晓冰，

1993）等角度对其进行过大量的研究。本文在这些研究基础之上，从对外汉语教学角度，对“刚（刚

刚）”同“刚才”进行再考察。  

 

Ⅱ.“刚（刚刚）”、“刚才”的区别 

1. 时间范畴的区别 

“刚（刚刚）”和“刚才”的语义功能在于表示时间范畴，即“过去”的时间。“过去”属于时制（tense）

系统，通常时制三分为“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这种“过去”是绝对时制角度与“现在”、“将来”相

对的概念。时制表示的是某一事件的发生时间与发话人说话时间或某一指定的参照时间之间的关系，

有两种基本类型：绝对时制同相对时制。前者指事件发生时间与说话时间形成的时间上的关系，后者

指事件发生时间与说话时间之外的某一指定参照时间形成的时间上的关系。 

龚千炎（1994）指出“时相部分是语义层，属于词汇范畴，时态部分是语法层，属于语法范畴，而

时制部分虽然多使用词汇成分，但是作为时相到时态的过渡，也包含有不少语法因素。”由此得出汉语

时间系统是一个“词汇·语法范畴”。由于汉语时间系统的这一特性，我们可知表现时间义的词语在该系

统的重要。而“刚（刚刚）”、“刚才”分别作为表示时间相关的副词同名词，与现代汉语时间的相、制

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现代汉语八百词》将“刚（刚刚）”分为两个义项：一是表示说话前不久发生；二是紧挨在另一

个动作之前发生。从这两个义项上来看，“刚（刚刚）”的时间参照点并非固定的，可以以过去时间或

将来时间为参照点，均表示两个时点的间隔很短暂,相关行为动作在不久前开始或完成。这便决定了其

一般不能与静态动词搭配，但时间名词“刚才”有时可以同静态性弱的一些动词搭配。比如“坐”、“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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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等。  

 “刚才”是时间名词，表达时点的语义范畴，在句中指事件发生、经历的具体时间，而不是对动作

行为进行修饰。“刚(刚刚)”是时间副词。在时间上或程度上对谓词起积极的限制或修饰作用，表明事件

在一定时间内的进程或性状的变化，指出动作或状态在不久前已经开始或完成
1
。  

此外，从相对时角度看，“刚才”表达的是同时，“刚（刚刚）”既可以表达同时，也可以表达异

时。如：  

刚才妈妈进门的时候，我正在看书。 （同时）  

你晚上八点去找她，她可能刚到家。 （异时） 

2. 语义范畴的区别 

“刚”和“刚才”在语义上分别表达的是时段及时点的概念。一般认为“刚才”意义上表示过去不久的时

间，强调时点意义，是可用“那个时候”替代的体词。谢成名（2009）认为“刚才”作为时间名词，在时间

轴上占据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跟“现在”，“今天”类时间词一样，表达绝对的时间概念。“刚（刚刚）”

则表示事件时间和参照时间间隔很短，是短时意义的副词。“刚才”在时间轴上有固定的参照点——说

话时间、参照时点固定，在时间轴上会有固定位置，不能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刚”在时间轴上的

参照点不一定是说话时间，其参照时点不固定，因此无法在时间轴上找到它的确切位置。 

此外，据聂建军（1998）可知“刚”和“刚才”虽都表示时间，但在时间长短上有区别。“刚才”表示的

时间一般不超过半天，标准较客观。“刚”所表示的时间短到几秒，长到几年，只要主观上觉得时间不

长就可以用“刚”。即“刚”的时间意义是笼统抽象，无法进行测定的，是主观认定的。“刚才”是一个相对

固定的可感知的时点位置。 

 

                               

1 陆俭明、马真（1985）指出时间副词大多不表示“时”，表示“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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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刚（刚刚）”、“刚才”的偏误类型 

为了解韩国语为母语学习者对时间副词“刚（刚刚）”以及时间名词“刚才”掌握的具体情况，我们收

集了某大学汉语公共课中级班三个班学生的课堂练习以及课后作业，挑选出包含“刚(刚刚)”的病句62

条，包含“刚才”的病句39条
2
。整理后得出下列典型偏误： 

1. “刚（刚刚）”、“刚才”的误用 

该类型偏误主要表现为在应该使用“刚(刚刚)”的位置错误地使用了“刚才”。如： 

( 1）*
我刚才多吃了，现在非常困了。 

( 2）*
刚才学汉语的时候，很辛苦，但是也非常有意思了。 

以上 ( 1） ( 2）都要将时间名词“刚才”改为时间副词“刚（刚刚）”，便可得到正确的句子3。 

2. “刚（刚刚）”在句中位置偏误 

该类偏误主要表现在错序。如： 

( 3）*刚他走。 

( 4）*刚刚早晨离开了。 

“刚（刚刚）”的副词性质使其通常选择在主语或者话题之后出现，例句3）应将“刚”置于主语

后，变为“他刚走”。同理4）改为“早晨刚刚离开”即可。 

3. “刚（刚刚）”、“刚才”与“立刻、马上”的混用偏误。 

“立刻、马上”作为副词表示的也是短时间，由于对语义理解的不足，学习者将其与“刚（刚刚）、

                               
2 “刚(刚刚)”还表“仅仅，恰好”义。如：“刚十岁”；“钱不多，刚刚够用”等。这类“刚”、“刚刚”属

程度副词，表达意义同时间概念无关，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另，病句中与“刚(刚刚)”、“刚才”无关的偏

