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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动词静态和动态比较

王 欢，卢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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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语的构句以动词为核心，研究动词的语法意义对英语学习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本文就

英语动词易混淆的静态和动态涵义，即表达状态和动作含义的动词的基本语法特征加以比较，以期对它们

的“词汇意义”和“进行体”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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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英语的构句是以动词为核心，研究动词的语

法意义对英语学习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在英语

学习和使用过程中，由于对动词的词汇意义缺乏

必要的分析，不时会出现言语理解的偏差，甚至

错误。究其原因，是由于对英语动词的静态和动

态用法缺乏必要的认识。

我们 不 可 以 说：012 343567286 9: ;2<=8>98> 6=
?5, @<986=8, 但是我们就可以说：012 :=<A925: B252
4<3C98> ;3:2;3<< B19<2 61295 =DD9E25: B252 B36E198>
0F,

那么，同样是动词，能用进行体的标准和理

论依据是什么呢？

《 牛 津 大 辞 典 》 （!’’+） 是 这 样 定 义 “ 动

词”的：3 B=5A 6= 98A9E362 612 =EEG5528E2 =D =5 425H
D=5738E2 =D 38 3E69=8 =5 612 2I9:628E2 =D 3 :6362 =5
E=8A969=8, 该定义显然包含了“动作”和“状态”

两方面的含义。语法学家夸克（J, KG95L）等人，

则在《当代英语语法》（- M537735 =D @=86274=H
535C N8><9:1）中指出：英语动词的动态用法和静态

用法是英语语法中一个带根本性的区别。根据现

代语言学的理论，英语动词按其词汇意思，可分

为静态动词（O6369P2 F25;:）和动态动词（QC8379E
F25;:）。前者是表示一种状态的动词，一般不用

进行体；后者是用来表示动作或运动的动词，通

常能用进行体和非进行体。

原来句中的“;2<=8>”是静态动词，不能用进

行体$ 相反，“4<3C”和“B36E1”是动态动词，可

以用于进行体。所以，研究动词的静态和动态意

义，对于构建英语句子十分必要。

! 静态动词

!" ! 定义

静态动词，《当代英语大辞典》（!’’+ 年 %
月 ） 的 解 释 为 ：;298> 3 P25; 6136 A2:E59;2: 3 :6362
536125 6138 38 3E69=8 =5 2P286 ⋯352 8=6 G:G3<<C G:2A
98 45=>52::9P2 D=57:, 即表示现时或过去存在的某种

状态，而非动作，也有语法学家称其为状态动词

（O6362 F25;:）。这种动词显著的特点就是它们一

般不用进行体，因此，能否用进行体关键在其词汇

意义。

!" # 分类和意义

", !, " “R2”和“)3P2”

使 用 最 广 泛 的 静 态 动 词 是 “R2” （ 是 ） 和

“)3P2”（有），一般情况下，它们表示主语所

处的状态或关系，表示相对静止的状况，因而均不

能用于进行体。例如：

0=7 G:2A 6= ;2 3 5=;;25$ ;G6 8=B3A3C: 12 9: 3
P25C B2<< . L8=B8 S0 28>98225,

O12 13: 3 :65=8> -G:653<938 3EE286 98 19: N8><9:1
:422E1,

", !, ! 感官动词

与感官有关的动词（F25;: =D T25E2469=8）如：

:22$ :72<<$ 63:62$ D22<$ 1235$ :=G8A$ 26E, 这类动词

收稿日期：!’’% . ’& . ’+
作者简介：王欢（!"#$ % ），男，讲师，西南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在读硕士，主要从事大学英语教学法及英汉对比研究。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U=G583< =D V9E138> @=<<2>2·O=E93< OE928E2 NA969=8
F= <, ""/$W’ , +
Q2E, ，!’’%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 第 !" 卷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数量不多，但常用，用它们所表示的感觉是无意义

