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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性质与设置目的
 

（一）课程性质 

综合阿拉伯语（ 二）是甘肃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应用阿拉伯 

语专业（专科）专业必修课程。课程代码为 14752，总学分为 8 

分。 

（二）设置目的 
 

学生通过综合阿拉伯语（ 一）的训练，在初步掌握听、说、 

读、写、译等能力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强阿拉伯语语言规律和  

文化知识的掌握和理解。通过本阶段的学习，使学生基本掌握阿  

语翻译理论与实践、阿汉语言对比、阿语写作、阿语口译、语言  

学概论、当代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等基本技能，强化学生的双语运  

用及综合协调能力，使学生在从事企事业单位和涉外单位的翻译、 

高校教学及研究机构的工作时，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 

二、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一）课程内容 

教材选用:《新编阿拉伯语》第二册，国少华主编，蒋传瑛 

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20 年 5 

月第 19 次印刷。本教材是受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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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阿语组委托编写的，并得到了指导委员会的资助；是北京 

市精品教材立项计划资助的重点项目，同时也是北京外国语大学 

教改立项资助的项目。其编者是以北外教师为主、北大和二外老 

师共同参加的合作教材，是首次跨越学校界限编写的阿拉伯语主 

干课教材，它是合作的成果，因而也具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 

综合阿拉伯语（ 二）课程内容 

本 教 材 书 共 17 课， 全 书 生 词 约 1300 多 个， 重 点 词
 

汇 1060 个，句型 96 个。书后附有听力和听写练习的文字材料。 

本教材书设计是每周学习 1 课。每课包含会话、课文、格言 

与谚语、生词、句型、注释、 口、笔头练习、阅读、听力以及语 

法等内容。课后练习丰富，可供自学者根据学习的具体情况全部 

或选择部分作为练习内容使用。本册会话、课文所选内容与学生 

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以利于学生理解和进行语言实践。句型例 

句举一反三，注重实用。注释在讲解语言知识的同时，注意介绍 

相关的文化、语言背景知识以及可替换表达，有助于学生们更好 

地理解新的语言点。口头练习注重对所学的读音规则进行系统性 

复习；加强了听与读的训练， 以巩固和优化学生的语音、语调； 

设计了个人表述、复述、角色扮演、两人对话及集体讨论等练习， 

旨在为学生提供各种机会用所学语言讲述自己的知识和经历，表 

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从而把所学的语言转化为自己的语言，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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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笔头练习除了技能性练习外，还设计了 

一些富于启发性的练习，启发学生揭示和总结所学语言规律，从 

而能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他们的语言应用能力，发展他们自主学习 

的潜能。阅读内容配合课文主题，包含社会生活、文化交际等方 

面的篇章。听力练习体裁多样： 自述、叙述、对话、广播、故事 

等，生动有趣。语法学习注意结合语言交际环境进行简明讲解， 

同时配有必要的系统介绍及练习。以期通过这种形式，在语法的 

系统性和交际功能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自学者在学习过程中，应 

该继续重视高声朗读、语音语调和听、说、译、写的训练。 

（ 二）考核目标
 

具体要求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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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要 

内       求 

容 

 

综合阿拉伯语（ 二） 

 

语音 

 

熟练掌握朗读规则，在朗读和口头表达中，语音正确；语调自然。 

词汇 学习单词 1300 个左右，掌握其中 1000 个左右的基本用法。 

格言警句 
1. 能正确读准，背会； 

2. 在日常生活中能活学活用。 

构句 
1.理解掌握所给单词的含义及用法并能很快地就本词造句，要求语言 
通顺，书写规范，用词达意，内容连贯，基本上没有语法错误。 

语法 
掌握系统的基础语法，并能在实际运用中基本做到概念清楚，表达形 
式基本正确。 

 
翻译 

1.阿汉互译：各类句子，短文 
2.课后习题中的新句型 

 

阅读 
1.初步掌握快读，略读等阅读方法；2.能读懂与课文难度相当的短文， 
掌握主要内容并能借助工具书口译，正确率达到 70%-80%； 

3.初步学会使用阿拉伯语词典 

写作 能根据所学词汇写一篇 150 字的文章。 

 
 

三、考试参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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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 方式和要求 目的 分值比例  

语 

言 

知 

识 

 
 

单词和词组 

①同义词，反义词 

（各 10 个） ②单词 

的单数词组互译（10 

个）③形容词组④选 

择填空 

 
 

检查词汇掌握程度 

 
 

15% 

 

动词 

动词变化（柔性，被 

动动词，现在式动词 

的宾格，切格，任选 

5 个 

 
 
 
 
 
 
 
 
 

检查本大纲附件中 

重点词法、句法掌握 

程度 

 
 
 
 
 
 
 

30% 

 
 
 
 
 

名词 

比较名词，关系代  

词，主动名词，被动 

名词，时空名词，半 

主动名词，张大名词 

①各种派生名词的  

词型变换②字面正 

偏组合③数词（百、 

千、百万、千亿）等 

共 20 个） 

虚词 
常用虚词填空（10 小 

题） 
10% 

 
句法 

填空、选择、 改错、 

句式互变，语法分析 

等。共 20 个 

 

25% 

 
语言 
技能 

阿汉互译 
会话、句型、课文各 

5 句 

检查两种文字相互 

转换的能力 
10% 

写作 150 字的短文 
检查语言综合应用 

能力 
10% 

 
 

  
 

一是学生具有外语工作者必须具备的语言基本知识、基本技 

能和基本素质。在学习中要热爱本专业、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 

习态度。积极、主动、大胆地参加课外的各种教学和语言实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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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培养独立学习和用阿拉伯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学会安排自己 

的学习时间，善于归纳、总结学习规律，主动开发智能，努力培 

养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并注意增强与他人协作的意识。在学习 

过程中要注意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和时代感；用爱国的精神， 

激发弘扬民族文化而学习的责任感；要有不怕困难，勇于进取的 

精神，要牢固树立勤奋，严谨和虚心好学的学风。 

二是阿拉伯语基本包括语言基本知识（语言、词汇、语法） 

和语言基本技能（听、说、读、写）两个方面，这是进行语言交 

际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在学习过程中中，要始终重视语言基本 

知识的学习和语言基本技能的训练，扎扎实实地打好语言基础。 

为了能用得体的阿语进行交际，必须学习和了解有关阿拉伯语国 

家的文化及国情知识，正确使用带有阿拉伯语文化特色的词语。 

三是本大纲中的附件 1、附件 2 重点句型和语法为重点考核 

点，本课程全部考核点的能力层次，大致划分为识记、理解、简 

单应用、综合应用四个级别。属于识记能力层次的有：识记、记 

忆、指出、写出等。主要是单词、语法定义、单词使用规则、同 

义词、反义词等知识点的记忆、动词变化（柔性，被动动词，现 

在式动词的宾格和切格，比较名词、关系代词、主动名词、被动 

名词、时空名词、半主动名词、张大名词、各种派生名词的词型 

变换、字面正偏组合、数词（百、千、百万、千亿）等。属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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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能力层次的有：认知、理解、归纳、概括等，主要指汉语和阿  

