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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无论是本科留学生还是研究生留学生均面临学术论文写作的难题。相对于普通写作，学

术论文写作无疑难度更大。在这方面开展较早的是对中国英语二语学习者的研究，主要有徐昉

（2011）、杜泽兵（2016）、蔡基刚（2019）等，并且已经形成了相对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韩

婧怡，2021）。与之相比，学术汉语写作的研究相对较少。

一些学者发现留学生论文中经常出现字词语法错误以及口语化表达（亓华，2006；陈淑梅，

2012；王海玲，2014；张珊，2015；杨凝卓，2016）。其次，高增霞、栗硕（2018：15）总结

当前研究后指出留学生在论文写作中表现的问题，主要涉及：“（1）学术写作基础薄弱，缺

少对学术论文相关知识的了解；（2）内容上论点不明确、思路不清晰、论证不充分等；（3）
语言表达上语段间的逻辑关系不清楚，抽象概括不够，结构松散等问题；（4）文献阅读及引

用问题。”在这些问题中，第三个问题是语篇问题，也是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留学生的学术

汉语写作问题较多与语体意识有关，汲传波（2016）发现韩国留学生的学术汉语语体感知和应

用能力存在不足。语体意识的缺乏使得留学生的论文在逻辑、结构上也存在问题，如结构安

排不当（亓华，2006；蔡明宏，2016；吕长竑等，2022）、出现结构和衔接偏误（王海玲，

2014；陈淑梅，2012；）、区分不清书面语体和学术语体的区别（倪晶莹，2023）、主观性过

强（唐诗，2021）。

为了明确留学生在学术语言使用中的问题，近两年有一些硕士论文将研究对象聚焦在留学

生学位论文中的元话语上。韩一（2022）发现汉语学习者在身份建构时过于外显，缺乏指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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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内部的语义衔接意识，与目的语学术社团的对话意识较为薄弱。王宁（2022）指出学习者的

框架标记和限定标记使用得较少。倪晶莹（2023）发现留学生的元语言表现出了语言套用和僵

化。不过，遗憾的是，他们的研究对象均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硕士学位论文，观察的是已经

完稿并经过修正的毕业论文，无法对留学生论文写作过程中的语言使用偏误进行考察。

可以看出，前人没有针对留学生的学术汉语论文语篇写作过程中产生的语言使用偏误进

行考察分析。本研究拟从留学生在真实写作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入手，以引言为例分析语

篇偏误，以期为学术汉语教学提供参考。引言在论文写作中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王雨磊

（2017:117-118）认为：“引言其实就像广告，恰如关于一个旅游目的地的介绍，你必须说服读者，

吸引读者的兴趣，告诉读者哪里值得去、为什么值得去。因此，作者必须重视引言的书写。”

李汝祺（1980/2006：135）提到：“绪论……要表明充分理由不是为写论文而写论文。”另外，

引言写作的高度规约化要求留学生必须掌握其写法，否则容易在撰写过程中出现错误。

本研究的全部语料来源于北京大学开设的全校本科留学生学术汉语写作通选课（参看李海

燕等，2020）。我们收集了 2019-2022 年的 6 个教学班的引言写作作业，共计 129 份。我们对

这 129 份作业中引言修订部分按照偏误进行截取和切分，得到 302 例语料。留学生在引言写作

中出现的问题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语言基础水平、书面写作水平以及学术写作水平。语

言基础水平是指语言使用是否正确，如将“全球变暖”误称为“全球温暖化”，书面写作水平

是指语言使用是否去口语化，如“去年中国手机销量在泰国拿到了第一”中口语化成分“拿到

了”多余。可以看到，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只是词汇以及单句层面的语法问题，在议论文中也经

常出现，不是学术论文独有的问题，本文暂不研究。本文只分析例（1）这样的纯粹与学术写

作水平相关的语篇偏误，例（1）的“笔者同时认为”冗余。

（1） 笔者认为，尽可能迅速地研究对朝鲜有效的制裁手段是十分必要的。笔者同时认为，
目前的制裁缺乏有效性的原因在于……1

留学生由于学术写作水平不够而引发的问题，既不是由于本身的语言基础不扎实，也不是

因为表达有口语化倾向，它们是留学生在接受学术训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会在学术论文写

