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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情态补语是汉语中特有的一种语法现象,是汉语补语系统中比较特殊的部分，其结

构复杂，语义指向多样。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 “得”字情态补语是较难掌握的语法

点，也是学习难点之一，印尼汉语学习者也不例外。为了更好地了解印尼学习者在学习

汉语“得”情态补语的学习情况，本文通过调查问卷考查印尼学习者使用“得”字情态

补语句的偏误情况，归纳出偏误类型并分析偏误来源。最后，为汉语“得”字情态补语

句的教学以及为印尼学习者学习汉语提出相应的一些教学建议。

关键词：“得”字情态补语句；慈育大学中文系；偏误分析

一 引言

补语是汉语语法中一种复杂的结构，是位于动词或形容词后的谓词性成分，汉语的

补语可以分为：结果补语、程度补语、趋向补语、数量补语、情态补语等。其中情态补

语因结构复杂和语义指向多样，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来

说也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语法项目，他们在运用情态补语时经常会出现错误，包括印尼学

习者。

汉语情态补语一直以来是汉语语法中的一个难点，它本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表达

形式非常灵活的特点。在印尼语中没有固定的对应形式。因此，印尼学习者感到很难掌

握，常常造成各种错误或者干脆回避使用。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也会发现印尼学习者在

学习和运用汉语“得”字情态补语句时会出现一些偏误。

那么印尼学习者在学习“得”字情态补语句的过程中容易产生哪些类型的偏误呢？

不同等级的汉语水平的印尼学习者对于“得”字情态补语句的习得是否存在不同的情

况？该如何针对他们的学习难点，以较有效的教学方法减少或避免印尼学习者汉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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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情态补语句的偏误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也为了减少印尼学习者在学习汉语

“得”字情态补语句过程产生的偏误，本文对汉语“得”字情态补语句和印尼语对应的

表达句式进行对比分析。同时，本文将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印尼学生汉语“得”字情态补

语句的学习情况，归纳出偏误类型，探究偏误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教学建议

和学习对策。希望本文的研究能为印尼学习者及汉语教师提供参考。

二 汉语“得”字情态补语的语义指向及句法结构

2.1 汉语“得”字情态补语的语义指向

情态补语是汉语中特有的一种语法现象，是汉语补语系统中比较特殊的部分，其变

化结构复杂，语义指向多样。当要对动作或动作的结果进行描写时，情态补语往往是必

须采用的 1。汉语“得”字情态补语句的语义指向问题很复杂，正是这种复杂性决定了

“得”字补语句语义结构的复杂性。

一、 汉语情态补语句的语义指向

语义指向是指词语在句子里在语义平面上支配或说明的方向2 。汉语“得”字句的

补语在语义上的指向是很复杂的，这种语义指向的复杂性，决定了“得”字句的语义结

构的复杂性。情态补语在语义上不总是只指向动词，也还可以指向施事者，或当事者，

或受事者等的情态补语。

（一）补语语义指向动词

情态补语指向动词时，作用是对动作进行描写、评价或判断，由形容词和形容词短

语充任 3。如：

（1） 这场友谊比赛非常精彩，运动员都打得很好。（刘月华）

（2） 那位名医看病看得很准。（田爽婷）

（3） 他一定跑得很快。（鲁健骥）

例（1）中由形容词充任情态补语，与充任谓语一样，一般形容词前面要加“很”，

这里“很”表示程度的作用很弱。补语“很好”是对动词“打”的结果的评价。例（2）

补语“很难”是对“看”这个动作的结果的评价。例（3）中的补语“很好”是对“跑”

这个动作的结果的评价。充当情态补语时，对动作的判断，谓语动词前常使用助动词或

1 刘月华：实用现代汉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01年 596页
2 范晓：三个平面的语法观[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年
3 刘月华：实用现代汉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01年 5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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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词状语（“一定、能、可以等”），如例句（3）。

