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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语和泰语都属于汉藏语系，缺乏形态变化。而泰语属于侗傣语族，与汉语是同属于一种语系但不同语

族，所以就形成了汉语和泰语在语序上的差异。在向泰国学生教授中文时，我们发现泰国学生在使用中

文时遇到许多语序错序的问题。在查看了许多相关资料后，我们发现汉语和泰语中的语序是表示其语法

含义的主要手段。本文通过汉语和泰语为研究对象，首先对两种语言的句子语序和定语语序进行比较，

然后对泰国学生学习汉语定语语序的偏误进行分析，最后将产生偏误的原因与解决方法结合，为在泰汉

语教师提供针对性的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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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th Chinese and Thai belong to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and lack morphological changes. 
The Thai language belongs to the Dong-Dai language family, and belongs to the same language 
family as Chinese but different language families, so the difference in word order between Chinese 
and Thai is formed. When teaching Chinese to Thai students, we found that Thai students encoun-
tered many problems with word order when using Chinese. After reviewing many related mate-
rials, we found that the word order in Chinese and Thai is the main means of expressing its gram-
matical meaning. This article uses Chinese and Thai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Firstly, it comp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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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ntence order and attributive word order of the two languages, then analyzes the errors in 
the attributive word order of Thai students in learning Chinese, and finally combines the reasons 
for the errors and solutions, to provide targeted teaching suggestions for Thai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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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 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汉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再加上受“汉语热”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学习汉语。泰国也不

例外，泰国政府认识到汉语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本国的汉语教育。如今，选择学习汉

语的泰国学生人数每年都在增加，泰国已经成为了东南亚地区接收汉语志愿者最多的国家之一。泰国和

中国的语言都属于同一个体系，即汉藏语系，都属于孤立语，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与其它语言不同，中

国和泰国的语言都是缺乏形态变化，语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然而，世界上没有完全相

同的两种语言，虽然汉语和泰语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两者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毕竟是两种语言。学

习者容易掌握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相同或相似的语法结构规则，而两者的不同点就成为了学习者学习的重

点或难点。当泰国学生，尤其是初级阶段的学生在汉语学习或者交际过程中，遇到难点或急于表达意愿

时会自然地联系到母语，运用自己的母语知识解决目的语难题，这显然会造成一些偏误。 
在泰国实习过程中，笔者通过检查泰国学生提交的作业、运用汉语与学生对话，发现学生在汉语语

序上出现的问题比较突出，尤其是定中结构、状中结构。笔者试用泰语还原的语序，发现汉语和泰语中

的定语语序存在着差异性，这种差异造成泰国学生在使用汉语时出现语序偏误。除此之外，笔者发现泰

国学生产生此类偏误也受到了学习策略和语言学习环境的影响。 
因此，笔者参考了汉、泰语中定语的相关语法知识，以偏误分析等理论为基础，收集实习过程中学

生出现的有关汉语定语语序的偏误为研究语料，对此类偏误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教学对

策。 
(二) 理论基础 
“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最早是由美国语言学家 B. Whorf 于 1941 年提出，这一理论

又可被称为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或对比研究(Contrastive Studies)。对比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

分支，主要是通过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共时的对比，得出两者的异同点，尤其是不同点。在二

语习得领域，二语学习者会因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差异产生负迁移，从而影响二语学习的效果。而对比

语言学可以通过分析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预测学习者在二语学习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难点和错误，从

而避免“母语干扰”这一影响，以更好习得二语学习。 
偏误分析理论继承并发展了对比分析理论，以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为语言学基础，以认知理论

为心理学基础。通过系统分析学习者在二语习得过程中产生的偏误，研究其产生偏误的原因，从而揭示

学习者在二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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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语理论是由 Selinker 提出。所谓“中介语”，就是学习者在二语习得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介于中