拉伯在词汇现象、词的搭配习惯、词的感情色彩等方面的异同， 

汉语和阿拉伯语修辞风格的异同等。属于简单应用能力层次的有： 

主要指的是阿汉两种语言简单句型的互译，阿拉伯语基本句型的  

使用，同义词及反义词的应用等，属于综合应用能力层次的是： 

短文写作。 

四是个人自学综合阿拉伯语（ 二）,首先要认真阅读本大纲, 

明确考试内容和考核目标, 以提高学习效率;然后要结合大纲规 

定和教材课文,认真学习每一课, 以理解和把握每一课的句型和 

语法要点;要把学习重点放在单词背记、会话和课文的理解、翻 

译，同时要善于结合课文中的具体材料进行内容和方法分析,努 

力将知识转化为应用能力。有条件者,应参加辅导班听老师讲解, 

自学者应在熟悉课文、归纳要点、理解术语、分析材料上多下功 

夫,不要一味地死记硬背。 

五、命题的基本遵循 

（ 一）本课程的考试命题，应与大纲、教材保持一致。考试 

内容不得超出大纲规定的范围，能力层次不得高于大纲规定的考 

核目标。写作的材料也应取自教材。 

（ 二）每份试卷的组配，均应综合考虑内容覆盖面、能力层
 

次和难易度几个方面的要求，按照《综合阿拉伯语（ 二）考试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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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方案》规定比例进行。 

（三）本教材是以高等学校阿拉伯语专业《基础阶段阿拉伯 

语教学大纲》和《高年级阿拉伯语教学大纲》为依据，为普通高 

等教育四年制本科生编写的教材，是一套科学、规范的教材。但 

对自学者而言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本教材的口语练习、情景表 

演、听写和阅读部分不应列入考试范围。 

（四）本课程较适合的题型有：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 

名词解释题、简答题、阿汉互译题、改错题、写作题。各种题型 

的具体可参考《综合阿拉伯语（ 二）考试参考方案》。 

（五）本课程的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试题量应以中等水平
 

的应试者能在规定时间内答完全部试题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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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综合阿拉伯语（ 二）重点句型及例句。 

 : ألمر  ستحق أ ( 1

. إن  شنتشن  مدینة  ساحلیة  جمیلة  تستحق  ألزیارة 
 

 :  ستغرق  ألوقت أ 2(

عشرة  ساعة  .  أربع  یستغرق  شا نغھاى  ألسفر  بالقطار  من  بكین  إلى
 

 بھ  :  شعر 3(

بالطائرة  .  سافرنا  إذأ  ألسفر  في ل  نشعر  بالتعب  و ألمشقة 
 

 تمتع  بھ  : 4(

.  ألعلیا  ألمھالت  ذوى  بالشخاص ألشركة  تتمتع
 

 ستطاع  ألمر  : أ 5(

جل  .تستطیع  ألمرأة  ما  تستطیعھ  ألر
 

 :  شك  في  ل 6(

تطوراا  .  في  ل  شك  في  أن  ألصین  تستمر
 

 :  أو  ألشيء  أشتاق  إلى  فلن 7(

) ألشذى  تل (  ألعطرى  ألجبل  زیارة  نحن  في  أشتیاق  شدید  إلى
 

 :  تبادل 8(

.  ألعرب  قائنابالتبادل  ألثقافي  مع  أصدنھتم  
 

 أختلف  : 9(

.  ألشمال  ف  عنھ  فيألجو  في  ألجنوب  یختل
 

 ى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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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ألجدید  تم  بتربیة  ألجیلعلى  ألمجتمع  كلھ  أن  یھ

 11 ( حتى

 ا  .قرأت  ألقصة  حتى  نھابتھ

 12 ( ل........  فقط    بل ........

ألعربیة  فقط  بل  یتعلمون  أللغة  أل  نجلیزیة  أیضا  .ل  یتعلم  ألطلب  في  ألجامعة  أللغة  
 

 ألمر  :  بدأ 13(

رة  .تبدو  بكین  كأنھا  حدیقة  كبی
 

 :  شكا  من 14(

 .  ألطریق  في  ألسیارأت  یشكو  ألسائق  من  زحام

 :  یقعل  قد 15(

 .  ألظھر  تلفونیا  بعد  بك  قد  أتصل

 16 ( من  أللزم  أن  .........

.  وأجباتھم  في  موعداامن  أللزم  أن  یكمل  ألطلبة  
 

 :  زوده  بكذأ 17(

 بعض  ألدول  ألفقیرة  بالموأل  و ألحبوب  .  دت  ألمم  ألمتحدةز

 18 ( عالج  :

 جیدة  .  غیرصحتك   و  ألعلج  لماذأ  ل  تقبل

 :  أو بالشيء  عرفھ  ألشيء 19(

.  یعرف  عمید  ألكلیة  ألضیوف  ألكرأم  بأحوأل  ألكلیة
 

 :  تلقى  ألشي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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شھرین  .  لم  یتلق  أمین  رسالة  من  أالھ  منذ
 

 :  لھ  أن  سبق 21(

 ه  ألروأیة  .سبق  لنادیة  أن  قرأت  اذ

 22( أعدب  :

ألعید  .  في  لنلبسھاة  قد  أعدت  ألم  لنا  ألملبس  ألجدید
 

 أو  فلنا  :  قبل  ألشيء 23(

سنة  تقریبا  .  كل  لبتقبل  جامعتنا  ألف  طا
 

 :  منھ  أن و  رجاه 24(

طقیرجو  منا  ألستاذ  أن  نھتم  بالن
 

 :  زج  ما  من  یالك 25(

 مجتھدین  .  یا  لكما  من

 :  قادر  على 26(

 ل  شھرین  .بالعربیة  قب كان  ألطلب  قادرین  على  ألتكلم   ما

 غیره  :  أو  ألوأجب  أدى 27(

 ة  وألعمل  .عظیما  في  حیاتنا  ألیومی  أصیح  ألكومبیوتر  یھدى  دورأ

 28(  ظت  :

:  سھل  ألعمل  أن  اذأ  ل  تظنوأ
 

 :  كذأب  أو  كذأ  أقترح  على  فلن 29(

ألمنطقة  .یقترح  ألعلماء  على  ألحكومة  یالتشجیر  في  اذه  
 

 :  یفعل  بدأ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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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ألحفیفة  .  أقبل  ألصیف  فبدأ  ألناس  یلبسون  ألملبس

 31( وخبر  :

أحسن  ألمنشآت  و أجمل  بیئة  و أفضل  ألخدمات  8002سنفور  لدورة  أللعاب  ألولمبیة  لعام  
 

 :  ستعد أ  32(

عوبة  .أیة  ص  نحن  مستعدون  للتغلب  على
 

 :  بسبب  كذأ 33(

 .  فاتتنى  ألفرصة  بسبب  ترددى

 34( أثبت  :

یمكن  للشاب  أن  یثبت  قیمتھ  من  حلل  عملھ  .
 