作中表现出来。虽然教师在课堂上对留学生进行了引言写作的教学和培训，还是会出现相当多

的问题。下面我们将这些偏误进行梳理分析，从而进一步促进学术论文写作教学。

2  元话语偏误

留学生在学术写作水平层面的问题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涉及论文中元话语的部分，

一部分涉及论文中非元话语的部分。本文关注的是元话语部分，所谓元话语（metadiscourse）
指的是文本中用于组织话语、表达作者对话语和读者立场的部分（Hyland，1998：438）。

Hyland & Tse（2004）将元话语分为引导式元话语和互动式元话语。两位学者的研究在国内学

界得到了广泛认可，由此出现了一批依照其框架进行汉语学术论文研究的学者，尤其是依照互

动式元话语的分类进行的研究，国内学者将其称为立场标记语（吴格奇、潘春雷，2010；庄凯

丽，2014；张钰钗，2019）。通过观察语料，我们发现留学生在引导式元话语和互动式元话语

部分均容易出现问题，下面将详细论述。

2.1 引导式元话语的偏误分析

根据 Hyland & Tse（2004：168），引导式元话语指的是篇章中建立命题论点的某些特征，

读者借助这些特征以达到作者所期望的解释，主要涉及篇章的组织。引导式元话语分为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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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transitions）、框架标记（frame markers）、内指标记（endophoric markers）、示证标记

（evidentials）、注释标记（code glosses）。我们发现，留学生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过渡标记、

框架标记和内指标记上，未发现学生使用的注释标记存在问题。

2.1.1 过渡标记

表示过渡标记的成分主要是连词，表示话语中的增加、对比等主句之间的语义关系（徐赳

赳，2006），如“也”“但是”。因此，过渡标记一般涉及小句与小句、句子与句子层面的连

贯性。过渡标记可以表示并列、递进、转折、因果、条件、推论关系等。

我们发现，留学生在写作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过度使用过渡标记的问题。例（2）—（4）均

为过度使用的情况，其中包括表示转折关系（“可是”“但”）、并列关系（“除此之外”“也”）

等词语。

（2） 广告是促进购买的手段。人们对第一次看到的东西往往没有亲近感。可是，如果能
通过广告预先了解，那么在真正第一次见到商品时就会有亲近感。

（3） 这两部电影都是“完全亚裔阵容”的好莱坞电影，除此之外都展现了”华裔”的日
常生活、思想与信念等，但两部电影的不同点是“时间的刻度”。

（4） 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已成为环境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自然资源利用得好可
以推动经济发展，也会保护生态。

仔细观察上述例子可以发现，如果不删除其中的过渡标记，整句话也没有明显的语法错误，

那为什么在学术语篇中，这些过渡标记需要删除呢？张文贤（2010：204）曾经指出，使用频

率高并不意味着使用者完全掌握了该虚词的用法。这表明，在学术汉语论文中，连词的使用数

量多少并不是学术论文水平高低的评判标准。过渡标记的确是作者彰显论文学术性的重要成分，

但如果在没有必要时仍然使用该成分，反而反映出学习者并未完全掌握在学术语篇中过渡标记

的用法。

过渡标记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小句之间表并列关系的连接词缺失，如“既”“也”“同时”

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与上述过度使用的情况并不冲突，当在语篇中，作者需要强调并列成分

时，一般都会在其前面增加关联词。

（5） 但网络电影涉及多种小众题材，形成了不同于院线电影的内容生态。这既满足了观
众的多元化需求，也弥补了小众电影市场的空缺。

（6）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推特 (Twitter)、脸书 (Facebook)、照片墙 (Instagram) 上的广告。
推特可以发布不超过 140 个字符的消息，同时可以添加照片。

另外，过渡标记还涉及关联词使用不当的情况。如例（6）中当用“同时”却使用了“但是”。

事实上，使用“但是”并不会出现错误，只是不如“同时”恰当。与“同时”相比，“但是”

所引出的事件是说话人所要表明的正意（张文贤，2010：105），更强调“但是”后面的内容，

这意味着作者认为“一带一路”的弊端大于好处，并不十分合适，所以替换为“同时”更好。

（7） 大多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推行五年以来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推动了“一带一路”
国家的基建发展 ( 闫晗，20192)。同时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一带一路”的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使不少”一带一路”国家陷入了严重的负债问题，使这些国家的经
济发展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77曹佳鸿、张文贤