的，而不是自觉的，是客观外界存在的物体作用于人

们的感觉器官，从而使人感觉这类动词一般只能用

非进行体。例如：

"#$ %&’$() *$$+, -&.%/0-+1
"#$ ,)%/2 3$,(/4&$3 4. 567 ,%8.3, /$-,%.-&+$1
"#4, */84) ,0$++, )$//4&+$9 &8) )-,)$, .4($1
:1 !1 ; 情感动词

表达心理状态或主观情感的动词（5$/&, <$.%)=
4.> - ?)-)$ %* @4.3 %/ A$$+4.>），如：&$+4$B$9 3%8&)9
$CD$()9 3$,4/$9 04.39 40->4.$9 E-.)9 E4,#9 +4F$9
+%B$9 #-)$ 等，这类动词往往表示主语的态度或感情

色彩而非动作，所以不能用进行体。例如：

G#-) 2%8 E-.) 4, -+,% E#-) E$ #%D$ 1
H 3%.’) &$+4$B$ )#-) )#$2 #-B$ -((%0D+4,#$3 )#$

)-,F -#$-3 %* )40$1
"#$ D$%D+$ -/%8.3 #$/ +%B$3 #$/ 3$$D+2 *%/ #$/

+%B$ %* )#$ D%%/1
G#-) I#4.$,$ 0%,) 3$,4/$3 .%E 4, - *%/$B$/ J +%.>

D$-($1
:1 !1 K 关系动词

关系动词（L$+-)4%.-+ 5$/&,），如：(%.)-4.9 0$-=
,8/$ 9 (%,)9 3$,$/B$9 +-(F9 4.B%+B$9 0-))$/9 .$$39
(%.($/.9 D%,,$,,9 /$M84/$9 /$,$0&+$9 $)(1 及短语动

词 -DD+2 )%（适用于），&$+%.> )%9 34**$/ */%09 (%.,4,)
%*9 3$D$.3 %. 等，它们只阐述一种情况而非动作，所

以通常不可用进行体。例如：

7++ )#$ #4,)%/4( ,4)$, #$/$ /$M84/$3 )% &$ /$&84+)1
"#$ /4>#) %* ,$++4.> )#$ +-.3, &$+%.>, )% )#$ ,)-)$1
G#-) E$ ,#%8+3 3% .$C) 3$D$.3, %. )#$ (%04.>

.$E 34/$()%/1

! 动态动词

!" # 定义

动态动词，《当代英语大辞典》（!NNK 年 O
月）解释为：&$4.> - B$/& )#-) 3$,(/4&$, -. -()4%. %/
$B$.) /-)#$/ )#-. - ,)-)$，英语中的动态动词按照其

词汇意义，通常用来表示某种运动状况，是表示动

作的动词，可用进行体或非进行体，因而有的语法

学家也称之为动作动词（7()4%. 5$/&,）。决大多

数英语动词都具有此种特性和用法。

动态动词从词汇意义一般分为四类，现就其含

义及用法进行比较。

!1 ! 活动动词（7()4B4)2 5$/&,）
这 类 动 词 所 占 的 数 量 最 多 ， 如 ： 3%9 E%/F9

E/4)$9 #$+D9 /$-39 D+-29 $)(1 它们既可用于非进行

体来说明事物的行为或运动状况；也可用于进行体

来表示各种持续动作，表示动作正在进行中。例

如：

"#$2 -/$ E%/F4.> #-/3 ,% -, )% ,$/B$ )#$ D$%D+$
#$-/) -.3 ,%8+1

G$ E$/$ D+-24.> )$..4, E#$. #$ (-++$3 0$ -) )#4,
0%0$.) 2$,)$/3-21

"#$ ,$/4%8, 3$D/$,,4%. 3/%B$ #$/ ,)$D J 0%)#$/
0-31

"#$ .$E (%0$/ E/4)$, #%0$ &2 $ J 0-4+ )E4($ -
E$$F1

"#$ 0-.->$/ -.3 #4, ,$(/$)-/2 E4++ &$ *+24.> )%
P$E Q%/F .$C) ?-)8/3-21

"40$ *+4$, +4F$ -. -//%E1
G$ (-. R ) >% %8) *%/ - E-+F9 H) R , /-4.4.> (-), -.3

3%>,1
H) .$B$/ ,.%E, 4. E4.)$/ &8) 4) /-4., %*)$. 4.