（二）补语语义指向施事者（或当事者）或受事者

有些包含情态补语的句子，其谓语动词或形容词表示原因，“得”后的补语表示结

果。当谓语中心语为形容词时，此类情态补语一般描写当事者（多为主语），谓语中心

语为动词时，补语多描写受事者，有时描写施事者、当事者4 。例：

（4） 敌人气得大喊：“你小小年纪，难道不怕死吗？”（刘月华）

（5） 我看他忙得一点空也没有，心里很难过。（刘月华）

（6） 他脸憋得通红，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刘心武）

（7） 他走路走得满身大汗。

此类情态补语实际上也不止包含一个主语结构或动宾结构，上述的句子中都包含两

个主语结构：例（4）“大喊”描写“敌人”（当事者），“气”是原因，“大喊”是

结果。例（5）“很忙”是原因，“一点空也没有”（受事者）是结果，他因为很忙，

所以一点空也没有。例（6）补语“通红”分别指向施事“脸”。当补语语义指向动作

的施事、受事等时，动词后如有宾语，要重复谓语动词，例如（7）。

（三）补语的双重语义指向

以上所说的补语语义指向，其指向对象都是单个的。有些补语指向的对象有两个的，

也就是所谓的双重语义指向5 。例如：

（8） 外边的雨下得正大。（张豫峰）（正大→雨=正大→下）

（9） 小李写汉字写得很清楚。（刘月华）（很清楚→写=很清楚→汉字）

（10） 这两天阿姨气得人都瘦了。（田爽婷）（瘦→阿姨=瘦→人）

（11） 他的个子细长得像根竹竿。（钱钟书）（像根竹竿→他=像根竹竿→个子）

例句（8）的补语“正大”既指向动词“下”，对动作行为的一种描述，也可以指向

主事“雨”，对“雨”状态的一种描写。例句（9）的补语“清楚”既可以指向宾语“汉

字”又指向动词“写”。张豫峰在《“得”字句补语的语义指向》中认为，补语之所以

有双重语义指向，主要因为动词与它涉及的客体紧密地结合起来表示一个事件，充当补

语的形容词或形容性词语是对整个事件进行补充描写的。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由于动

词和它所涉及到的客体结合的非常紧密，人们经常在长期的运用过程中，约定俗成以一

4 刘月华：实用现代汉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01年 598页
5 张豫峰：“得”字句补语的语义指向.山西师范大学报[J].第 29卷第 1期 2002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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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动词表示整个事件，以致动作所涉及的客体隐含在事件描述中 6，例如（8）可以说

成“外面下得正大”。例句（9）可以说成“写得很清楚”。

例句（10）的补语指向两个对象，但两个指向的对象是同一个人，这属于补语指向

对象的语义重合。例句（10）中的补语“瘦”指向“人”与“阿姨”，“人”和“阿姨”

是同一个人，这就是语义重合。

在“得”字句中，还有一些补语的双重指向是：既指向领有者还有指向隶属者，例

如（11）例句中的补语“橡根竹竿”既指向“他”，也指向“个子”，这种补语的双重

指向是既指向领有者“他”也指向隶属者“个子”。

（四）补语语义指向主语

主谓短语充任情态补语时，补语中的谓语说明补语中的主语7 。例如：

（12）在进军的路上，打得敌人望风而逃。（刘月华）

（13） 她长得很漂亮，个子高高的。

（14） 这一番话听得我凄然而又悚然。（刘月华）

（15） 钢笔写得没水了。（田爽婷）

上述的句子全句的主语、谓语动词和情态补语中的主语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例句

（12）是补语语义指向受事主语，是对受事主语的一种评价、描写或描述。有时“得”

前谓语动词构成了因果关系，有时表示动作已达到的程度。敌人“望风而逃”是谓语动

词“打”的结果。例句（13）和（14）中的情态补语的语义指向是施事主语，是对“得”

前施事主语的描写和评价。例句（13）中补语“很漂亮”，语义指向主语“她”，是对

“她”进行描写或评价。例句（14）中全句主语是谓语动词的受事，而补语“我凄然而

又悚然”是施事主语。有时主语的补语也可以为工具或处所，是对工具主语所进行描述

或说明的情状，例如（15）补语“没水了”是对工具“钢笔”进行描写或说明。

2.2 汉语“得”字情态补语的句法结构分析

（一） “得”字情态补语句的结构特点

1. 情态补语与谓语中心语之间除了结构助词“得”之外不能插入其他任何成分

结构助词“得”连接谓语中心与补语，情态补语与谓语中心语中间一般不能插入其

他成分。比如不能说“我跑步得很快”、“我唱歌得很好听”。“步”、“歌”作为谓

6 张豫峰：“得”字句补语的语义指向.山西师范大学报[J].第 29卷第 1期 2002年 1月
7 刘月华：实用现代汉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01年 6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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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中心语的受事不可以出现在谓语中心语和补语之间。我们可以说“我跑得很快/我跑步