 فلنا  على  أو  في  :  ساعد 35(

.  ألنوأحى  كل  بعضا  في  بعضھم  یجب  على  ألناس  أن  یساعدوأ
 

 :  من  تمكن 36(

للسیاحة  .  ألخارج  إلى  ألسفر  من  ألصینیین  قد  تمكن  كثیر  من
 

 :  أن  مستحیل 37(

.  ركتحترم  غی  لم  إذأ  مستحیل  أن  تحترم
 

 :  أن  جاز 38(

.  ت  یوما  لنھ  تعبانیجوز  لمحسن  أن  یبقى  في  ألبی
 

 :  ألخر  و ألبعض بعض  ....... 39(

للبعض  ألخر  أن  یقیم  فيلول  و  یمكن  یمكن  لبعض  ألمرضى  أن  یقیم  في  ألطابق  أ
 

 .  ألطابق  ألثان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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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شك  : على  و 40(

 .  ألتفتح  و شك  على  ألزاار

 :  أن  غیر 41(

.  ألعمل  على  یثابر  مرض  حلیم  غیر  أنھ  مازأل
 

 :  عسى  أن 42(

.  ما  أقول  تقھموأ  عسى  أن
 

 :  بكذأ  أو  كذأ  سماه 43(

 .  حامدأ  ولده  ألوألدسمى  

 44(  حاول  :

ألحقیبة  ألثقیلة  .  حمل  ھ  علىزمیل  یحاول  حمدأن  أن  یساعد
 

 :  أجتمع 45(

 في  مكتبھ  .  رسیجتمع  مندوبو  ألموظفین  بالمدی

 46( أتخذ :

 ناعة  و ألتكنولوجیا  ألحدیثة  أساسا  لتطور  ألبلد  .تتخذ  ألحكومة  ألزرأعة  وألص
 :  ماك 47(

شعرت  بالتعب  أثناء  ألدرأسة  ذابت  إلى  ألملعب  لمارس  أللعاب  ألریاضیة  .  كلما
 

 :  بكذأ ثقة  على 48(

 ة  بأنھا  ستتقن  ألعربیة  أثناء  اذه  ألمدة  ألقصیرة  .على  ثقة  تا فاطمة

 49( ردب   :

 ألقرأءة  ألمجلة  إلى  مكانھا  بعد  علیك  أن  تر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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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یفعل دعھ 50(

 . دعوكم  یشاركوكم  في  ألمبارأة 

 :  بكذأ  حسب 51(

.  ستاذعلیك  أن  تكمل  وأجباتك  حسب  طلب  أل
 

 :  ستغنى  عن أ 52(

 عنھ  في  ألدرأسة  .  ألقاموس  ل  یستغنى ④

 53( إبما  ......  و إبما  .

ألخارج  وءإما  یشاادون  ألتلفزیون  في  ألصالة  . ألولد  إما  یلعبون  كرة  ألقدم  في 
 

 :  عتقد أ 54(

 .  أساس  ألنجاح  نعتقد  أن  ألجتھاد

 55( أعطى  :

 .  في  ألعطاء  و  لیست  في  ألخذ ألسعادة

 56( حظى  ب  :

.  ترأم  ألخرینیحظى  باح  كل  من  یعمل  ألخیر
 

 : رغب  في 57(

.  ألوطنى  سبة  ألعید نرغب  في  أن  نشترك  في  حفلة  بمنا 
 

 :  ثابر  على  58(

 و ألجتماعیة  . سمعت  أنك  تثابر  على  مطالعة  ألكتب  ألدبیة

 59( أحس  ب  :

 یحس  ألمریض  باللم  ألشدی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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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ما  إن ......  حتى  ........

مھ  حتى  بكت  حزینة  .كل  إن  سمعت  فریدة  ما
 

 :  عى  ل دأ  ل 61(

 عى  لشرح  اذأ  ألسھأل  لنھ  سھل  . ل  دأ

 62( ودب   :

ألمحاضرة  .  حضور  تود  سعیدة  أن  تعتذر  إلى  ألستاذ  لغیابھا  عن
 

 :  رشحھ  لكذأ 63(

ألطلبة  .  أتحاد  نتخاب  رئیس  یرشح  أحمد  نفسھ  ل
 

 :  أصابھ  كذأ  64(

.  لقد  أصاب  ألندم  ألرنب  بسبب  غروره
 

 أدركھ  : .56

.   ألجھود  بذلت  إذأ  یمكن  أن  یدرك  زملءك
 

 بینما  : 66(

بجانبھ  .  بسیارة  تقق  صیف  إذبیتما  یمشى  مرأد  على  ألر
 

 :  ألشيء  وبحث  بحث  عن  ألشيء .76

 .  ألمھم  ألموضوع  نرید  أن  نبحث  معكم  اذأ

 :  أن  بالذكر  ألجید 68(

 ألجدید  بالفكر  أن  ألنترنت  اوسیف  ذو   حدین  .

 :  دل  على  ألمر  أو دل  فلنا 69(

 ألنفتاح  و ألصلح  . سیاسة  صحة  ألصین  على  تغیرأت  تد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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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سیما  :  ل70(

 .  ألصلح  و ألنفتلح سیاسة  بعد  تطبیق  ولسیما  ألسنوأت  اذه  ألصین  في  تطورت ③

 71( تنقل  :

.  وألدول  ألمدن  بین  تتنقل  ألیمنیة  فكثیرأ  ما  عمة  خالد  مضیفة  تعمل  في  شركة  ألطیرأن
 

 :  مل  ألشيء .27

. ألستمارة  اذه  مل أ  فضلك  من
 

 :  ذوم  ذأت .37

.  ألعربي  ألوطن  ألعالم  اوألھام  في    تیجىألموقع  ألسترأ   إن  اذأ  ألمكان  ذأ
 

 على  :  زأد .47

 سنة  .  عشرة  ثمانى  على  ألطالب  تزید  سن بلیجب أ

 :  أن  لك  ال ( 75

ال  لك  أن  تساعدنى  في  حل  اذه  ألمشكلة  .
 

 :  حیث  من 76(

ألقدرة  .  حیث  من  عنھم  أننا  ل  نقل
 

 :  عتبر أ 77(

. ألصینیة لمة  ألم  ألنھر  ألنھر  ألصفر  یعتبر
 

 :  في  أشترك 78(

 ألسرأء  وألضرأء  .  و في  ألمال  وأللم  في ألعربیة ألمة  تشرك

 79( أقام  :

 .  ألشعبظروف  حیاة    ألسنوأت  لتحسینلقد  أقامن  بلدیة  بكین  أسوأقا  كثرة  في  اذ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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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تقدم  :

 أجتھاده  . یاسر  على  زملئھ  بفضل   یتقدم

 81( لعب  :

 جدیدة  .  أخترع  ألولد  طریقة  لعب

 82.( غیر  :

فیھ  مرغوب  ألمغرور  او  و  شخص  غیر   أ
 

 :  أ  مع 84(

. نا  لھ شرح  ألكلم  مع  أننا  قد  ل أعرف  لماذأ  قال  اذأ
 

 :  ألمر  امھ 85(

.  ألمجتمع  تھم  بشھون  ألعربیات  یھتممن  بد  أت  ألنساء
 

 :  شاركھ  في 86(

.  ألمدبر  اركة  ألزمیل  لمش  یشارك  ألمدیر  ألموظفین  في  ألعمل
 

 :  عن  عبارة 87(

 .  جدید  شباك  تنظر  منھ  إلى  عالم  إن  درأسة  لغة  اى  عبارة  عن  فتح

 88( مثل  :