误，本文也不予讨论。 

3 例句中与“刚(刚刚)”、“刚才”无关偏误，暂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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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混淆，出现偏误现象。例句如下： 

( 5）汗刚才出来了。（立刻） 

( 6）刚刚能修好。（马上） 

(5）的作者本义是希望表达“立刻”义，所有将“刚才”改为“立刻”或“马上”便可得到正确的句子。

( 6）同。 

4. “刚（刚刚）”、“刚才”与时间词共现偏误 

( 7）*他现在刚到。  

( 8）*他现在刚走。    

     “刚（刚刚）”、“刚才”无法与某些时间名词共现，学习者不清楚这一限制，从而产成偏误现象。

( 7）、 ( 8）属于同一类型的偏误，均为时间名词“现在”同“刚”的共现造成。 

几种偏误情况整理如下表： 

偏误 互相混用 位置偏误 共现偏误 其他偏误4
 共计 

刚（刚刚） 30 16 11 5 62 

刚才 18 13 4 4 39 

整理后的几类偏误中，“刚（刚刚）”同“刚才”之间混用现象较为突出，位置偏误现象也较为明显，

此外也有个别词义混用，同时间词共现产生的偏误类型。由此大略可知学习者对“刚（刚刚）”、“刚才”

之间的语义差别比较模糊，并且使用时对其所处的位置并没有很好的掌握。此外，个别例子也可看出

学习者会同其他词汇混淆，在共现问题上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下面我们将逐一解释这些偏误产生的原

因。 

 

                               
4 该类偏误主要表现为与“了”的共现，以及少数词义不明造成的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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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刚（刚刚）”、“刚才”偏误成因分析 

1. 混淆语义造成的偏误 

对于韩国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来说，未加仔细辨析或是无法区别差异就使用造成的偏误不在

少数。例如: 

*刚才学汉语的时候，很辛苦，但是也非常有意思了。 

    整体来看，该句表示的应是“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这一时间，“刚才”表示的时间跨度较小，“刚（刚

刚）”表示的时间跨度较大。《现代汉语八百词》(2003)：  

1) 刚（刚刚）：[副] 1.表示发生在不久前。修饰动词和少数表示变化的形容词。a）指说话前不

久 b）指紧挨在另一个动作之前发生。后面常用“就”、“又”呼应，有时也说“刚一……”；2.正好在那一点

上（指时间、空间、数量等；有不早不晚、不前不后、不多不少、不……不……的意思）。a）刚+动/形

b）刚+数量；3.表示勉强达到某种程度；仅仅。 

2) 刚才：[名]：指说话前不久的时间。 

    时间跨度上，词典均解释为发生在不久前的动作。这种解释对学习者造成了困扰，大部分学习者

并不清楚“刚（刚刚）”同“刚才”语义上的实际差异，即义素“不久”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一句中的“刚才”

会被理解为主语在说话前几个小时开始学习汉语，明显同作者的本意相悖。 

    “刚（刚刚）”同“刚才”属不同的语法范畴, 前者是时间副词，后者是时间名词
5
。“刚才”作为时间名

词，表示的是一个绝对的时间概念6，并且发话者的说话时间便是其参照时点。在这种情况下，其表示

的时间概念所能够覆盖的范围，必须是词义模糊性所能够承受的范围，如果超过了这个范围，句子便

不成立。如： 

（9） 我刚才读了两个小时的书。 

                               
5 在“刚才”是时间副词还是时间名词这一问题上，本文从《现代汉语八百词》划分。 

6 类似于“今天”、“现在”这样的时间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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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刚才读了二十个小时的书。  