关联词使用不当的用例还有“与此同时，也会”，这样的连用不符合简明性原则。

（8） 本文将分析中国在疫情防护的政策，注重中国政策的成功之处，与此同时，也会同
时涉及国际合作和辅助外交。

2.1.2 框架标记

框架标记主要指篇章的边界（徐赳赳，2006），表示篇章的进程和阶段，涉及话题转换、

总结概括等，如 “ 总之 ”。构成框架标记的成分一般也是具有关联性质的词语。框架标记与过

渡标记的区别在于，它们在语篇中出现的位置不同，框架标记一般出现在句群与句群之间，过

渡标记一般出现在小句或句子之间；另外，它们的作用范围不同，框架标记表示整体篇章进程，

过渡标记表示局部话语增加。在汉语中，框架标记和过渡标记可能有个别重合，如 “ 也 ”“ 此外 ”
既可能出现在框架标记中表示话题转换，也可能出现在小句之间表示语义并列。

在引言中，留学生容易出现在介绍研究内容部分过度使用框架标记的情况，如在介绍本文

研究内容前用 “ 值得注意的是 ”。
（9）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将分析中国在疫情防护的政策，注重中国政策的成功之处，同

时涉及国际合作和辅助外交。

在引入研究目的和创新之处时，留学生也往往过度使用框架标记，如下面例子中的 “ 在本

文中，希望通过这两个节日对比 ”“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 ”。
（10） 因此，本文拟对中国春节与泰国宋干节的传承与演变进行对比分析。在本文中，希

望通过这两个节日对比 , 目的是更加深入了解国家不同文化的特点，促进中泰两国
人民的文化交流。

（11） 本文将以校园二手市场为突破口分析目前的校园经济体系，探寻目前高校二手市场
发展滞后的原因，并尝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过往文献中
虽涉及到了有关高校二手市场的研究，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其发展处于停滞的状态，
且由于技术的进步，过去的文献所提供的方案也无法再提供有效的帮助，所以本文
将着力探究高校二手市场停滞原因及解决方案，分析在国家新政策出台和疫情的大
背景下，高校二手市场应该如何走出困境，寻求突破。

留学生也经常出现过度进行总结概括的情况，导致 “ 因此 ”“ 所以 ” 等框架标记经常出现

在不该出现的地方。例（11）已经出现了 “ 笔者认为 ” 这样明示观点的标记，此时 “ 所以 ” 的

使用就变得可有可无。我们知道 “ 因此 ” 一般用于全局概括，常见于连接段落，表示论文的写

作结构和框架，引导的往往是文章中的重要观点和内容。而例（12）的 “ 因此 ” 作为一个框架

标记，却用在了小句之间作为过渡标记使用。

（12） 可见世界不在乎疫情冲击而要继续维持经济活动和生活的决心。所以笔者认为人们
要学会找出疫情的正面影响，随着局势的变化而改变。疫情确实存在正面影响，只
是被负面影响遮盖、忽略了。

（13） 2019 年中国国产电影赢得了高口碑和高票房，其中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
更是得到了影史票房探花席位，因此很多人称《哪吒之魔童降世》代表着国漫崛起。

与总结概括相似，留学生也经常过度使用用于话题转移的框架标记。例（13）“ 此外 ” 是

明显的转移话题标记，但其前后的句子没有明显的话题转移，最好删去。

（14） 到了 12 世纪中后期，镶嵌青瓷成为高丽青瓷的主流产品，广传于世，即以镶嵌青
瓷为代表的高丽青瓷达到了鼎盛时期。此外，镶嵌青瓷这一极具美学价值的陶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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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品受到以韩国两班阶级等上流阶层的喜爱，从生活器具摇身一变，成为了艺术品，
乃至“奢侈品”。