介语和目的语之间的语言系统，伴随着学习者二语习得的过程逐渐向目的语靠近，具有动态性和系统性。

中介语理论弥补了对比分析“静态研究”和偏误分析“忽视母语的积极作用”的局限性，使得第二语言

习得和教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2. 现代汉语和泰语定语语序的对比分析 

(一) 汉泰语在词序与语序上的排列对比分析 
泰语和汉语都属于汉藏语系，但是泰语分属汉藏语系中的“侗泰语族”的傣语分支，它们是孤立语，

缺乏词的形态变化，以单音节的词语为优势，有丰富的音调和量词。词序的排列对汉语和泰语有很重要

的语法作用。汉语和泰语在词序的排列上都具有规律性。 
泰语和汉语的主要句法成分的语序大体是一致的，都是主语在谓语之前，宾语在谓语之后，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entence order in Chinese and Thai 
表 1. 汉语和泰语的句子语序 

 主语 谓语 宾语 

汉语 我 喝 水 

泰语 ผม ด่ืม นํ้า 

 

通过表 1 我们知道，泰语和汉语的语序是基本一致的，“主语 + 谓语 + 宾语”。虽然汉语和泰语

的语序基本一致，但是在词序排列上是不完全相同的，如表 2 所示： 
 
Table 2. Word order in Chinese and Thai 
表 2. 汉语和泰语的词语语序 

 汉语 泰语 

偏正结构 我的家 
ครอบครัวของฉนั 
家我的 

述宾结构 写作业 
ทาํการบา้น 
写作业 

述补结构 走得慢 
ไปชา้ๆ 

走得慢 

主谓结构 我知道 
ฉนัรู้ว่า 

我知道 

联合结构 爸爸和妈妈 
พ่อและแม่ 

爸爸和妈妈 

连谓结构 打电话通知他 
โทรหาและสงัเกตเห็นเขา 
打电话通知他 

 

朱德熙先生(1982)提到短语可分为六种类型，即“偏正结构、述宾结构、述补结构、主谓结构、联合

结构和连谓结构”[1]。 
我们按照朱德熙先生所提的六种短语类型和泰语进行了一个对比，可以得出：除了偏正结构之外，

其他 5 种类型的短语语序和汉语的基本一致。偏正结构是由修饰语和中心语两部分构成，汉语的偏正结

构的修饰语无论是词、短语或者句子都是在中心语之前，修饰语在之后，组成后为前偏后正；而泰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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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相反，泰语的修饰语是在中心语之后，组成前正后篇。 
(二) 汉泰语定语语序的特点 
1、汉语定语语序的特点 
房玉清《实用汉语语法》提出“在汉语里，定语一定要放在中心语之前，这跟某些语言很不相同” [2]。

陆丙甫先生也提出“各种语言的偏正结构都是以名词为中心，定语要么向他右边延伸，要么向左边延伸，

向左的叫‘逆行结构’，向右的叫‘顺行结构’。汉语遵循的是‘信息流的自然方向’，已知信息放在

前边，即‘区别度’(identifiability)高的词语放在前面，是一种‘逆行结构’”。 
按照前人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汉语的修饰语必须要在中心语前面的结论，组成前偏后正结构。 
2、泰语定语语序的特点 
吉娜，简启贤也有提出“泰语和汉语在语法方面最明显的区别是词序。首先是定语和中心语的顺序

不同，泰语的定语总是在中心语之后，而汉语的定语总是在中心语之前”[3]。 
裴晓睿提出“汉语里定语和中心语的位置是定语在前，中心语在后；泰语恰恰相反，是中心语在前，

定语在后”[4]。 
由此可知，在汉语中，定语和中心语的组合方式为“定语 + 中心语”构成定中结构，而在泰语中，

其定语和中心语的组合方式大多数为“中心语 + 定语”的形式。 

3. 泰国学生学习汉语定语语序时出现偏误的原因探究 

(一) 定语语序偏误分析 
本文对汉语和泰语定语语序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对比，而错序本身就是定语偏误中的重头戏，在此笔