,800$/1
!1 ; 过程动词（S/%($,, 5$/&,）
这类动词主要用来表示事物的变化，在进行体

中表示事物正在发展中。常用的有：)8/.9 >/%E9 &$=
(%0$9 (#-.>$9 3$)$/4%/-)$9 ,#%/)$.9 40D/%B$9 ,+%E
3%E.9 $)( 例如：

"#$ (-.-+ ,#%/)$., )#$ ’%8/.$2 >/$-)+21
"#$4/ %&’$()4%., -/$ ,+%E4.> 3%E. )#$ D/%>/$,, %*

)#$ .$>%)4-)4%., %* G"61
"#$ /$+-)4%., %* ?4.% J T-D-. #-B$ &$$. 3$)$/4%=

/-)4.> 4. )#$ +-,) *4B$ 2$-/,1
U$.$/-++2 >4/+, 0-)8/$ $-/+4$/ )#-. &%2,1
!1 K 短暂动词（@%0$.)-/2 5$/&,）
这类动词的动作往往表示瞬间发生，并迅速结

束的动作，一般来说没有持续性。它们既可用于一

般现在时和一般过去时，表示目前、眼下或过去经

常性的短暂动作；也可用于进行体，表示瞬间动作

的重复。常用的动词有：,#8)9 D-,,9 ’80D9 F.%(F9
F4(F9 $)(1 例如：

"#$ 2%8.> 0-. >%$, 8D,)-4/,9 ,)%D, -) )#$ /%%0
-.3 F.%(F, -) )#$ 3%%/1

VB$/2E#$/$ )#$2 -/$ F.%(F4.> )#$4/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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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12$ ()# 3&%430&1 )$ $2’ $)5*’ 0&

4*)##+
62’ .%%$5)** .)&# %& $2’ 7*)81-%9&: )-’ 42’’-0&1

$2’0- *%;’*8 $’)<+
=’ $%%3 20# 5)** > 7’& %9$ )&: #01&’: %& $2’ :%4?

9<’&$ 7)7’-+
!+ @ 位移动词（6-)&#0$0%&)* A’-5#）
这类动词是用来表示位置的转换及变化，在进

行体中有开始的含义，接近于位置发生变化，这类动

词也可用一般时。常用的如 *)&:B .)**B )--0;’B *’);’B
:0’B *%#’B ’$4+ 例如：

C$ &012$ $2’ )0-7*)&’ 0# *)&:0&1 )$ =%&12’ )0-7%-$+
62’ #207 *)&:’: )$ D)&1#2)& ,%-$ *)#$ 69’#:)8+
=’ :0’: ) <)-$8- $% $2’ -’;%*9$0%& )$ $2’ )1’ %.

$(’&$8 > #’;’&+
C.$’- (’ )--0;’:B A04$%- ()# :80&1+
62’ EF 0# *%#0&1 0$# ):;)&$)1’# 0& $20# 59#0&’##

.0’*:+
C# (’ *’.$ $2’ 2%$’* )$ $2’ $%7 %. ) <%9&$)0&B )

*012$ -)0& ()# .)**0&1+
/)-3 4*%9:# 29&1 %;’-2’):B )&: ) 2’);8 -)0& .’**+

! 静态动词的动态用法

通过对英语动词的“静态”和“动态”的定

义、分类、意义等的探讨，有一种现象特别需要注

意，即动词静态与动态的区分是相对而非绝对的，

尤其是部分静态动词，它们具有的不同词汇意义，

往往决定是否能够用于进行体；这类静态动词虽然

数量不多，但影响很大。下面就部分常见的可用于

进行体的静态动词加以讨论。

!" # “$%”动词

当动词“5’”表示“表现”或“行动”等词汇

意义时，便成为动态动词，此时动词 5’ 可用进行

体，跟表示一种行为或扮演一种角色的形容词或名

词连用。例如：

G8 :’)- 420*:B 8%9’-’ 5’0&1 <’-’*8 420*:0#2+ H I
5’2);0&1 420*:0#2*8 J

K%2& 0# 5’0&1 ) <)-$8-+ H I )4$0&1 *03’ ) <)-$8- J
“D%9L -’ 5’0&1 ;’-8 4*’;’- $%:)8”(%9*: 0&:04)$’