另外，用于展现论文结构的词语 “ 首先 ”“ 其次 ”“ 第三 ” 也容易过度使用。这种用框架标

记过度展示研究意义的做法，使得本该短小精炼的研究意义部分变得庞大冗杂。

（15） 腾讯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游戏产业公司之一，其影响力在国际上也被广泛认可。首先
《王者荣耀》—被称为中国的国民游戏，具有庞大的用户群，是中国最具有影响的
游戏之一，也是最能够代表中国文化要素的文化游戏产品。其次 Arena of Valor 作
为《王者荣耀》的海外版，是不同于《王者荣耀》的一个全新的游戏模式。在海外
获得的巨大成功，使它成为中国游戏产业出口文化产品的一种典型代表。第三是因
为腾讯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游戏产业公司之一，其影响力在国际上也被广泛认可……

在介绍研究内容时，过度使用展示论文结构的框架标记也会使该部分体量过大，不符合精

简概括的要求，如例（16）。

（16） 本文首先在文献综述描写将介绍泡沫经济时期 (1986 年—1991 年 ) 的大学生消费行
为 ,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当代日本大学生的消费行为，比较现在的大学生与泡沫经
济时期的大学生的情况，举出二者的区别。其次通过问卷调查，查明现在大学生的
消费行为的现状，进行比较与分析研究，并总结当代日本大学生消费行为的实际情
况。具体的调查方法在 1.3. 问卷的设计中所述。最后，描写引导出的消费模式。

框架标记引导的句子与文章的架构有关，以上过度使用框架标记的情况都是在不出现框架

标记的位置出现了框架标记，且多数为在小句间误用了框架标记。框架标记作为展示论文结构

的重要手段，不能在行文中随意使用，只有在论文即发生结构和序列变换时才能出现。

框架标记的缺失表现在总结概括、话题转移时连接词的缺失，下面例子中的 “ 可见 ” 用于

总结概括，“ 也 ” 用于话题转移。

（17） 如果能通过广告预先了解，已经知道商品的话，人们就对实际上第一次看的商品有
亲近感。可见，广告是公司营销的重要方法。在政治上，广告也非常重要。对政治
家来说，使国民认识自己是非常重要的。

框架标记的误用首先表现在连接词和连接关系的错位。如例（18）（19）在因果关系的段

落中使用不具有因果连接关系的 “ 像这样 ”“ 综上所述 ”。
（18） 韩国餐厅，一到晚上就有聚集在餐厅喝酒的韩国留学生。像这样由此可见，韩国人

具有独特的饮食文化，与其他国家的学生在饮食习惯上存在差异。

（19） ……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运动的最终失败。综上所述，因此本文拟以太平天国领导
层对妇女的态度变化为切入点，对造成太平天国最终失去民心、统治瓦解的原因进
行分析。

2.1.3 内指标记

内指标记指篇章内其他部分的信息，体现了篇章中的某个成分跟篇章的其他部分之间的一

种相互照应的关系（徐赳赳，2006）。这里的内指性成分除了照应上文的回指性成分（如 “上文 ”）
外，还可能包括照应下文的语言成分（如“见下表”）。不过，本文考察发现内指标记的偏误

均出现在回指性成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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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指成分的过度使用主要出现在小句之间。当回指成分在紧邻的上一个句子中出现且已经

做话题时，一般使用零形式进行回指。留学生显然没有掌握这一点，导致出现回指成分过度使

用的情况。如下面例子中的“他们”。

（20） 人们都特别关心和在乎艺术品是否是真品，收藏家们往往为自己所收藏的艺术品是
真品而感到自豪和高兴，他们对于所谓的伪造品是非常痛恨的。他们为了证明所要
收藏的艺术……

有时这种回指距离可以继续延长，甚至跨越两个小句：

（21）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持续推进，人们的生活内容更加丰富，同时社会竞争不断激化，
人们的生活节奏也日益加速。

（22） 到目前为止，已有前人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也对其影
响因素等做了深入的研究，但主要只针对某一个国家留学生的情况，而前人对影响
所有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的汉语能力因素的研究仍然比较少见。

除此之外，当回指距离过远时，一般不使用回指成分，而需要重新使用原形式。如下例的“这

场”回指上一段的“新冠肺炎”，此次不宜使用回指性成分。

（23） 自 2020 年 1 月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疫情日趋发展，成为了前所未有的公共卫
生突发事件。在疫情形势日益严峻的同时，网络空间中产生了大量关于疫情的谣言，
很多网民因此陷入迷茫状态。社交媒体是这种谣言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