.  فریقنا  تمثلن  أللعبتان  ااتلن
 

 إلى  : نسیھ 89(

.  غیرك  خطأ  إلى  كل و  نفسك  إلى  ل  تنسب  كل  قضل
 

 :  لھ  أن  یحق 90(

 ألجامعة  .  في  یدرس  أن  ألشاب  ول  سیما  یحق  لكل  وأح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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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عملھ  .  من  ألعامل  حتى  أنتھى  قصیر  وقت  إل ما ( لم ) ما او 91(

 29. دفع  :

 .  لذلك  ألثمن  تدفع  فسوف  إن  لم  تعمل  بنصیحتى

 93( ضرب  :

 مة  على  ما  فعل  . دأضرب  غانم  رأسھ  بالحائط  ن

 94( قصد  :

 رأیھ  .  على  نوأفققصده  أن  نقف  بجانبھ  و

 95( دأئما  ما  ........

 .  ألخبر  ألناس  على  عملدأئما  ما  تشجع  ألمثال  و ألحكم  

 96( رجع

 دسامھن  عمل أ  فربما  فضلت  أن  لورجع  ألزمن  ألى  ألورأء

 أشتھرب  : 97(

 .  بألسنتھم  یشتھرون  وألعرب إن  ألصینیین  یشتھرون  بأیدیھ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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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综合阿拉伯语（ 二）重点语法。 
 
 
 

一、 定尾名词，变尾名词、半变尾名词。 

（ 一）阿拉伯语的名词因其尾符分为三种情况：定尾名词   、
 

变尾名词 和半变尾名词 。 

1.定尾名词：不论本身处于什么语法地位，其尾符都固定不 

变，因这类名词在形式上不带格的标志，故只能根据它们在句中 

的语法地位分别标为处于主格地位，处于宾格地位或处于属格地 

位。 

定尾名词主要有： 

（1）人称代词如： أنت             اى                  او 

（2）指示代词（不包括双数 ااتان    اذأن ( 如：ذلك            اذه 

（3）疑问代词（不包括 أىب (  如： كم        كبف        ما 

）不包括双数（关系代词 ）4أللذأن    أللتان  如：)    من        ما       ألتى
 

 ）不包括（条件名词 ）5  أ 如：)إذأ       كلما        أین       من      

（6）部分时空名词如： حین          أمس         ألن 

（7）11 至 19 的复数（不包括 أثنتا عشرة    \ أثنا  عشر (  和相似结构 

 。如： 的复合名词     عشر  أحد   \ثلثة   عشر   ;

（8））部分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如： سوریا        یحیى     یزی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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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变尾名词。 

随着本身语法地位的不同，其尾符会有相应的格的变化的名
 

词，主要包括： 

（1）双数名词； 

（2）完整式阳性复数名词； 

 五个名词： （3）حم       أب      ذو     فو     أخ

3.半变尾名词。 

随着语法地位的不同，其尾符会有部分格的变化的名词。如： 

半变尾名词 等，  شوأرع和   معالم        أماكن和本教材中出现的أیمن     شادیة 

的主要特点是：其尾符在泛指时不能标双音符。主要有： 

（1）阴性的专有名词：女人名和地名，如： ریمةك           سعاد  مصر     

（2）部分阴性专有名词：男人名和地名。如： بورسعید       نیویورك 

لأفع 半主动名词和（型  فعلى 其阴性必须为）型  فعلن（3） أبرأ ایم   型 

的半主动名词， 比较名词。 

（4）各种词型的极限复数名词，如： خرأئط         طوأبق 

（5）词尾衔有附加的延尾的 أ ء (  ألف _ (  的延尾名词。如： صحرأ ء 

 حضرأء

二、主动名词和被动名词
 

（ 一）主动名词。 

由动词派生的一种名词，表示动作的主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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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动名词的词型。 

用字母 ل – ع – ف  表示构成动词的基本字母，归纳总结动词派生主
 

动名词的规则如下： 

（1）安全式三简式动词（简称三母动词） فععل      فععل        فععل   的主动 

 名词的词型是：لل   فا如：    كتب  -كاتب 

（2）如果三母动词中间的字母是 أللف （即中空动词）فال  其
 

主动名词的词型是： فائل  如： قائلل -  قال 

（3）如果三母动词最后的那个字母是 ألوأو  或 ألیاء（即缺尾动词） 

 فعى  فعا， 其主动名词的词型为：  فاع  如دعا  -دأع            خش  -    ٍ◌ شخا

（4） 四母以上动词是把现在式动词的第一个字母换成合口 

符的مع  , 倒数第二个字母保留齐齿符，或改为齐齿符（如果是تفاعل 

 ：型的动词，最后的字母改标合口双音符。如     تفعبل

 سافر  -  ستفاد                 مسافر أ -  مستفید  م              بدتق  -  مبدتقابل               متق  -متقابل  

2.主动名词的用法： 

 如： 作形容词用， （1）     طعام  جااز                   ألستاذ   ألزأئر

 如： 作普通名词用， （2）فائدة         مترجم          طالب   

 如： 作专有名词用， （3）محسن                 زأارة        خالد               

主动名词主要是作形容词用，有性、数变化。阴性主动名词 

一般是在阴性主动名词的词尾衔接一个 " ة "  。主动名词的双数按 

一般双数名词规则变。其完整式复数随其性的不同按完整式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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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阴性复数的规则变。一些作一般名词用的三母动词的主动名词，
 

其复数按破碎式复数词型变化。 

（ 二）被动名词。 

被动名词是从及物动词中派生出来的一种名词，表示动作的承
 

受者。请看下列两组例句，注意意义区别。 

1、被动名词的词型。 
 
 
 

 مرئى  -  رأى
 

معدود  - بدع
 

 مقول  - قال

 

مكتوب –كتب 
 

 موجود  -  وجد
 

 مدع –دعا 
 

 مبیع –باع 
 

موظف –وظف 
 

 مستخدم –ستخدم  أ

 

میسور –یسر 
 

 متعب –أتعب 
 

 مقابل –قابل 

2、派生规则： 

（1）安全式三母简式动词的被动名词词型为مفعول  如： 

 كتب -  مكتوب                   ضرب -مضروب  

（2）三母中空动词فال  , 第二个字母原是 لواوأ  的，其被动名词 

的词型是مفول  ，第二个字母原是" ألیاء "   的，其被动名词的词型 

是 مفیل  。如： 

 مبیع -  معود                 باع – مقول                عاد –قال 

（3）三母缺尾动词 فعا （动词最后的字母是 لوأوأ   ) 或 فعى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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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母是 " ألیاء " ），其被动名词的词型是 مفعوب  或 مفعىب   。如： 