者将错序类型细分为单项定语和多项定语来进行详细分析。 
1、单项定语语序偏误 
A 名词性词语作定语 
错：下周有考试汉语 
改：下周有汉语考试 
B 形容词作定语 
错：他喜欢头发红红的 
改：他喜欢红红的头发 
C 动词和动词性词组作定语 
错：喜欢打篮球很多人 
改：喜欢打篮球的人很多 
D 数量和指量词作定语 
错：我可以吃酸一点点 
改：我可以吃一点点酸 
E 代词作定语 
错：我并不知道中国是国家什么样的 
改：我并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 
F 主谓词组作定语 
错：我记得这是汤姐姐喝 
改：我记得这是姐姐喝过的汤 
G 介词词组作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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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我去拜访阿姨在上海定居 
改：我去拜访在上海定居的阿姨 
2、多项定语语序偏误 
黄伯荣、廖序东，(提到：从离中心语最远的词语算起，多项定语的一般次序是“表邻属关系的词语；

表时间、处所；指示代词、数量短语；动词性词语和主谓短语；形容词性词语；表质料、属性或范围的

名词、动词”[5]。 
定语是两个以上的修饰语组成的，因此就形成了多项定语。在同一个中心语的多项语也有不同的成

分和作用。当多个复杂的定语并排排列时，外国人很难在中国学习汉语语法。由于汉语多个定语的复杂

性以及它们与泰国定语之间的差异，泰国学生很难学习多个定语，并且在使用中会出现错误。但由于笔

者的学生为初级汉语学习者，暂未涉及此块语言点的学习，所以在本文中不作探讨。 
(二) 定语语序偏误的原因探究 
根据上一节的句子偏误分析，从偏误分析理论出发，探讨语序偏误产生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即母

语的负迁移影响、对目的语知识的掌握不足、教学上容易忽略语法和缺乏针对性。 
1、母语负迁移影响 
一般来说，汉语句子里定语应放在中心词之前，被修饰的词语应放置在状语后面。然而，泰语跟汉

语的顺序相反。例如：“漂亮的花朵”到“花朵漂亮的”，把“非常开心”说成“开心非常”，这种偏

误是受泰语里词语顺序规则的影响。 
2、对目的语知识掌握不足 
在泰国中文课中，上课时间是有限的(每周大约 1 堂课)。另外，缺乏中文知识资源。学生只有学校发

行的中文教科书，很少接触与中国有关的事物。尽管学校有图书馆，但中文书籍很少，而且中文水平不

是很高，因此他们很难找到有关中文的书籍，即使他们找到有关中文的书籍，也没有老师的指导，没有

中文语言环境，学生对学习中文不感兴趣。很少有学生会主动学习。泰国学生发现很难在日常生活中创

造中文环境。他们只能在上课或下课时依靠与中文老师的对话和沟通，很少有同学在课后用中文进行对

话和交流。 
在泰国，大多数中文老师是当地老师。这些本地教师中有许多人缺乏系统的汉语知识。他们没有完

全理解中文定语序列的特征，因此不可能进行两种语言的研究和比较说明。在泰国，大多数汉语课更加

注重听力和口语技能，专注于汉语交际语言的学习，而忽略了对语法知识的解释。老师对中文定语的特

殊解释还不到位。 
3、教学忽略语法和缺乏专项讲解 
通常，泰国的小学和中学很少提供汉语语法课，仅在教科书中提及了一些语法要点，学生很难系统

地接受语法知识。由于缺乏针对性的教材，在课堂教学中对汉语属性进行教学的介绍和培训是不够的，

更不用说汉语和泰语的比较分析了。中文语法本身很无聊，很难学习。学生更愿意学习中文口语，因为

口语是最容易接受和学习的语言，而且也更有趣。通过口语练习，学生可以更快地获得成就感。这种成

就感将促使他们更愿意学习口语，并逐渐忽略学习汉语语法。 

4. 针对泰国学生学习汉语定语语序偏误的教学建议 

(一) 母语负迁移影响二语的学习 
汉语和泰语中句子中词语的排列规则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与泰语不同的中文中心词应位于定语后