关于网络谣言传播，国内已有许多的研究。卢尚青 (2016)指出了社交媒体网络谣言的特点，

原光 (2016) 分析了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的产生原因。本文对已有研究提出的网络谣言传播伦

理进行分析，同时对微信与微博的辟谣账号发布的主要谣言进行调查，概括新冠肺炎这场疫情

期间的网络谣言的情况以及它造成的影响。

回指成分的误用还主要表现在回指成分缺乏学术性。如将 “ 国内学界 ” 称为 “ 人们 ”。
（24） ……产业影响颇深（郭朝暾，2020），王子鉴（2019）提出了《哪吒之魔童降世》

对于动漫电影行业未来技术，制作，和人员的发展。尽管人们国内学界已经对中国
动漫行业做出了很多的研究，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限制发展……

我们还发现了留学生不会使用名词短语回指。当作者阐述重要的研究内容或问题时，一般

不使用代词或数量词回指，必须使用凸显度更高的原形式或名词形式。如下面两例中的 “ 中外 ”
和 “ 日本 ”。

（25） 为寻找化解这类矛盾的方法，本文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以北京大学的本科
留学生为样本，探究在华本科留学生在大学中的融入情况、影响留学生融入的因素
以及中外两个学生群体之间的隔阂感的具体来源。

（26） 因此，RCEP 谈判中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减少非关税措施 (Non-tariff Measures), 其中
最难推进的部分是农业领域谈判，这也是日本产业政策中的核心关切。在成员国部
分，为了避免中国主导的局面，日本一直非常希望印度加入 RCEP, 但现今日本却
对此做出让步并签署了协定，其原因何溯日本的态度为何出现转变 ?

这种情况甚至出现在文章开头的首句，首句中的主语一般不使用代词回指形式。如例（27），
Clancy （1980）认为在新句子开头用名词短语回指标记更强的语篇情节边界。乐耀、曹华承（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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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指出，在情节起始处容易出现名词短语进行回指。可以看出，名词回指比代词和数量词回指

的凸显度更高，更适合出现在展示论文框架的重点部分。

（27）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该中国人民的购买力也大幅加强，产生了新的消费习惯。
当代的大学生从来没有体验过改革开放之前物质需求相对简单的生活，比上一代的
人更愿意消费。……

回指性成分缺失的情况主要在于句子中回指性主语的缺失。下面是回指性主语缺失的情

况，需要加上 “ 这种担心 ”“ 其 ” 等回指性主语。“ 这些法律 ”“ 这些留学生组织 ” 不仅用于回指，

还对前面的先行语进行了概括。

（28） 同时，也有人担心孩子留学太早，容易忘记外语。已经有研究证明，这种担心是没
必要的……

（29） 陶陶、何月婷和杨颖（2019）提出了一个关于校园二手平台构建的初步构想，但
2019 年的疫情与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动，这个初步的构想已经不足以支持其在目前
的经济发展水平下继续前进。

（30） 例如公司法、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法和劳动保护法等，但这些法律仍是笼统的，
不具体的，缺乏操作性的。

（31） 除此之外还存在韩国留学生院系代表、社团、体育联谊赛等。这些留学生组织几乎
无异于“学校中的学校”。

2.1.4 示证标记

学术汉语中的示证标记指的是来自篇章以外的信息（徐赳赳，2006），如文章中的文献信息。

留学生如没有掌握较为规范的文献综述表达，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如在综述时经常出现文章

名，没有注明文献时间，在括号内的文献信息中加“如”等，具体见例（32）-（34）。

（32） 其中郭佳媛的《粤语流行歌曲 20年 (1983-2003)》(以下简称《粤语流行歌曲》)（2019）
以港乐特征作为考察线索。

（33） 如王克文的《传统中国画的“异时同图”问题》（1988）研究了《鹿王本生图》的构图。

（34） 大多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推行五年以来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推动了“一带一路”
国家的基建发展 ( 如闫晗 2019)。

2.2 互动式元话语的偏误分析

互动式元话语将读者引入到观点中，引导读者站在作者的角度来看待文中的观点和命题，

并帮助读者理解作者是如何看待读者自己的。互动式元话语分为模糊限制语（hedges）、增强

表达语（boosters）、态度标记语（attitude markers）、介入语（engagement markers）、自我提

及语（self-mentions）（Hyland & Tse, 2004）。我们发现，留学生在使用互动式元话语时出现

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自我提及语、模糊限制语、态度标记语上。

2.2.1 自我提及语

自我提及语指的是作者提及自己的信息，反映了作者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出现在篇章中（徐