跑得很快”、“我唱得很好听/我唱歌唱得很好听/我歌唱得很好听”。

2. “得”字情态补语句中一般不能出现描写性的状语

在汉语的句子中，表示同类语法意义的成分一般不可以以不同的句子成分形式出现。

由于“得”后情态补语对动作或动作的施事、受事等进行描写，因此句子中一般不可以

再出现有描写动作的施事和对动作进行描写修饰的状语。比如：

*（16）我慢慢地摔得很疼。（刘月华）

应该改为：我慢慢地摔/我摔得很疼。

*（17）他细心地照顾得很周到。（张传立）

应该改为：他照顾得很周到/他细心地照顾。

3. 动词带宾语且带情态补语时须重复动词

在情态补语句中如果动词是离合动词或者动词带上宾语，或者如不说宾语语义不明

确时，需要重复动词。

例如：

（18）他跳舞跳得很好。（孙德金）

（19）他说汉语说得很流利。（孙德金）

例句（18）和（19）中情态补语的动词后有带宾语，因此要重复谓语动词。

4. 带情态补语的动词和形容词不能是重叠形式。

情态补语的句子里表达的意义的重点是在补语部分。补语是谓语的中心，语音的停

顿都是在“得”后的句子。因此，带情态补语的动词和形容词不可以是重叠形式。因为

在汉语的一个句子中，只能有一个谓语中心。在一个句子里动词和形容词重叠形式确信

是句子的谓语中心，因此不能与情态补语同时存在。例如：

*（20）我看看得很认真。（孙德金）

应该说：我看得很认真。

*（21）我高高兴兴得跳起来。（孙德金）

应该说：我高兴得跳了起来。

5. 情态补语的否定形式

在情态补语中，只有语义表示评价、判断的形容词性补语才有否定形式。情态补语

的否定形式一般是在补语之前加上否定词“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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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这样，它既有利的一面，即可以杀死各种害虫；又有害的一面，即弄得 不好，

它也可以杀死人。（人民日报 95）

（23）看这个字写得不对。（刘月华）

有时补语中可以有否定副词，但那是和补语中其他词语构成一个整体来描写施（当）

事或受事的，例如

（24） 大风吹得他睁不开眼睛。（刘月华）

（25） 王刚被训斥得不说话了。（刘月华）

三 结果

3.1 调查结果

本文用调查问卷来收集数据并分析印尼学习者对汉语情态补语句的学习情况。笔者

于 2019年 12月 16日至 12月 17日在印度尼西亚慈育大学共发放 140份问卷，收回有

效问卷 106份。本文是根据每个阶段和每个部分来进行统计分析。问卷的答案包含正确、

错误和未答三种。在探讨问卷的结果时，本文只讨论分析错误率较高的答案。

为了更理解每个阶段的印尼学习者对于汉语情态补语句的掌握情况，本文将调查问

卷的统计结果总结如下：

表 1 初中高阶段对情态补语句偏误分析分情况

等级
偏误类型

总数 比例
错序 比例 遗漏 比例 误用 比例 误加 比例

初级 80 50% 422 49% 139 45% 134 48% 775 40%
中级 55 34% 303 35% 88 29% 88 32% 534 33%
高级 25 16% 138 16% 81 26% 57 20% 301 27%
合计 160 10% 863 54% 308 19% 279 17% 1610 100%

从以上的表 1可见，三个阶段的印尼学习者对于情态补语句的偏误情况还是很高。

三个阶段的错误率从高到低顺序为：初级阶段 40%>中级阶段 33%>高级阶段 27%。

综上所述，通过设计调查问卷，我们可以得知，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学习者的错

误率亦下降，对于情态补语句的掌握情况也更好。此外，笔者发现学习者的母语背景亦

影响了他们的习得。

此外，从偏误类型来看，在遗漏、误加、误用和错序的偏误中，三个阶段的学习者

偏误率最高是遗漏“得”、遗漏“很”、误用“到”、误加“谓语动词”和错序的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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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这些典型在整个调查问卷中的错误较高。虽然各个典型随着汉语水平的升高而表