 مرم –رمى                   مخش –خشى                  مدع -دعا  

（4）四母以上动词变被动名词时，把现在式动词的第一个字母 

换成合口符的 " م "  。倒数第二个字母读音不变或改为开口符，最 

后的字母改标合口双音符。如： 

 مستقاد –ستقاد  أ                     مكرم -أكرم  

 ابلمتق -متقدم                       تقابل   –تقدم 

3、被动名词的用法：
 

（1）作形容词用。如： 

 یعةمكات  مشھور                   ألخبر  ألمعروف                       بضاعة  مب

（2）作普通名词用。如： 

 موضوع                      مھدب                 مشروبات             مأكولت

（3）作专有名词用。如： 

 ممدوح      منصور                        مرأد                            مختار                محمود

被动名词主要是作形容词用，有性、数的变化。 阴性被动 

名词一般是在词尾衔接一个 "    " 。 双数按一般名词变化。 

完整式复数随其性的不同按完整式阳性或阴性复数的规则变。 

有一些作为一般名词用的三母动词的被动名词，其复数按破碎 

式复数词型变化。 

三、半主动名词、比较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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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主动名词。 

半主动名词主要是从三母不及物动词派生出来的一种名词，
 

用来表示动作或事物的状态，性质等固有的特征。如： 

 مرأءألنیل  نھر  طویل                        ألزارة  ح

1.半主动名词的词型： 
 

动词词型 半主动名词词型 举例 说明 

 
阳性 阴性 

   
 
 

一般表示长期 

存在的，较为 

固定的特性或 

属性 

 

 فعل
 
 
 
 
 

 یفعل

 عظیم م عظیمة م  بعیدة  بعید فعییلة فعیل

 حسنة حسن م خطأ  م  خطأة فعلة لف

 حلوة حلو م صلبة  م صلب  فعلة لف

  فعالة ال
 شجاع م شجاعة

  فعالة الف
 جبانة جبان م

 

 فعل
 
 
 
 
 

 یفعل

 表示心理状态 فرحة فرح م م  قلقة  قلق فعلة فعل

 فعلن
 
 

 ى

 

 جوعان  م جوعى

 

 م تعبى تعبان

 

表示生理状态 

 م تعبانة تعبان جوعان م جوعانة فعلنھ فعلن
 

 表示颜色 حمرأء أحمر م ء م سودأ أسود فعلء أفعل

 派生于中空动词 دم  جیدةج جاد بةط م بط طاب د ةفي لف فال

 派生于重母动词 م لذیذة لذید لذ قلیلة م قلیل د  قلب فعیلة فعیل ف

 派生于病尾 م شھیة شھا شھ م علیة عل د عل ةفع فع فعا

 

 فع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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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词 ذكئة م ذكى ذك ةقو م قو قوى د فعیة فع فع

2、半主动名词的用法。 

 ）如 。作形容词用 ）1：    طویلة  إجازة              أللطیف  ألجو             حلو  برتقال

（2）作普通名词用。如： 

    یفألضع  تساعد أن  ألقوى  یجب  على

 ）如 。作专有名词用 ）3：   ألقصرة  ألعلج  بالموجة  فوق                حسن  مرض

（二）比较名词。 

派生于有比较意义的三母简式变化动词。主要说明两个人或
 

两事物在某方面相比，其中之一更具有明显的特性。 

 .比较名词的词型只有一种： 1فعلى    م   أفعل      ：如عظمى       م  أعظم
 
 
 

重母动词派生的比较名词没有阴性。如：أشدب               أخف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名词的阴性基本不用。如： أقدم               أثقل 

2.比较名词的用法。 

（1）表示比较，其形式为： … .  فعلأ   من   ( ⅆ ⅆ 比 ….更 … . ）。比 

 如 。较名词在前被比较名词在后：من  مرضھا         أشد  مرضھ

（2）表示最高级：有三种表达方式： ① 比较名词+ 泛指名 

词。表示最 ….的一个，最 ….的两个， … ….最 … … 的几个。 

如： 

 و سیلة  نقل  أسرع  ألطائرة

 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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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أقوى  مترجمین  فیصل  ویوسف

 ثلثة  إخوأن  أحسن  ام

② 比较名词+确指复数名词。表示“最 ….的 …..之意” .如： 

 ألطباء    أمھر  ألطباء  اذه

 ألطباء  أمھر ألطبیة  اذه

③ 确指名词+确指的比较名词。（作定语）如： 

 ألكبر  مھندس  أخوه

仅表示最高级， 比较名词必须与被修饰的名词性、数一致。  

（3）表示“最 ….之一。其形式为 ….. من  أفعل … ..（最 … ..之一）。 

比较名词后面的名词只能用确指复数形式。如： 

 ب  في  فصلنامنى  من  أذكى  ألطل

四、从属名词、简式动词、复式动词、刚性和柔性动词
 

（ 一）从属名词。 

从属名词是派生于名词的一种派生名词，用表示它与原名词
 

之前存在着的从属关系。 

1、从属名词的派生规则： 

（1）一般情况下，名词在变从属名词时，将其词尾改为齐
 

齿符，再加一个 " ى "  即可，其阴性则再加一个 " ة "  。 

 ：如ألصینى  م ألصي    –ألصین 

（2）词尾有阴性 " ة "  的名词派生从属名词时，去掉 " 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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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规则同上其余：ة    م طبیع  طبیع  -طبیعة  

（3）词尾原有 أللف  或 یا  的，或 یة的名词派生从属名词时，去
 

掉 أللف  或یا  或یبة其余规则同上。 

 ةرأسمال  م  سمالى أ -جغرأفى م  جغرأفیة رأسمالیة   -فرنسیى  م فرنسیة   جغرأفیا    -فرنسا  

2、从属名词的用法。 

 ）如 。作形容词用 ）1：     ألطبیعیة  ألمناظر               جامعیونطلب  

 ）如 。作普通名词用 ）2：   أجنب  كمال     لغة  مفیدة                       ألعربیة

六、简式动词和复式动词 

阿拉伯语的动词词根其字母的来源分为简式和复式动词。
 

（ 一）简式动词。 

简式动词的字母都是基本字母，分为三母和四母简式动词，
 

三母简式共有 6 式， 四母只有一式。（详见本教材 80 页） 

（二）复式动词。 

就是在简式动词的基础上，增加一个、二个或三个字母便为 

复式动词，增加的字母共有十个 " سألتمونیھا "  复式动词分为三母和 

四母复式动词。 三母复式有 12 式， 四母有三式。（详见本教材 

81 页） 

（三）刚性动词和柔性动词。（详见本教材 81-82 页） 

 

阿拉伯语动词的词根是一种抽象名词，它仅表示抽象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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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为，没有时间概念和行为主体。词根分为五种。即：米姆词
 

根，人造词根、形态词根、表次词根和普通词根。 

（ 一）普通词根的词型。 

即二十二门动词的词根，三母简式动词词根的词型很多，不 

太有规律，三母复式动词和四母简、复式动词词根的词型是有规 

律的。（详见本教材 101-102 页） 

（ 二）普通词根的双数与复数。 

词根在强调动作时，不能有双数或复数；但是词根在作普通
 

抽象名词用时，就有双数或复数变化。 

1.词根的双数变化方式如一般名词的双数变化一样。 

 主格为أن       宾属格为ین    ：例  خدمتین          خدمتان  - خدمة

复数变化规则： 

 1 三母简式动词词根的复数没有变化规律。如： 

 نجاحات  -دروس                      نجاح   -أعمل                     درس    - عمل 

2  三母复式以上的动词词根可按完整式阴性复数名词的变
 

化规律处理。 فعبل  型的动词词根复数有两种： تفعیلت  或 

如： 。تفاعیل 

 التنضال  ج  نض                         ج  إشارأت إشارة

 تعلیم  ج  تعلیمات تقالید                                تقلید  ج

（三）普通词根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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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抽象名词使用。如： 