赳赳，2006），如“本文”。这是留学生出现问题最多的一类互动式元话语。

（35） 为了防止负面的现象发生，为了更有效地使用日益发展的媒介，笔者认为有必要对
媒介的应用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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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如果将两个假设应用于外来商户群体与原住民群体的关系，笔者就可以初步对原住
民群体中产生的对外来商户的不满进行心理学上的解释，并探究其中长期接触对社
会融合产生的作用。

（37） 泥滩资源是韩国海洋生态界的宝藏，因此笔者认为对保护韩国正在消失的泥滩资源
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留学生经常出现像上面的自我提及语过度使用的情况，主要涉及“笔者认为”“我们”“作

者”等，那么自我提及语到底在什么位置出现呢？吴格奇、潘春雷（2010）发现在结论部分，

“我们”主要用于总结研究过程、重述研究结果和推断。这带给我们一定启发，或许与过渡标

记、框架标记一样，自我提及语出现的位置应该是涉及文章重要观点的部分，而不是在行文中

任意使用。 
除此之外，留学生在引言最后概括本文研究内容时，非常容易出现自我提及语的错误。有

时，部分留学生没有意识到在这个位置需要使用自我提及语“本文”，造成缺失。

（38）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推特 (Twitter)、脸书 (Facebook)、照片墙 (Instagram) 上的广告。

（39） 本文将通过比较推特、脸书和照片墙的广告，调查一些大公司与有名政治家如何利
用新媒体的广告，研究这些 SNS 广告的共同点和差异点。

在自我提及语的误用上，我们发现仍然有个别的误用情况出现在“我”上，如例（39）。

（40） 我们认为这并不是很成功的……我们认为这是很不方便的。

不过，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会提醒同学们在概括文章内容时，首句需要使用自我提及语，

论文写作中不允许出现“我”。所以缺少自我提及语以及误用“我”的问题较少。但是，留学

生在头脑中只形成这个意识是不足以完成论文写作的，他们仍经常在概括文章内容的首句位置

误用自我提及语。

当引言最后需要概括文章研究内容时，尤其是在该段落的首句，一般只能出现“本文”“本

研究”这两个自我提及语，而不是“笔者”“研究者”“这篇论文”“该文”“本次研究”“我

们在本文”等其他自我提及语。这说明，即使学生具有了学术语体的意识，知道不能用“我”

后，也并没有将“本文”“本研究”这两个自我提及语的用法掌握清楚。此外，出现“本文”

的小句内不出现其他自我提及语。下面例子中的“我们”应该删除。

（41） 北京大学校园经济圈出现了发展停滞的现象，为了打破停滞性，我们在本文将对北
京大学校园经济进行实例调查和分析……

2.2.2 模糊限制语

模糊限制语主要用于降低对命题的确定，如“可能”“也许”等，它使信息作为一个观点

而不是一个被确认的事实传递给读者（吴格奇、潘春雷，2010）。侧面看来，这是提高论述客

观性的重要方法。留学生在该部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论述过程中缺少限定性成分，致使其表述

不够严谨客观。如缺少“之一”“主要”“一些”等。

（42） 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远程教育开始发展，到如今各个在线网络教育平台的迅速兴起，
在线移动学习已经成为现代重要的教育形式之一。

（43）前人提到的因素主要有政治不稳定、……

（44）前人研究提出了一些伦理解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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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态度标记语

态度标记语表达作者对命题信息的评估（徐赳赳，2006），表达作者的情感态度（吴格奇、

潘春雷，2010），如“令人惊讶的是”。留学生在写作过程中容易出现态度标记语的过度使用

或者过于夸张。如下面例子中留学生想要论证其论文的价值时使用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

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课题”。这种过度夸张的态度标记语过于主观，不符合学术语言的客观性、

严谨性的要求。

（45）本话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希望通过关注成人消费习惯，促使决策者……

（46） 其次，由于疫情仍在持续，研究中国政策的成功将对其他国家起到激励和启发作用，
具有现实意义。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课题，大家都将利用这一成功经验来帮助彼
此度过难关 !