现偏误率下降的趋势，但是有时亦会出现高级阶段的学习者比初级或中级阶段的产生偏

误率更高的情况。这是说明高级阶段的学习者经常存在着回生的情况，于是易出现混用

而引导偏误。为了更深入地探讨印尼学习者对汉语情态补语句的偏误，以下本文将对偏

误类型进一步分析。

3.2 偏误类型分析

本文的问卷从初级、中级和高级阶段的印尼学习者共搜集了 2839句的汉语情态补语

句，其中正确句有 1471句，错误句有 1228句和无效句有 140句。本文对 1228个的错

误句进行整理，根据词语大学学生常见的偏误进行了分析归纳。从偏误类型的方面进行

归纳，把它分为四个大类的偏误类型遗漏偏误、误加偏误、误用偏误和错序偏误。以下

我们将把每种偏误类型进行分析。

表 2 使用“得”字句的总体偏误情况

偏误类型 句数 比例

遗漏 863 54%

误用 308 19%

误加 279 17%

错序 160 10%

总数 1610 100%

根据以上的表 2得知，三个阶段偏误类型的错误率从高到低排列如下：遗漏偏误，

共有 863个（占 54%）；误用偏误，共有 308个（占 19%）；误加偏误，共有 279个（占

17%）；错序偏误，共有 160个（占 10%）。

一、遗漏偏误

遗漏偏误指的是在一个句子里面缺少了一个词或几个成分而导致的偏误。本文在分

析问卷时，发现印尼学生在使用汉语情态补语时经常出现遗漏偏误，此类偏误共收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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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 例句，我们把遗漏偏误类型细分为以下几类：

1、 遗漏“得”

此类偏误指的是谓语动词或形容词与情态补语之间遗漏了补语标志“得”。印尼学

习者出现的遗漏“得”的情况如下：

*（1）为了做作业，我每天晚上睡觉很晚。（第一部分第 2题）

*（2）这个字，你写不对。（第一部分第 3题）

*（3）这次考试成绩出来了，我考不好。（第一部分第 5题）

*（4）她被老师批评很难受了。（第一部分第 6题）

*（5）妹妹把衣服弄很脏了。（第三部分第 12 题）

*（6）妹妹把衣服洗干净。（第三部分第 12 第题）

*（7）他唱歌很好听。（第二部分第 14 题）

*（8）妈妈把房间整理干净了。（第四部分第 18 题）

*（9）我很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了。（第四部分第 19 题）

*（10）为了拿到好成绩，他都很认真。（第五部分第 22 题）

上述的一些句子都是指谓语动词或形容词与情态补语之间遗漏了结构助词“得”。

情态补语与谓语中心语除了助词“得”之外不能插入其他任何成分。
8
而因为在印尼语没

有像汉语情态补语的概念，所以在学习汉语情态补语时印尼学生经常造成此类的偏误类

型。以上的一些句子应该改成如下：

（1） 为了做作业，我每天晚上睡觉睡得很晚。

（2） 这个字，你写得不对。

（3） 这次考试成绩出来了，我考得不好。

（4） 她被老师批评得很难受。

（5） 妹妹把衣服弄得很脏了。

（6） 妹妹把衣服洗得很干净。

（7） 他唱歌唱得很好听。

（8） 妈妈把房间整理得很干净了。

（9） 我累得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了。

（10） 为了拿到好成绩，他学得很认真。

[8]刘月华：实用现代汉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01年 6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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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遗漏“状语”

“得”字情态补语句经常出现的遗漏成分主要是“得”后形容词前的状语。本文在

收集问卷的时候发现，印尼学习者遗漏“状语”的偏误较多。遗漏状语的句子如下：

*（11）他写汉字写得清楚。（第一部分第 4题）

*（12）她被老师批评得难受。（第一部分第 6题）

*（13）妹妹把衣服洗得干净了。（第三部分第 12 题）

*（14）妈妈把房间整理得干净了。（第四部分第 18 题）

*（15）姐姐把桌子擦得干净。（第五部分第 20 题）

上述的一些句子都遗漏了完句成分“状语”。汉语的光杆形容词很少能直接作情态

补语，需要在形容词前加上状语。除非在对举、比较的句子里，形容词才能单独做情态

补语。在情态补语前加上“很”、“非常”、“十分”等状语其他程度副词也可以用在

形容词前。形容词充任情态补语与充任谓语一样，一般前面要加“很”表示程度的作用

很弱。因此，以上几个句子要改成在情态补语前加上“很”“非常”等的状语才对。改

了之后的句子如下：

（11） 他写汉字写得很清楚。

（12） 她被老师批评得很难受。

（13） 妹妹把衣服洗得非常干净了。

（14） 妈妈把房间整理得很干净了。

（15） 姐姐把桌子擦得很干净。

3、遗漏“谓语动词”或“谓语动词 V+得”