$2)$ $20# ()# 9&9#9)*+
M 2);’ :’40:’: $2)$ M ()# 5’0&1 #’*.0#2+

F2’ ()# 5’0&1 $’--05*8 ’&’-1’$04+
62’ *0.’ 2’-’ ()#&’$ 5’0&1 1%%: .%- 2’-+
!" &“’()%”动词

当动词“2);’”表示“有”的词汇意义时，一

般用于静态意义，不用进行体；当其与不同的词构

成一些常见的词语搭配时，表示各种不同的活动，

便具有明显的动态意义，几乎可以表达衣食住行、

吃喝拉撒的各种意义，甚至可以代替诸如“’)$”、

“:-0&3”、“$)3’”、“1% .%-”等实义动词。如：

62’8 (’-’ 2);0&1 H :-0&30&1 J $’) 97#$)0-# )$ $2’
K)7)&’#’ $’) 2%9#’ N9#$ &%(+

6’** 20< M’< 2);0&1 ) :0#49##0%&—) 4%&.’-’&4’+
O%<’ 0&+ P’’-’ 2);0&1 ) #4’&’+
M #977%#’ (’ #2)** 5’ 2);0&1 #%<’ #%-$ %. 4’*’?

5-)$0%& .%- $2’ 5-0:’+
P2)$ )-’ 8%9 2);0&1 H ’)$0&1 J .%- *9&42Q
C*04’ 0# &%$ 0&+ C&: #2’ 0# 2);0&1 H #7’&:0&1 J )

2%*0:)8 0& R9-%7’+
D%9 4)& .0&: 20< %;’- $2’-’+ =’ 0# &%( 2);0&1

H 1%0&1 .%- J ) ()*3 )*%&1 $2’ -0;’-+
S%%3 )$ $2%#’ #7’40)* 7%*04’(%<’&+ 62’8 )-’

2);0&1 ) 1%%: $0<’ H ’&N%80&1 $2’<#’*;’# J %& $2’
7*)81-%9&:+

P’ (’-’ 2);0&1 ) -’)**8 0&$’-’#$0&1 42)$ H 42)$$0&1
-’)**8 0&$’-’#$0&1*8 J (2’& S0&42 )--0;’:+

!" ! 情感动词

当诸如 5’*0’;’B :%95$B ()&$B (0#2B *%;’ 等表

达心理状态或主观情感的动词，用来表示动作时，

其词义往往会发生改变，则可用进行体。有时当

()&$B 2%7’B (%&:’- 等用进行体的动词形式时，则

表示委婉、礼貌的语气，与动作没有关系。例如：

62’ 4-0<0&)* ()# ’T7’4$0&1 H()0$0&1 .%- J (%-:
.-%< 20# .’**%(#+

62’ 7-’#’&$ O20&’#’ U%;’-&<’&$ )-’ $20&30&1
)5%9$ H ’T)<0&0&1 J $2’ ()8# $% #%*;’ #%<’ #2)-7 #%40)*
4%&$-):04$0%&#+

M ()# ()&$0&1 $% $)*3 $% 2’- (2’& #2’ )--0;’:+
62’ $’)< )-’ (%&:’-0&1 2%( $% (0& $2’ 1)<’

V9043*8+
62’ %*: (’-’ 2%70&1 $2)$ $2’ *%4)* 4%<7)&0’#

(%9*: 10;’ $2’< 7-)4$04)* 2’*7+
!" * 关系动词

若英语中如 4%&$)0&B <’)#9-’ B :’#’-;’B 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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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 %)1 23)%#’4 0+&*( ’) 5)67’(8

#$%& ’()*，+, -.