 أن  أللبیب  من  ألشارة  یفھم

2.与意义上的主语构成正偏组合。如： 

 أبدأ  مساعدتك  لن  أنسى

3.与意义上的宾语构成正偏组合。如： 

 مساعدة  ألضعیف  وأجب  علینا

词根主要是作一般名词用，可以表示无时间概念的抽象动 

作，或不强调动作的抽象概念。在句中可以单独使用或与其它 

名词构成正偏组合使用。 

八、原因目的状语 

人们在陈述其动作或行为时，常常需要说明其发生的原因 

目的，而用来说明动作或行为发生的原因或目的的句子成分就 

叫作原因目的的状语。其形式主要有三种： 

（ 一）单词原因目的状语。 

由词根构成， 因处于宾格地位，故词根词尾标开口符，单
 

词原因目的状语主要有两种形式。 

 .如 。泛指词根1：ألبرد        من  حمایة  ألشتاء  یرتدى  ألناس  أللباس  ألثقیل  في

为了御寒，人们冬天穿上厚厚的衣服。 

2.词根与其意义上的宾语构成正偏组合。如： 

    حترأم  ألستاذ أو قف  ألطلب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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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起立向老师致敬。 

（ 二）短语原因目的的状语。短语原因目的的状语由介词短
 

语构成，主要有两种形式： 

1.介词 ب      من       ل  等与词根及其偏次构成。如： 

 .  للرأحة  ألشجرة  جلس  حسن  تحت

哈桑坐在树下休息。 

2.一些固定的介词短语搭配构成。如： 

    ألمطر  نزول  بسبب  أصبح  ألجو  باردأ

由于下雨，天气变凉。
 

三、句子作状态状语。 

句子不可以直接作原因目的状语，需要借助于其他虚词。句
 

子作原因目的状语分为两种： 

1. 动词句作原因目的状语。 

（句首要用来表示原因目的أللم  等虚词。如： 

 ة  .ارجألخ ة  وألدأخل  نشااد  ألتلفزیون  كلب  یوم  لنعرف  ألخبار

我们每天看电视了解国外新闻 

   أصیب  بالمرض  ألشدید لنھ   نقل  موس  إلى  ألمستشفى

穆萨得了重病被送进了医院。 

注：原因目的状语使用时，应注意下列规则：
 

1.单词原因目的状语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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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说明句中动词的动作或行为发生的原因或目的。 

2 所表示动作或行为与句中动词的动词或行为发生于同一
 

时间。 

 3 作单词原因目的的状语的词根与句中动词的主语须一致。 

4 作单词原因目的的状语的词根表现的是抽象的动作概念，
 

非具体的动作行为。 

凡不符合上述规则的，一定要在词根前面加介词 " ل "  ，或介 

词结构 من     أجل       بفضل        بسبب 等，构成介词短语作原因目的的状 

语。 

2. 动词句或名词句作原因目的的状语时，句首应分别加虚词لم  ألتعلیل
 

或 لنب  等。 

    

（一）إبن  类虚词。 

 إ 类虚词共有七个：   إ      أ     كأ        لك      لعل          لیت             ل

（详见本教材 143 页） 

：类似词有下列共同特点  إبن
 

1.其后必须是名词句。 

2.名词句的起语作它的名词，词尾改为开口符。
 

3.名词句的谓语作它的谓语，词尾符号不变。 

其用法及其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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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个名词。 

阿拉伯语中有五个名词： ذو      فو       حم        أخ          أب  ,  它们的单 

数在与其它名词，代词（第一人称的 ءیا   除外）构成正偏组合时， 

其主、宾、属格不是用符号标出，而是用字母"  ى     أ     و  "  表示。 

（详见本教材 144—— 145 页） 

 

（ 一）残缺动词的定义 

意义不完整的动词，不能单独使用，后面必须是一个名词句 

才能表达完整的意思。而这类动词被称为残缺动词，其作用是从 

时间或形态方面限制和修饰原先的名词句。残缺动词后面名词句 

的起语称为残缺动词句名词，仍处于主格，名词句的谓语仍称为 

残缺动词的谓语，改为宾格或处于宾格地位。如： 

 .  موظفا   ألعزیز  عبد  لیس .1

谓语    名词 

 .  شقدم  في  یعمل    سعید  ما  زأل .2

谓语        名词 

（ 二）残缺动词的用法： 

常用 كان 个 共有类残缺动词：13    بات   كان    لیس أصبح   أمسي   أضحى ظل
 

 فكأن فتیئ  ما ما  ما زأل  ما دأم  ما برح

这类残缺动词的谓语可以是单词、短语、句子、用法详见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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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167 页） 

十一、被动动词 

被动动词是由主动动词演变而来，而其主语被省略，将原先的
 

宾语改为主语，改称为代主语。如： 

 ألدفاتر  إلى  ألستاذ  قدمنا

我们把作业交给了老师 

 اذألست  مت  ألدفاتر  إلىبدق

作业交给了老师 

（一）被动动词的构成： 

一般从及物动词演变而来。其演变规律如下：
 

1.过去式： 

① 将倒数第二个字母改标齐齿符 

②他前面的字母凡是带动符的均改标成合口符
 

③其余符号不变 

. ألوأو 换成  أللف 型动词过去式变被动式时，必须把  تفاعل 和  فاعل
 

2.现在式： 

① 将词首字母改标合口符（原来就是合口符的不变）。 

② 将倒数第二个字母改标开口符（原来就是开口符的则不
 

变） 

③ 其余符号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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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柔母和重母动词有主动变被动时变化比较复杂，暂不详
 

述仅例举一些常用形式如下，便于大家套用。 

三母动词： 

 یشفى –شفى                   یشفى  –یقال                  شفى  –یقول              قبل             –قال 
 

 یدعى –یدعو 
 

 دعى –دعا     یوضع             -یضع 

 بدیر  - بدیر

 

وضع –وضع 
 

 بدر – بدر

四母动词： 
 

 ىیس –ى یس                سمى –سمى 
 

 یقام –یقیم 

 بدیع – بدیع

 

 أقیم –أقام 

 بدأع – بدأع

五母动词： 

 یشترى –أشترى               تشترى  –أشترى 
 

 یختار – ارأختیر                   یخت –أختار 

六母动词： 

 ستعد أ – بدستع أ                     یستغنى –ستغنى                 یستغنى  أ –ستغنى  أ

 یستفاد –یستفید                         ستفید أ –ستفاد  أ                     بدیستع – بدیستع

（ 二）被动式动词的用法： 

及两物和及三物动词在使用其被动式时，一般是将其第一宾语 

改为主格，作代主语，第二、第三宾语仍保留宾格，作定语，但 

一般及两物动词的被动式，则可以在其第一宾语前加介词 " Jل  " 