印尼学生出现此类偏误典型的句子如下：

*（16）你太快了，我听不懂。（第二部分第 8题）

*（17）老师，您觉得我的故事怎么样？（第二部分第 10 题）

*（18）为了拿到好成绩，他都很认真。（第五部分第 22 题）

上述的句子都是遗漏谓语动词，例句（16）可以加的动词有“说”。例句（17）（18）

都遗漏了“谓语动词 V+得” 。改正后的句子如下：

（16） 你说得太快了，我听不懂。

（17） 老师您觉得我故事讲得怎么样？/老师您觉得我故事讲得好讲不好？

（18） 为了拿到好成绩，他学得很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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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遗漏重复动词“V”形式

情态补语的动词后由带宾语时，如果宾语是第一次出现或不说宾语语义不明确时，

要重复谓语动词。
9
而在印尼语里没有像这样的语法规则，因此，学习者使用情态补语

时经常出现这类偏误类型。他们产生的错误句子如：

*（19）为了做作业，我每天晚上睡觉得很晚。（第一部分第 2题）

*（20）他走路得满身大汗。（第一部分第 7题）

*（21）你说话得太快了。（第二部分第 8题）

*（22）他唱歌得很好听。（第三部分第 14 题）

*（23）丽丽写作业得铅笔尖都秃了。（第四部分第 17 题）

*（24）我走路得很慢。（第五部分第 21 题）

在汉语情态补语“得”一定要放在动词的后面，不能放在宾语的后面。动词和“得”

中间不能有别的词语。因此，我们不得不重复动词，把动词说两遍。
10
上述的句子都是

未重复动词。（19）“睡觉”是离合词，在这样的情况当离合词后面直接带情态补语时，

也要重复动词。我们再看例（20）至（24）的句子中，“走路”、“说话”、“唱歌”

在这三词个都是离合词动词 ，因此，这些词也必要重复动词。改正后的句子如下：

（19） 为了做作业，我每天晚上睡觉睡得很晚。

（20） 他走路走得满身大汗。

（21） 你说话说得太快了。

（22） 他唱歌唱得很好听。

（23） 丽丽写作业写得铅笔尖都秃了。

（24） 我走路走得很慢。

二、 误加偏误

误加偏误类型和遗漏偏误是相反的。误加偏误指的是在一个句子里面多加了不必要

的成分或字，出现了不该用的某种句法成分而导致偏误。本文共收集到此类偏误有 308

[9]刘月华：实用现代汉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01年 597页
[10]张斌：现代汉语描写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10年 200页

动词+宾语+动词+得+补语



Jurnal Cakrawala Mandarin
Asosiasi Program Studi Mandarin Indonesia

Vol.4, No.2, Oktober 2020: P47-65 E-ISSN: 2579-4906

57

句。我们把误加偏误类型细分为以下几类：

1、误加“很”

误加“很”指的是形容词或动词前多加了“很”，学习者出现此类的偏误如下：

*（25）他走路走得很满身大汗。（第一部分第 7题）

*（26）他很生气得跳了起来。（第四部分第 16 题）

*（27）我很累得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了。（第四部分第 19 题）

上述的例子都是误加了状语“很”。例句（25）“满身大汗”本身已表示程度较深

了，所以在这句子例不必加状语“很”。例（26）和（27）中的状语“很”应该把它去

掉。因为在汉语的一个句子中，一般不允许表示同类语法意义的成分同时以不同的句子

成分形式出现。情态补语本身是对动作及动作的施事、受事进行描写，因此句子里不需

再重复描写动作的施事和描写动作的状语。在情态补语句形容词前不能再加上状语如

“很”、“特别”等之类。印尼学习者在学习汉语过程中常常被教导形容词做谓语时必

须加上“很”，当学生学习形容词后带“得”字情态补语句时，并不再告诉学生形容词

前不能再加“很”之类的状语，因为这种情况使印尼学生会造成这种的偏误类型。以上

的例句改以后的句子如：

（25） 他走路走得满身大汗。

（26） 他气得跳了起来。

（27） 我累得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了。

2、 误加描写性状语

误加状语指的是在一个句子中多加了描写性“状语”。情态补语里面一般不能出现

描写性的状语。由于情态补语本身的用法就是对动作的施事、受事等进行描写，因此句

子中不允许有描写动作施事和描写动作的状语。 对印尼学生来说，因为不了解情态补

语的这结构特点，在使用情态补语句时容易产生误加的描写状语。印尼学生产生的错误

如下：

*（28）她拼命地跑得很快。（第五部分第 24 题）

改正： 她拼命地跑。/她跑得很快。

本文在收集的例句中发现，三个阶段的学习者对此类累偏误产生的数量相当高，说

明他们对“得”前状语成分和“得”后补语成分在，表示同类语法意义的成分一般不可

以以不同的句子成分形式出现还是比较低，因此以上的例句的错误是属于误加描写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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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3、误加谓语动词