2.2.4 增强表达语

增强表达语与模糊限制语相对，强调作者对于命题的确定（徐赳赳，2006），如“显而易见”。

留学生较少出现错误使用增强表达语的情况。例（47）为过度使用“显然”的情况，与上述过

度使用态度标记语一样，也不符合学术论文严谨性的要求。

（47） 然而，大多数研究都侧重于中国的国际合作和外交援助上，而不是直接研究中国的
政策，显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能凸显中国政策的重要作用。

可以看出，在模糊限制语、态度标记语和增强表达语上，留学生都在陈述过程中不够客观

严谨。互动式元话语虽然表现了作者的主观评价，但是在学术论文中的主观评价并不是完全建

立在作者个人的情感、想法上，还需要符合一定的学术表达规范，如自我提及语的误用，模糊

限制语的缺乏，态度标记语的过度使用，都是留学生在写作过程中过分表达主观性的表现。学

术论文中的主观性是有条件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是与客观性、严谨性并存的。

3 结论与建议

通过统计，在 302 例语料中，由留学生学术写作水平引发的问题占大部分，为 71.0%（详

见表 1）。语言基础水平和书面写作水平所导致的问题数量相差不大，均占据总数的 14.5%左右。

可见学习论文写作课程的留学生在语言使用的正误、书面语体的掌握上已拥有较高的水平，但

在学术写作水平上仍然有较大的欠缺。在学术语篇引言教学过程中，仍然需要以学术写作水平

导致的问题为重点进行教学，同时，也并不能完全忽略学生的语言基础水平和书面写作水平。

表 1. 学生偏误数量与比例

问题动因  例数 占比

语言基础水平 44 14.5%

书面写作水平 44 14.5%

学术写作水平 214 71.0%

我们进一步统计了学术语篇偏误类型与数量。从图 1 可以看出，在学术写作水平引发的问

题中，元话语的问题远远多于非元话语成分，其中元话语为 183例，占 85.50%左右。在元话语中，

引导式元话语出现的问题要明显多于互动式元话语，引导式元话语偏误为 125 例，占元话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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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68.3%。在引导式元话语中问题主要集中在内指标记、框架标记、过渡标记上，占 96%；

在互动式元话语中主要集中在自我提及语，占 74.1%。

图 1. 学术语篇偏误类型与数量（括号内为数量）

这启示我们，在学术写作教学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元话语成分的教学。其中，教师需重

视用于框架标记和过渡标记的连词、用于内指标记的回指形式、用于自我提及语的“本文”“我

们”、用于模糊限制语的限定性成分等。如在进行自我提及语教学时，首先教师需让学生明白

“此”“该”“这”都不属于自我提及，而是指称其它；在概括文章研究内容部分的首句中应

该使用自我提及语“本文 / 本研究”。其次，由于学术语体的规范性和简明性，一般也不用“本

篇文章”或“本次研究”。

教师还需进一步明确过渡标记和框架标记的连词分别有哪些、如何使用，避免学生在使用

时混淆；关注用于回指形式的语言形式并加强相关语篇训练；告知学生如何介绍文章研究内容

以及具体的词汇短语使用；帮助学生建立学术论文写作表达所需要的客观性意识。 
学术汉语写作的研究方兴未艾，对留学生学术论文本身的研究也是大有可为。未来还有很

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如同专业的学术论文的结构有哪些差异？留学生的学术论文的结构与

母语者有何不同？对留学生来说，难度最大的是写作论文的哪个部分？这些问题均有待探索。

注释

1.   删除线表示教师删除该词，如“缺乏一个针对性的研究”代表删除“一个”。下划线表示

教师添加该词，如“本文将主要”表示添加“将”。为了阅读方便，例句只保留与所述问

题相关的偏误，对其他偏误进行了改正。

2.    例（7）、（23）、（24）、（29）中涉及的参考文献为留学生学术论文所引用，非本研究 
写作过程中参考的文献，故未在文末列出，特此说明。

参考文献

Clancy, Patricia M. (1980). Referential choice in English and Japanese narrative discourse. In W. 
Chafe (Ed), The Pear Story, Cognitive, Culture, and Linguistic Aspects of Narrative Production. 
(pp.127-202).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Hyland, K.  (1998). Persuasion and context: The pragmatics of academic metadiscourse. Journal of 
Pragmatics, 30(4), 437-455. https://doi.org/10.1016/S0378-2166(98)00009-5

https://doi.org/10.1016/S0378-2166(98)00009-5


84 国际汉语教学学报（2025）

Hyland. K., & Tse, P. (2004). Metadiscourse in academic writing: A reappraisal. Applied Linguistics, 
25(2), 156-177. https://doi.org/10.1093/applin/25.2.156