或ألي  , 用第二宾语作代主语，标主格。另外，有一些动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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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多用被动式。如： فىش   ولد     أستشھد         توفى   等，这些动词以被动 

式的形式出现，但大多数都表示主动的含义，有的还可以间接及 

物。 被动式动词主要用于下几种情况。 

1. 宾语需要特别强调，故意省略主语时。
 

2.不知道主语时。 

3.不愿提及主语时。 

4. 习惯上只用其被动式时。
 

十二、关系代词 

关系代词分为专用关系代词和普通关系代词。常用的专用关系 

 ：代词有أللوأتى           أللتان           ألتى         ألذین         أللذأن           ألذى    

常用的通用关系代词有两个： ما     من 

1.专用关系代词有阴、阳性和单、双、复数之分，每个专用
 

于一定的范围。 

2.通用关系代词没有性和数的区别。 

3.关系代词后面必须带一个关系子句。 

4.系子句中必须有一个性、数与关系代词一致的代词，这
 

个代词被称为归词。 

一、专用关系代词的用法（详见本教材 208 页） 

二、通用关系代词的用法：（详见本教材 209 页）
 

关系代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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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数 

 

格 
性 用途 

阳 阴 
 
 
 
 

作确指 

名词 

作主语 

 
 
 
 
 

可用于
 

人或物 

 

专 
 

用 

单 主、宾、属 ألذى 
 

 ى
 

主 أللتان أللذأن 

双 宾、属 أللتین أللذین 

复 主、宾、属 أللوأنى ألذین 
   

 أللتى

 

通 
 

用 

单 主、宾、属 من 只作确指 用于人 

双复 主、宾、属 ما 名词 用于物 

十三、状态状语 

（一）状态状语的定义 

说明动作发生主语，宾语的状态或外界情况的句子成分称为 

状态状语。状态状语为宾格，被描述对象应象应该是确指名词。 

如： 

 .  ألشباك  وأقفا  أمام  رأیت  یاسرأ

我看见亚西尔在窗前站着。
 

（ 二）状态状语的种类： 

1.单词状态状语。 

 أل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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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派生名词，词根式或普通名词作状态状语，词尾标开口符。
 

如： 

）半主动名词（ء    دأسع یعیش  ألطبة  في  ألجامعة
 

 （主动名词）وأقفین     أشربا .

 ）从属名词（رأیك    أوأفق  على    اشخص  أنا

单词作状态状语有下列共同点： 

（1）词根、普通名词作形容词的派生名词均可作状态状语。
 

（2）派生名词作状态状语时，其性、数应与被描述一致。 

（3）词根、普通名词作状态状语时，其性、数不需与被描述对
 

象一致。 

（4）单词状态状语必须是泛指宾格。
 

2.短语状态状语。 

以介词短语或时空副词短语出现的状态状语，处于宾格地位。
 

如： 

 （介词短语）  نتحدث  ببھجة  و مسرور ( 1

 （时空短语）رأیت  دفترك  تحت  ألقاموس    2(

短语状态状语有一下共同特点: 

（1）无论是介词短语，还是时空短语作状态状语时，均无
 

性、数、格变化。 

（2）描述对象是主语，宾语等确指名词，不是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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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句子状态状语。 

名词句、动词句均可作状态状语。
 

名词句作状态状语。如： 

 .  ء سعدأ  و نحن  رحعنا  إلى  ألجامعة .1

 .  و ألبحیرة  اادئة  مثل  ألمرآة  ألقاربتجدف   .2

名词句作状态状语有下列特点： 

1.句前一般要加 ألوأو 。 

2.被描述对象是主语，宾语时，从句中需要有一个与被描述
 

对象性、数、一致的人称代词。（称之为归词） 

3.被描述对象是外界状况时，从句中需归词。
 

动词句作状态状语。如： 

 .  شجرةأل  حلس  تحت  رأیت  عفیفا

 .  رملئى  و قد  نام ألغرفة  دحلت

动词句作状态状语有下列特点： 

（1）现在式动词句作状态状语时，不需要加 " ألوأو "  。 

（2）现在式动词句作状态状语时，不用于描述外界状况。 

（3）过去式动词句作状态状语时，肯定句前要加وقد  否定句 

 前加ألوأو  。

（4）被描述对象是主语，宾语时，从句中需有一个与被描
 

述对象性、数一致的归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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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被描述对象是外界状况时，从句中无需有归词。
 

十四、数词一百、千、百万、十亿 

百) مائة (  干 ) ألف (  百万 ) ملیون (  千亿 ) ملیار (  都是单数名词，
 

本身没有性的区别，它们的格由其尾符来表示。具体用法如下： 

一、百： 

 .  مائة  زأئرة و  مائة  زأئر  ألمتحف  قد  زأر ( 1

 مجلة  .  ما ئتى و  كتاب أشترت  ألمكتبة  ما ئتى  2(

 مائة  مندوبة  .حضر  ألجتماع  ثمانیمائة  مندوب  وخمس 3(

从上述例句可以归纳如下： 

与其所表示的人或物（区分语）构成正偏组合，不  مائة       .1
 

反阴、阳、该正偏组合的格由正次 مائة  表示。 

，与其所表示的人或物（区分语）构成正偏组合时  مائتان      .2
 

词尾的 نون去掉，其余同上。 

3.      三百到九百，数词三、 四 … …九用阴性，与 مائة反阴阳， 

并与其连写构成正偏组合，再与其区分语构成多环式正 

偏组合，格 正次三、 四 … …九表示。 

。要写出来" ى " 是缺尾名词，确指和宾格时，词尾的  ثمان      .4
 

因此，在构成八百时要注意写出其词尾 ثمانیما ئة – ى      ه  。 

二、千、百万、十亿： 

 طالبة  .  وألق  طالب  في  جامعتتا  ألف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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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زأئرة  .  وملیون  زأئر  ملیونألمدینة    اذه  قد  زأر ( 2

 في  اذه  ألدولة  ملیار  نسمة  منھم  حمسمائة  ملیون  فلح ( 3

 كلمة  .  ملیونى  من  تتكون  ألموسوعة ( 4

 .  ألف  ضعف  رونى  ألجسم  بحائتىأللكت  یكبر  ألمجھر ( 5

从上述例句中可以看出十、百万、十亿使用时间有下列共同特点： 

1.一千、一百万、十亿及二千、二百万、二十亿的用法与一
 

百、二百的用法一样。 

2.三千到一万、三百万到一千万、十亿到一百亿中、千、百 

万、十亿前面的数词用阴性单数（即与千、百万、十亿反阴阳） 

与千、百万、十亿组成正偏组合，再与区分语构成组合，格由正 

次表示。 

3.万、十万、千万、亿的表示。 

阿拉伯语没有万、十万、千万、亿的数字，所以万用عشرة  ألف  

来表示（十个千） “十万”用 مائة  来表示；千万用 ةعشر  ملئین   来 

表示；亿用 ملئة ملیون  来表示。这些数词作加区分语的规则与千、 

百万、十亿后面加区分语的规则相同。如： 

 عشرة  ألف  طالب  ( طالبة ) ( 1

 تسعمائة  ملیون  موأطن  ( موأطنة )2(

三、较大的数字的读法。 

较大的多数位一般由大位小读，但读到十几的时候，要先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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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位数，后读十位数。 区分语的数和格由最后读出的数词决定。
 