本文收集到的此类偏误的例句如下：

*（29）他生气生得跳了起来。（第四部分第 16 题）

*（30）妈妈整理房间整得很干净。（第四部分第 18 题）

例（29）“生气”应该改成“气得”。例（30）“整理”并不是离合词，而是双音

节动词，所以在这个句子里“整”字不需要重复。本文在收集问卷调查中发现，阶段比

较高级的学习者往往造成此类偏误，由于他们已学过离合词需要重复，但是他们却无法

判断出来那些词才是离合词，这种的情况引起了印尼学生产生这类的偏误。上述的例句

改了以后如下：

（29）他气得跳了起来。

（30）妈妈把房间整理得很干净。

三、 误用偏误

误用偏误指的是在句子中该用正确的表达形式却用了错误的表达形式，也指两种形

式的混用而导致误用偏误。印尼学习者在学习汉语“得”字情态补语句经常产生的误用

偏误如下：

1、 情态补语与其他补语的误用

本文收集到情态补语与其他补语的此类偏误例句如：

*（31）听了这个消息，他急得很。（第三部分第 11 题）

*（32）今天天气热得要命。（第三部分第 15 题）

*（33）他写汉字写得清楚。（第一部分第 4题）

上述的例句（31）和（32）都是混用了情态补语与程度补语。本文发现在回答这一

道题的学习者，他们的答案大部分是“着急得很”和“热得要命”，这些句子都是程度

补语的表达形式，都是来表示“着急”和“热”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而本文的问卷

里在提示一说了要用情态补语句的表达形式来完成句子，所以看得出来大都数的印尼学

生都容易把情态补语与程度补语混合在一起。理由是因为在印尼语中没有像汉语情态补

语这个概念。在讲补语的时候教师亦讲得不太清楚情态补语和程度补语的区别性，因此

学习者就会出现此类的偏误。三个阶段对此类偏误的数量相当高，这说明对情态补语的

掌握不好。以上的例句应该改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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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听了这个消息，他急得全身都发抖。

（32）今天天气热得全身都出汗了。

例句（33）是可能补语与情态补语的误用偏误。产生此类错误最多是初级阶段的学

习者。以上的例句（33）是混用了可能补语与情态补语。可能补语是来表示“能还是不

能”，而情态补语是来描述动作的结果。在这个句子“写得清楚”是可能补语的表达句

式，不是情态补语的句式。所以以上的例句应该改成：

（33）他写汉字写得很清楚。

2、 “得”与“直到”、“到”的误用

本文共收集到的此类偏误例句如下：

*（34）丽丽写作业写到铅笔尖都秃了。（第四部分第 17 题）

*（35）我很累到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了。（第四部分第 19 题）

上述的例句都是把结构组词“得”代为“直到”和“到”。在印尼语里结构组词“得”

可以翻译成印尼语的“sampai（到或直到）”。教师在讲情态补语时，并没有告诉学生

情态补语句一般是要用结构组词“得”来补充说明动词或形容词的结果，所以在这样的

情况下，学生通常把“sampai”翻译成“到”，而易导致“得”与 “到”混合使用的

偏误。三个阶段的学习者都有出现此类的偏误，尤其初级阶段产生的错误较多。以上的

句应该改成：

（34）丽丽写作业写得铅笔尖都秃了。

（35）我累得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了。

3、 “得”与“了”的误用

本文共收集到此类的偏误如下：

*（36）他生气了跳了起来。（第四部分第 16 题）

*（37）我很累了，什么事情不想做了。（第四部分第 19 题）

动态组词“了”表示动作的完成或变化的实现。在印尼语“sudah（了）”是来表

示某种事情已经发生过，所以我们习惯用“sudah（了）”来表示事情已经发生过。而

他们未知“得”字情态补语句本身是对已发生的事情进行描写。因此，在以上的句子上

他们都把“了”来代替“得”。又是因为母语的干扰，而导致偏误。改后的例句如：

（36）他气得跳了起来。

（37）我累得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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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得”与“的”、“地”的误用