蔡明宏（2016）基于国别视角之来华留学生学位论文实证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
语教学与研究版）》，3：70-78。

蔡基刚（2019）学术英语再认识：学术英语或通用英语？，《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1：7-11。
陈淑梅（2012）汉语言本科专业留学生论文写作指导课课程设置浅议，《海外华文教育》，1：

24-33。
杜泽兵（2016）基于语料库的中国学术英语词块结构和功能特征研究，《外语电化教学》，5：

9-13。
高增霞、栗硕（2018）学术汉语写作教材建设刍议，《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

究版）》, 6：12-21。
韩婧怡（2021）学术汉语——国际中文教育新课题，《第十二届中文教学现代化国际研讨会论

文集》，83-97。
韩一（2022）汉语母语者与学习者写作元话语句干研究——以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论

文为例，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汲传波（2016）韩国学生汉语学术论文中文言结构使用初探，《汉语学习》，6：77-85。
李海燕、张文贤、辛平（2020）本科留学生学术汉语写作课需求调查与课程建设——以北京大

学本科留学生学术汉语写作通选课为例，《国际汉语教育（中英文）》，1：51-60。
李汝祺（1980/2006）同遗传科研小组谈科学研究和论文写作，载于王力、朱光潜等，《怎样

写论文——十二位名教授学术写作纵横谈》，辽宁教育出版社。

吕长竑、钟珍、胡思颖、程 晨（2022） 汉语二语学术写作语步结构分析：以来华留学生硕士
学位论文摘要为例，《第二语言学习研究》，15：92-144。

倪晶莹（2023）中外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的元话语标记对比研究——以华东师范大学为
例，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亓华（2006）留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特点与规范化指导，《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
与研究版）》，1：6-11。

唐诗（2021）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及指导现状调查研究——以Ｘ大学为例，厦
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王海玲（2014）来华攻读非汉语专业学位留学生汉语写作困境及对策，《华西语文学刊》，1：
202-207，285。

王宁（2022）汉语母语者与汉语二语者中文论文摘要对比研究——以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论文
为例，中央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王雨磊（2017）《学术论文写作与发表指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吴格奇、潘春雷（2010）汉语学术论文中作者立场标记语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 3：91-
96。

徐昉（2011）中国学生英语学术写作中身份语块的语料库研究，《外语研究》，3：57-63。
徐赳赳（2006）关于元话语的范围和分类，《当代语言学》, 4：345-353。
杨凝卓（2016）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留学生学位论文现状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乐耀、曹华承（2023）汉语书面叙事中主语的指称形式和篇章功能，《汉语学报》, 1：2-15。
张珊（2015）中央民族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外国硕士生论文摘要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

士学位论文。

张文贤（2010）《现代汉语连词的语篇连接功能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钰钗（2019）汉语学术论文结语部分的立场标记语研究——以语言学和社会学论文为例，北
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庄凯丽（2014）汉语教学类期刊论文立场标记语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https://doi.org/10.1093/applin/25.2.156


85曹佳鸿、张文贤

投稿：2023 年 9 月 26 日；接受：2024 年 1 月 11 日；出版：2024 年 5 月 8 日

作者简介

曹佳鸿，厦门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互动语言学。

张文贤，北京大学长聘副教授 / 研究员，研究方向：国际中文教育、互动语言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2025)
Vol. 6 (1)  74-85  https://doi.org/10.46451/ijclt.20250108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ssues in the introduction section of papers caused by Chinese L2 
learners. There are a plenty of problems with metadiscourse in writings. In which interactive 
resources presents significantly more problems than interactional resources. In terms of 
interactive resources, problems focus on endophoric markers, transitions, and frame markers; as 
for interactional resources, problems mainly occur in self-mention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academic Chinese writing teaching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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