面。汉语学习水平较低的学生在学习和使用汉语定语时更容易受到母语规则的影响，从而导致词语顺序

的颠倒。作为一名中文老师，在正常的教学过程中，老师可采用对比法具体讲解和练习母语与目标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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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差异，以免造成学生在定语上出现过多的错误。 
(二) 强化学生对目的语学习意识 
在泰国，大多数学校主要根据兴趣开设中文课。学生在课堂上相对自由，教学时间相对较短。学校

缺乏全面的汉语教学材料，许多学生甚至没有课本，也缺少音频数据，这给学生带来了困难。与汉语相

关的知识是从其他来源获得的，并且学生并没有真正的中文语言环境，在离开教室后很少用中文进行交

流。如果学生对汉语不了解，也会增加学生的学习难度。在课堂教学中，应加强对汉语语法的研究，创

造一种语言氛围。除此之外，在课堂之外，教师还应灵活创造多维度的教学环境，加深对汉语语言的了

解，促进学生正确掌握汉语。 
(三) 进行针对性语法教学 
在泰国，许多学校仅提供汉语兴趣课程，缺乏系统的管理制度，每周课程为 1 节，教学内容模糊。

很多汉语老师自身对汉语语法的认知也很有限，汉语语法课没有进行专门的培训。因此，在教学上主要

以学习简单的日常交际用语为主，忽视了语法，教学方法也缺乏计对性和有效性。教师不仅应有夯实的

汉语语法理论知识，还懂得如何让学生灵活巧妙地学习汉语语法知识，让其更有效地吸收和掌握汉语语

法知识。 
(四) 加强学生习得汉语的偏误研究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对学生偏误的收集和分析，发现学生汉语习得的规律，预测并帮助学生

减少偏误，从而更好地进行教学。在泰国教汉语的过程中，教师随时都可能接触到学生汉语学习中产生

的偏误。纠正学生的错误是老师的职责，但并非唯一的任务。偏误是习得语言过程中产生的中介语的组

成部分，偏误之间是成系统、有规律地联系着的，因此，偏误分析对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都有非常

大的意义。对教师来说，通过对学生的偏误系统分析，可以了解学生学习目的语的过程以及在向目的语

接近的过程中到达了哪一阶段，从而调整教学内容。 
不过，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强调重视学生的偏误以及分析偏误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学生产生的所

有错误都是值得研究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将失误和偏误区分开来，失误是学生偶然产生的口误或

笔误，它是不成系统的无规律的，也不具有研究价值。所以这就要求老师要具有筛选和甄别偏误的能力。 

5. 结语 

本文基于对比语言学、中介语理论、偏误分析理论，以定中结构的语序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汉语

语法的分类为基础，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分析泰国汉语学习者有关定中结构的偏误材料，从而发现两

种语言结构最显著的区别：汉语语法把定语放在中心语之前，形成偏正结构；泰语的语法是把定语置

于中心语之后，形成“正偏结构”。而由于笔者的教学对象为初级汉语学习者，教学内容暂未涉及多

项定语，所以在本文中主要以单项定语的偏误分析为主。除此之外，本文还对泰国学生汉语学习和表

达中出现的定中语序偏误进行原因探究，发现除了“对目的语知识掌握不足”和“教学忽略语法的专

项讲解”外，影响泰国学生汉语学习最大的是“目的语负迁移”。针对于此，本文还有针对性地提出

纠正此种偏误的教学策略，为对泰汉语教学提出一些建议：通过对比分析法在对泰教学中的应用，让

学生更了解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差异；除了课堂学习之外，还应在课外创造丰富的汉语环境，加深学

生对汉语语序的了解，促进学生正确使用汉语；重视泰国学生定语习得的语序偏误，对于预测学生的

学习效果有很大帮助，不仅可以提前预防偏误的产生，及时纠正已产生的偏误，还可以提高教师的教

学质量和教学效率。 
由于专业知识水平有限，知识储备不足，本文对词汇的研究只能以查阅文献资料为主。如有错误之

处，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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