/012334 35 6378.9* +)*9()98:; <)*=2.2() ,*.>87:.?@，<)*=2.2() 0.12()* ABCDDD; E2.*) F

!"#$%&’$( G87H: 13*:?.?(?8 ?28 1378 35 I*94.:2 :8*?8*18:J K? .: .*:?7(1?.>8 537 I*94.:2 48)7*87: ?3 :?(L@ ?28
97)MM)?.1)4 M8)*.*9:J N2.: O)O87 .*?8*L: ?3 M)P8 ) 13MO)7.:3* 35 ?28 97)MM)?.1)4 58)?(78: H8?Q88* ?28 :?)?.>8
>87H: )*L L@*)M.1 >87H: Q2.12 )78 35?8* 13*5(:8L; ?2)? .: ?3 :)@; ?28 13MO)7.:3* 35 ) :?)?8 )*L )* )1?.3*; :3
?2)? ) 5(7?287 :?(L@ 35 ?28 48R.1)4 M8)*.*9 )*L ?28 O73978::.>8 ):O81? H8?Q88* ?28M Q.44 H8 1)77.8L 3(?J

)*+ ,-%.#( G87H:；0?)?.>8； S@*)M.1；$:O81?
X责任编辑：张俊之 Y

*88L; 13*187*; O3::8::; 78T(.78; 78:8MH48 等表示关

系的动词用进行体表动作，这时便由静态转变为动

态动词，其词汇意义也随之而发生变化。例如：

N28 ?Q3 9.)*? O)*L): )78 78:8MH4.*9 / )78 H813MU
.*9 M378 )*L M378 4.P8 F 8)12 3?287 .* )OO8)7)*18 37
*)?(78J

N28 23:? :).L ?2)? ?28 V378)’: M.:?)P8 Q): 13:?.*9
/ H7.*9 978)? .*W(7@ ?3 F ?28M L8)74@J

N28 9.74 Q23 93? 4(*9 1)*187 Q): )OO4@.*9 ?3
/M)P.*9 ) 78T(8:? ?3 F ?28 :31.8?@ 537 284OJ

!" # 感官动词

英语中如 :88; :M844; ?):?8; 5884; 28)7; :3(*L 等

这类动词，如用作动态动词表主动含义时，往往会改

变其词义，并可用进行体。例如：

’8 Q): :88.*9 / 7818.>.*9 F ?28 5378.9* 9(8:?: 573M
K7)* Q28* K 28)7L ?28 *8Q:J

N28@ )78 :88.*9 / :)@.*9 933LH@8 ?3 F ?28.7 13(:.*
355 )? ?28 :?)?.3*J

N28 W(L98 .: 28)7.*9 / )??8*L.*9 F ?28 1):8 *3QJ
X)7@ Q): H8*L.*9 L3Q* H81)(:8 :28 Q): :M844.*9

/ (:.*9 287 :8*:8 35 :M844 .* 37L87 ?3 48)7* F ?28:8
543Q87: W(:? *3QJ

N28 M3?287 .: ?):?.*9 / (:.*9 2.: :8*:8 35 ?):?8 .*
37L87 ?3 48)7* F ?28 L.:2 ?3 :88 Q28?287 28 O(?: 8*3(92
:Q88? .* .?J

#8 )78 )44 5884.*9 / ?2.*P.*9 F 2.: 5).4(78 .* ?28
EINU"J

X@ Q.58 .: 5884.*9 / ?3(12.*9 .* 37L87 ?3 48)7* F ?28
Q)?87 ?3 :88 Q28?287 .? .: ?33 23? 537 3(7 H)H@ ?3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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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综上所述，英语动词的静态与动态是一种复杂

的语言现象，它们既有严格的定义分类，又有严格的

词汇意义要求，能否用于进行体既决定于动词的静

态与动态，更决定于在语境中的不同词汇意义，因

此，只有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结合，才能把握英语动词

的静态与动态的涵义和运用，从而构建符合英语语

法规则的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