如： 

 وستون  یوما  .  وخمسة ثلثمائة في  ألسنة

十五、同位语 

一、同位语的定义 

有一些名词跟在另一些名词的后面，与它们同格，对它们进 

行更具体。更清楚、更完整地说明。这种句子成分就叫作同位语， 

其前面的名词称之为原位语。如： 

 .  اشام  غرفة  نوم  زمیلھ  شھیرذأت  لیلة  دخل   ( 1

 .  ألربیع  وألصیف  وألخریف  وألشتاء فصول :  أربعة  في  ألسنة 2(

从上述例句中可以看出，同位语（划直线部分）与其原位语 

（划曲线部分）同格。但在句子中，原位语是主要的，同位语是 

一种次要成分，两者之间可以加冒号，不能加任何连接虚词。 

（ 一）同位语的种类及其具体用法：
 

同位语可分为三种： 

1.整体同位语。 

这种同位语实际上和原位语就是同一个实体，整体同位语的 

作用是更具体，更清楚地说明原位语，同位语和原位语一般不用 

同一个词，如果用同一个词，往往带有偏次或定语，深化原位语 

的含义，进一步阐明基础切内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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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ألجملة   اذهزأار    قد  فھم

2.部分同位语。 

这种同位语是原位语的一部分，部分同位语与原位语在意义 

上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部分同位语中常常有一个归于原位语的 

代词，作它们之间的联系词，但在详述原位语的各部分时，同位 

语不需要代词作联系词。如： 

 .  عمتھا  یداا قبلت  علیة

3.内含同位语。 

这种同位语不是原位语的直接组部分，而是它的一种属性， 

特点或特有的现象。它也需要一个与原位语性数相一致的代词构 

成正偏组合，把同位语与原位语联系起来。如： 

 .  ألفلیم  موسیقاهیعجبنى  

十六、条件句 

一、条件句的定义 

用以表示假设、推测、或某事只能在某条件下才能发生等含
 

义的虚拟句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条件句，句首需加条件工具词。 

（ 一）条件句的构成： 

条件句是一种复合句，是由条件工具词+条件子句+条件结句
 

构成的。如： 

   أردت  أن  ترى  وتعرف  ألشیاء  ألكثیرة  عن  ألبلد  ألبعیدة      یجب  أن  تزوراا  أول       إذ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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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结句            条件子句                    条件工具词 

（ 二）条件工具词的种类： 

条件工具词按其对动词词尾的影响与否，可分为两类：不影 

响现在式动词词尾变化的条件工具词和影响动词词尾变化的条 

件工具词。 

1.不影响动词词尾的有 6 个： 

 إذأ                كلما                  لما                لو             أما         لول

2.影响动词词尾的有 8 个： 

 إن              من            ما          أ          متى          نأی                مھما          كیفما    

（三）结句之前加 " فاء "
 

1.结句为名词句。 

2.结句为疑问句。 

3.结句为命令式或禁戒式。
 

4.动词句。 

5.结句为用 ما  或 لن  否定的动词句，用 ل  或 لم 否定的可加可不 

 加 ألفاء。

6.结句句首有 إن   قد      سوف     س  等虚词。
 

7.结句句首是无变化动词句。 

十七、强调语 

一、强调语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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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伯语中，用来加强一个单词或句子的含义，语气、以 

排除猜测，突出重点的句子成分叫强调语。被强调语所强调的单 

词或句子叫作被强调语，强调语与被强调语是同格语。 

强调语分为两类： 

（ 一 ）意思强调语 

用一些特定的词来强调被强调本身，常用作强调的词有： ذأت
 

 。（详见本教材课本 317— 318 页）     نفس   كل  جمیع

在使用意思强调语时，应注意下列规则： 

.1  。用于强调双数和复数时，用其复数  نفس       

在强调人称代词时，在前面必须要先加一个与被强调  نفس     .2
 

语性，数一致的独立主格人称代词作强调语。 

在强调人称代词时，其前面可加一个被强调语性  كلب  جمیع  .3
 

数一致的独立主格人称代词作强调语，也可不加。 

4.  都要和一个与被强调语性，数一致的属格接尾人称代词
 

构成正偏组合。 

（ 二 ）字面强调语。 

字面强调语是通过重复一个单词，代词、动词、虚词或短语，
 

句子来强调词被强调语。（用法详见课本 318— 319 页）。 

字面强调语在使用是只起强调作用，应注意下列规则：
 

1.用字面上相同或词义相近的名词，句子作其强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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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只能出现一次，不能出现两次。 

3. 强调独立主格，内容或主、宾、属格接尾人称代词时，必须用
 

独立主格人称代词。 

 

一、程度状语？ 

用来强调动作，或说明动作的动态，程度，性质以及次数的
 

句子成分叫作程度状语。如： 

 .  ألفھم  كل  ألمثل  قد  فھمنا

（ 一）程度状语的种类： 

程度状语主要有词根构成，处于宾格地位，故词尾标开口符。
 

表现形式主要有下列三种： 

1.用动词本身的词根或同义词的词根。如： 

 .  أختلفا  عن  أللغة  ألصینیة ألعربیة تختلف  أللغة

2.定语代替省略了的词根作程度状语。如： 

 .  جیدأ ملة )معا یعامل  غالى  زملءه  (

3.程度状语代替了省略了的动词在句中起作用。如： 

 !  قیاما ) ( قوموأ

程度状语在使用时，应注意下列规则：
 

1.程度状语用以说明动作。 

2.一般用泛指，宾格的词根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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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代程度状语的词根省略后，其定语作代程度状语时，只能
 

用其阳性形式。 

（ 二）程度状语的作用词： 

程度状语作用主要是动词、词根及能起动词作用的派生名词。
 

程度状语和状态状语的区别： 

1.程度状语的说明对象是动作，即动词，状态状语的描述对象
 

是主语，宾语等。 

2. 形容词作程度状语只用其阳性，单数形式，形容词作状态
 

状语其性，数要与被描述对象的性，数相一致。 

十九、介词 

介词不能单独使用，必须与其受词—名词，代词或词组— 

连用组成一个介词短语，才能完整的意思，才能充当一定的句 

子成份。介词受词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属格或处于属格地位。 

介词共有十九个： 

 من          أللم          ألكاف            يف             عن              ألباء       على       إلى

 لعلب           لوأو          ألتاءكى           أ              ر             حتى           منذ (مذ )

 حاشا               متى             خل                  عدأ

二十、字面正偏组合 

字面正偏组合的正次必须是一个能起动词作用，能作形容
 

词的派生名词，主动名词，张大名词，被动名词和半主动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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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名词也可以作字面正偏组合的正次，字面正偏组合的偏次， 

从意思上说：必须是正次的主语（代主语）或宾语。字面正偏  

组合的确指或泛指是由正次来表示的，正次如果带有冠词，整 

个字面正偏组合就是确指，否则就是泛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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