*（38）你说的很快。（第二部分第 8题）

*（39）你说地太快了。（第二部分第 8题）

*（40）我故事讲的怎么样呢？（第二部分第 10 题）

*（41）昨天的比赛他跑地快不快？（第三部分第 13 题）

*（42）他唱歌唱的很好听。（第三部分第 14 题）

*（43）他生气地跳了起来。（第四部分第 16 题）

*（44）丽丽写作业写地铅笔尖都秃了。（第四部分第 17 题）

对印尼学习者来说汉语结构组词“的”、“地”和“得”是学习难度之一。原因是

三者字的读音相同，所以学习者容易混合使用。此外，也是因为母语的干扰使学习者通

常分不清晰这三者结构组词的区别。结构组词“的”是连接一部分定语和中心语；结构

组词“地”是连接一部分状语和中心语；结构组词“得”是连接一部分述补短语的中心

语和补语。因此，在情态补语时应该是用结构组词“得”才对。是因为印尼学生对这三

个结构组词的掌握不好，也是因为在上课的时候教师没有讲清楚，所以在使用汉语情态

补语时印尼学生会造成这样的错误。以上的例句改的以后如：

（38）你说得很快。

（39）你说得太快了。

（40）我故事讲得怎么样呢？

（41）昨天的比赛他跑得快跑不快？

（42）他唱歌唱得很好听。

（43）他生气得跳了起来。

（44）丽丽写作业写得铅笔尖都秃了。

四、 错序偏误

错序偏误指的是在句子中的某个或某几个成分放错了位置，没有按照汉语的语法规

则排列词语的先后顺序而导致错序偏误。本文收集到此类的偏误共有 160 句。印尼学习

者在使用汉语“得”字情态补语句经常出现的错序偏误如下：

*（45）妈妈整理房间得很干净。（第四部分第 18 题）

*（46）我很累得不想做什么事情了。（第四部分第 19 题）

*（47）谁看得也不懂他写的字。（第六部分第 24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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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我过周末得很愉快。（第六部分第 26 题）

上述的错误都是错序。印尼学生常常是直接把印尼语的表达形式来翻译成汉语。其

实有一些印尼语的表达形式和汉语的表达形式是不一样的，有时没有按照汉语的语法规

则排列词语的先后顺序。我们一起看以下的对应词译。

学生的答案 ：妈妈 整理 房间 得 很 干净。

印尼语 ：mama merapihkan kamar dengan sangat bersih

改正 ：妈妈把房间整理得很干净。

*例句（45）在印尼语中动作一般要放在处所的前面（动词+处所）“整理+房间”，

而在汉语中是相反，动作一般放在处所后面（处所+动词）。在印尼语里“得”可以翻

译成“dengan”，“me-kan”是对动作进行描写。由于母语的负迁移，而以上的几个句

子有错序的偏误类型。

例句（46）主要考查学生对情态补语的主谓结构作补语。在印尼语里“得”也可

以翻译成“sampai”，“me-kan”是对动作进行描写。在这道题很多学生答错，是说明

学生对情态补语的主谓结构作补语还不掌握，他们都是直接把印尼语的表达形式组词汉

语的表达形式。印尼语和汉语的顺序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见以下的答案。

（46）学生的答案 ：我 很 累 得 不 想 做 事情 什么 了

印尼语 ：saya sangat lelah sampai tidak ingin mengerjakan masalah apapun lagi.

改正 ：我累得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了。

例句（47）前面的句子“siapapun yang lihat juga tidak mengerti（谁看也不

懂）”在印尼语中可以放在前句也可以放在后句。印尼语“juga（也）”的位置放在动

词“lihat（看）”的后面。学习者把前面的句子都写成“他写的字”，而应该是“他

的字写得”，产生错误的理由是因为他们对“得”这个字不熟悉和很少使用“得”这个

字，所以他们不知“得”的位置改放在哪里。此外他们学习汉语的过程中经常说“他写

的字”、“他看的书”等，而很少遇到“他的字写得”这种的表达句式。由于这些原因

而导致偏误。

*（48）这个例句“得”也可以翻译成“dengan”。印尼语的顺序先说“melewati

（过）”然后“akhir pekan（周末）”，而汉语先说“周末”才说“过”。是因为母

语的干扰使印尼学生经常出现如此的偏误。

学生的答案 ： 我 过 周末 得 很 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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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语 ：saya melewati akhir pekan dengan sangat gembira.