在这（9）（10）中，我们可以看出语义模糊性所能承受的范围大致在两个小时之内，如果超过

这个范围，比如“二十个小时”，句子便无法成立。这也是“刚才”最大的特征之一。 

反观“刚（刚刚）”，属时间副词范畴，修饰动词及少数表示变化的形容词。《现代汉语八百词》

对其解释中有两个义项为：1.表示发生在不久前。a）指说话前不久。 b）指紧挨在另一个动作之前发

生。义项a)主要强调的是动作同现在的关系，对现在的影响；义项b)强调了两个动作的关联以及动作之

间的时间很短。 

由此我们可知“刚（刚刚）”重点强调的是两个时点的关系，并没有固定的参照物，这与有固定参

照物的“刚才”显然是最大的不同。我们再看下面的例子： 

（11）刚（刚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什么都听不懂。 

这种类型的句子在练习中经常出现，此时的“刚（刚刚）”+“……的时候”，实际就已经起到一定时点

确定的作用，这种类似“刚（刚刚）……的时候”的构造所表示的是一个时段，需要注意。 

综上，我们可知“刚才”表达的是一个客观的时点，“刚（刚刚）”表示的是一种时间关系, 这种关

系没有固定的某个时点，是由主观判定的。学习者在不了解这种差别的情况下，很容易混淆使用两

者。  

2. 负迁移造成的偏误 

作为汉语非母语的学习者，学习汉语过程中会受到母语的影响。韩国语同汉语又分属不同类型的

语言，其母语造成的负迁移自然容易使学习者产生偏误。 

1）位置不同造成的偏误 

“刚（刚刚）”、“刚才”在韩国语中的对应形式有“아까”，”금방”，”방금”，”이제”几种。韩国语中的

这些副词均可出现在主语之前，也可出现在主语之后，在句中的位置相对自由，并且其位置的变换也

不会带来意义上的不明确，但是相对于韩国语这种特性，语序为重要表现手段的汉语中，“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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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才”的位置则不能如此自由。如： 

（12a）*刚（刚刚）他走。  

（12b） 他刚（刚刚）走。  

   (13a )  刚才，是他送我去的医院。 

(13b )  ？是他刚才送我去医院。 

(12a)中“刚（刚刚）”的位置出现在主语前造成了偏误，但其实对应的韩文翻译中，“방금”这一时间副

词的位置同病句中的位置保持一致。如下： 

       (12a’)  방금 그는 떠났다.  

(12b’) 그는 방금 떠났다.  

（13a’） 방금 그는 나를 병원에 데려다 주었다. 

（13b’） 그는 방금 나를 병원에 데려다 주었다. 

韩国语中对应“刚（刚刚）”的“방금”并无过多的位置约束，前置后置均并不影响理解，受这种影响

的韩国学习者自然会根据这种方式造出因所处位置而产生偏误的句子。 

2）词义理解错误造成的偏误 

“刚（刚刚）”表示发生在不久前，但有时也可很长时间。例如： 

（14）他刚(刚刚)离开北京一个月。 

（15）他刚（刚刚）回国半年。 

（16）*그가 방금 북경에 떠난지 한 달 된다.   

（*他刚才离开北京一个月。） 

（17）*그가 방금 귀국한지 반년 된다.         

（*他刚才回国半年。） 

在这种表示较长时间的情况下，韩国语是不能使用“방금”的，又因为大部分学习者会将其对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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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刚）”，在不能使用时，则会选择“刚才”进入语句。这种方式也是因为对词义的理解产生了偏

差，导致学习者选择了不正确的时间词。 

3）共现造成的偏误 

在韩国语中表达参照时点之前的“방금,금방,아까”相对于参照时点，其意义表示还略有提前，并且

还可以同带有“一天”时间概念的时间名词共现。 

（18） 
*
他现在刚到。 

（19） 
*
他现在刚刚离开。 

（18’）그가 지금 방금 도착했다.  

（19’）그가 이제 방금 떠났다. 

这两句例句中的“刚（刚刚）”表示“过去不久”这一概念，同“现在”不能共现，所以是病句。但是从

韩国语的角度，这两句话却是可以成立的。由此，韩国学习者很容易造出不符合汉语语法的句子。这

仍是一种受到母语影响而忽略了汉语的共现条件而产生的偏误现象。 

 

Ⅴ.“刚（刚刚）”、“刚才”偏误的对外汉语教学启示  

韩国学习者在学习“刚（刚刚）”、“刚才”过程中之所以出现错误，按照本文的分析其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在于对其语义范畴的模糊。“刚（刚刚）”、“刚才”在相同句法位置上所呈现出的不同语法表现取决

于其各自所属的语义范畴。“刚才”具有固定的参照点，表达绝对的时间概念；“刚（刚刚）”无绝对参照

点，更多地表达着一种时间关系。 

学习者只有真正地把握“刚（刚刚）”，“刚才”的语义范畴，才能减少偏误，达到正确使用的目的。

而这种情况也为对外汉语教学乃至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提供了一些启示。 

首先，不能简单地以近义词语互释的方法来进行教学。某些时候近义词互相解释替换可以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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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帮助学习者理解，但遇到形式、意义、功能比较类似的教学点时，还需要逐一分析。要做到帮助学

习者理解相似之处，也要让学习者更清楚其中的差别和限制。 

其次，适度安排讲解的知识点。比如“刚（刚刚）”同“刚才”对于时间范畴的各自特点，讲解时要考

虑适度性，不能解释得过难。对于高级学习者来讲可以略作深度解释，对于中级和初级学习者来讲还

是简明易懂最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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