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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二语教学点滴朝向类介词对比  

 

史有為 

 

有二语教师问我：怎么区分一些功能差不多的语词？又怎么去教学

生？ 

我回答：最好是就事论事，就教材里出现的句子和用法去巩固。千万

不要太扩大范围，不要讲更多的用法，否则不但事倍功半，而且还会吓退

学生，毁坏学生的信心。 

这位老师说，如果已经教了几个相近的词，但又区别不开，能不能为

此做些比较？ 

我说：当然可以。 

她接着问：可是比较太难了，我们没有把握，尤其是不知道哪些不能。

《八百词》大都说的都是可以如何，很少说不能如何。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给我们做个样子？ 

我说：行啊。你们想拿哪个做例子？ 

她说：能不能比较一下“朝、向、往、对”这些朝向类的介词，让我

们教学时有个依靠？ 

我回答：行。我试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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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向 往 对 

下面就是我的试验，列了一个对比表，有简单的说明。可以使用的用

“+”表示，特别多用、常用的就加倍“++”。不能使用的用“-”表示。

现在发布出来，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以便修改。 

【朝向类介词功能对比表】  

特点 用例 朝（通用） 向（书面） 往/望（口语） 对（通用） 

 

移动 

-前走、-北走、-外走、-后看、-后靠 + + ++ - 

-里钻 + - ++ - 

-下跳 - (+) ++ - 

旋转 大门-南开 + (-) - - 

-右转、-后转 - + - - 

 

 

非移动 

-死里打、-高里长、-少里说 - - ++ - 

-我看 + - - - 

-我笑、-我招手、-我哭诉 + - - + 

-你说、-你不错 - - - + 

决不-困难低头 - + - - 

后置 走-南方（书面） - + - - 

开-南方（书面） - + + - 

【简略说明】 



1.“往”，许多地方的口语里都是“望”（wang4 声）。北京话也是。

由于“往”的音义与“望”接近，因此，逐渐相混，书面都写成“往”，

实际上大都发“望”的声音（例如上海、苏州、常州都读 mang 去声）。 

2.“朝”，在许多地方都是口语。方言里是口语的，到普通话里往往

就成为文气的词。 

3.介词用在动词前，是现代汉语口语的特征。介词用在动词后面是古

代语言或文言的特点。因此“火车开往南方”就不是口语，而是书面语（此

时一般只用“往”，不用“望”）。 

4.加括号（）的表示基本如此（+或-）。特殊情况下也可以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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