改正 ：我周末过得很愉快。

本文在收集错序的偏误发现常常产生此类偏误最多是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常常直接

把每个字翻译成印尼语，此后再翻译成汉语，而比较高级的阶段他们还是注意到汉语的

表达语义，因此他们的出现的错误较低。这说明随着汉语水平的升高，呈现偏误率亦慢

慢下降。

综上所述，三个阶段的印尼学习者使用汉语“得”字情态补语句经常出现最多的偏

误从高到低的排列是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这是说明随着汉语水平慢慢升高，

对于呈现的偏误亦慢慢下降。三个阶段的印尼学习者对汉语“得”字情态补语句通常产

生偏误的类型从最高到低的排列是遗漏>误用>误加>错序。学习者对遗漏偏误的此类有

遗漏“得”字、状语“很”、未重复动词和遗漏谓语动词；对误用偏误的此类有“得”

与“到”的误用、情态补语与程度补语的误用、情态补语与可能补语的误用、“的”、

“地”与“得”的误用；对于误加偏误的此类有误加谓语动词、“状语”；对于错序三

个阶段的错误率较低，是因为汉语与印尼语的表达句式大都一样，只在特殊的语法结构

才不一样。

从以上的一些此类偏误显示，印尼学习者通常出现偏误率较高是遗漏“得”字的情

态补语、遗漏状语“很”、“到”与“得”的误用、情态补语与程度补语的误用；误加

“很”、误加谓语动词。这些偏误是印尼学习者出现较多的偏误类型。这是因为在印尼

语里面没有像汉语“得”字情态补语这个概念，因此对于印尼学习者来说，“得”字情

态补语句是他们的学习难点之一，也是很难掌握的语法现象。母语负迁移，目的语规则

的泛化、学习环境的影响是学生产生偏误的主要原因。

四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汉语“得”字情态补语句是印尼学生的学习难点之一。因为汉语情态补语本身的复

杂性，而且在印尼语没有像情态补语这个概念。本文通过对初中高级阶段的印尼慈育大

学中文系一年级至四年级的学生为本文的研究对象进行调查研究，找出印尼学生在使用

汉语“得”字情态补语句经常产生哪一些偏误类型及归纳出偏误原因来源。笔者通过 106

份调查问卷收集到的汉语“得”字情态补语句的偏误分析发现三个阶段的印尼学生对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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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得”字情态补语句的掌握情况及使用情况不好。从三个阶段的印尼学生常常产生错

误率最高是初级阶段。三个阶段的印尼学生在使用汉语“得”字情态补语句常常造成错

误的排序是：初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这显示水平越来越升高对汉语“得”字情

态补语句的掌握情况和使用情况也越好，产生偏误也慢慢下降。

三个阶段的偏误类型的错误率从高到低排列如下：遗漏偏误，共有 863 个（占 54%）；

误用偏误，共有 308 个（占 19%）；误加偏误，共有 279 个（占 17%）；错序偏误，共

有 160 个（占 10%）。学生通常出现偏误率较高是遗漏“得”字的情态补语、遗漏状语

“很”；“到”与“得”的误用；误加“很”、误加谓语动词。这些偏误是学生出现较

多的偏误类型。笔者发现学习者在学习汉语“得”字情态补语经常影响到学生产生偏误

的主要原因是母语负迁移，目的语规则的泛化和学习环境。

6.2 建议

为了让印尼学生更好地掌握汉语“得”字情态补语句，笔者就根据以上的偏误分析

对教学、学生和教材编写三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首先教师要好好备课，讲课的时候

尽量利用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例子，讲汉语“得”字情态补语的语义、句法结构、特征

等都要讲清楚。教师在上课的时候可以利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法突出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并使用贯彻“精讲多练”的规则。教师也要多鼓励学生在回答题时要使用汉语“得”字

情态补语句。接着教材编写要适当，不能写得过于简单，教材中的练习题要多样化，练

习编排应该从易到难，从复杂到简单要有正对性。最终是学生在学习汉语“得”字情态

补语句的时候，假如觉得还不明白要问教师或者向其他学生学习，不要因为怕说错，而

回避使用汉语“得”字情态补语句。

由于印尼语本身没有汉语“得”字情态补语句的这个概念，而本文本身的汉语水平

有限，对于汉语“得”字情态补语句的知识有限，在提出教学建议，缺少实践的经验，

对教材编写考察的数量太少等原因，所以本文的研究分析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对于本

文存在的不足之处，有待今后研究者进一步研究，也恳请各位老师对于文中其他不足之

处加以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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