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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语结构助词“的”“地”“得”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在对外汉语教学上的运用不多。实际上在教学过

程中，汉语的结构助词“的”“地”“得”是一大困难。结构助词是虚词的一部分，能否熟练运用虚词

是衡量留学生汉语水平的标准之一，因此，对结构助词的分析与研究有助于留学生更好地掌握汉语，增

强对汉语的学习兴趣。本文以二语习得中关于偏误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探索偏误产生的原因，提供相

关的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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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many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auxiliary words “de”, “di”, and “de” in Chinese, but 
the application is limited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he 
structural particles “de”, “di”, and “de” in Chinese are a major difficulty. Auxiliary words are a part 
of function words, and proficiency in using function words is one of the criteria for measur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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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roficienc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refore, analyzing and researching auxiliary words 
can help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tter master Chinese and enhance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Chi-
nese.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error,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rrors, explores the causes of errors, and provides relevant teaching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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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结构助词作为汉语虚词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频率不亚于实词，而相较于有实际意义的实

词，结构助词没有实际意义，只有语法结构上的意义。因此，二语学习者在学习结构助词的过程中常常

遇到较大困难，难以理解结构助词，在使用结构助词时容易出现偏误。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从结构助词

“的”“地”“得”的用法入手，结合二语学习者产生偏误的原因，在塞林克(1969)关于中介语的相关理

论的指导下进行分析，根据分析内容为二语教学提供教学建议，希望能够以此为汉语国际教育中结构助

词的教学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2. 结构助词“的”“地”“得”的概述 

2.1. 区别使用结构助词“的”“地”“得”的概述 

1. “的”“地”“得”的结构助词，从晚唐五代开始出现，此时还没有广泛应用。到了元代，“de”
才以结构助词的作用被大量使用，而在此之前，它的语法作用主要由“之”和“底”来代替。“的”：

“自元朝以来，‘的’用于定中之间开始大量地出现[1]。”“地”：直到元末明初，主要由“地”来连

接状语与修饰语[1]；“得”：唐代，“得”以补语的语法功能被运用，虚化为动态性助词。元、明、清

之后，现在使用的“得”才在“动词 + 得 + 补语”的结构中继续使用[2]。 
2. 20 世纪初期，白话文蓬勃发展，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越来越多。语言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

生变化，出于语言使用的需要，为了能更准确地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人们对结构助词“的”“地”“得”

的使用进行了细致区分。  
3. 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将现代汉语结构助词解释为：“‘的、地、得’常常有人问起这三个字的区

别……这个字担负的任务非常繁重，所以在文字上写成两个或三个不同的形式是有相当的方便的……需

要跟‘的’字分别的还有一个‘得’字。这个‘得’字有两个用处： 

(1) 表示可能性，例如：‘容得下，容不下’ 

(2) 表示结果或者成果，例如：‘站得高，看得远’ 

这个‘得’字也常常被人写做‘的’。但是这两个字如果写成一个样子，有可能产生歧义，所以最好

分开[3]。” 
4. 在《现代汉语》中，语言学家黄伯荣和廖旭东进一步阐释了“的”“地”“得”的语法作用和不

同之处。“de”作为助词通常写成三个字：定语之后是“的”，状语之后是“地”，补语是“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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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助词的发展历程来看，在现代汉语的语法系统中，结构助词“的”“地”“得”具有标识各种

语法关系的作用，所以对它们加以区别并规范使用的做法是非常有意义的，体现了现代汉语的科学化

和严密化。 

2.2. “的”“地”“得”的使用原则 

1. 遵照含义使用 
《现代汉语词典》对“的”“地”“得”的解释分别是[5]：的，① 接在定语后；② 构成缺少中心

词的“的”字结构；③ 接在谓语动词后面，强调动作的施事者或时间、地点、方式等：④ 接在陈述句末

尾，表示肯定的语气；⑤ 用在两个同类的词或词组之后，表示“等等、之类”的意思；⑥ 同“得”之

②、③。地，表示前面的词或词组是状语。得，① 接在动词后面，表示可能；② 接在动词和补语中间，

表示可能；③ 接在动词和形容词后面，连接表示结果或程度的补语；④ 接在动词后面，表示动作已经

完成。这说明此 3 字之间是有区别的，尽管在某些场合可以通用，只能说明在这些场合还没有达到需要

严格区分的程度与要求。然而，通用并不是说可以混用。对编辑人员而言，“的”字的解释⑥尽量也不要

用，以免引起混淆。根据字的含义进行区别使用，仅仅是理论上的设想，还得在实践上、使用中去体会。

这就需要我们将这 3 个结构助词的使用与具体的语法情境(语句)相结合。 
2. 遵循语法结构 
我们认为，当语法结构确定时，其中使用的结构助词应该是唯一确定的。反之，结构助词的使用也

不唯一。否则，就可能有歧义产生。例如： 

(3) “把作业整洁的抄写一遍” 

这是来自课后习题的一句话，虽然我们觉得不可以理解为“不整洁的作业不要抄写”，但当我们想

到甚至写出这种理解方式时，歧义就已经出现了。作为结构助词，他们的主要作用是使语言更顺畅、更

上口，其本身并无实在意义。严格遵循其适用的语法结构，才是它们意义的体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的”“地”“得”的使用应遵循语言结构，这既是语法需要，也是我们讨论结构助词意义的基础与出发

点。在一些短语中，可使用的结构助词并不唯一。例如，“努力的工作”与“努力地工作”2 个词组都正

确。但如果我们将其都扩充为语句，则其中结构助词的使用就唯一确定了。如，“努力的工作使他获得

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我们只有努力地工作，才能获得成功。”其中“的”与“地”的使用就不好随便

调换了。一般来讲，在投稿中，结构助词不确定的情况几乎是不存在的(除非是病句)。需要说明的是，以

下讨论的情况均指在语句中出现，否则就会出现上述“努力的(地)工作”的情形。 

3. 使用结构助词“的”“地”“得”时产生的偏误及原因分析 

二语习得过程中，许多因素都会导致偏误的产生。例如，二语习得者的母语背景、学习者是否出现

了这种偏误，是在书面中出现的，还是在口语中出现的，是属于交谈中产生的还是书写时产生的。主要

从五个方面来看：母语负迁移，目的语知识负迁移，学习策略，交际策略，学习环境等。本节根据外国留

学生运用结构助词“的”“地”“得”时产生的偏误，简要分析产生偏误的原因。 

3.1. 母语负迁移 

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这部著作中，洪堡特提出：“人从自身中

造出语言，而通过同一种行为，他也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它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

一道樊篱，一个人只有跨过另一种语言的樊篱进入其中，才有可能摆脱母语樊篱的约束[6]。”在二语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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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中，当学习者对目的语语法不熟悉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会依靠母语去学习。这也是造成初学者在二

语习得初期产生大量偏误的原因之一。 
在英语语法中并没有完全能与汉语结构助词“的”“地”“得”一一对应的语法点。因此，初学者在

学习中利用母语帮助其学习时，就会出现一些偏误。而汉语结构助词“得”在英语中的区分并不明显。

状语和补语在英语中的表现形式大多以状语的形式出现，所以，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在学习和使用“得”

这两个结构助词时，容易受到其母语负迁移的影响，产生混淆。除了母语负迁移的影响，英语和汉语之

间的差异也会使学生在习得过程中出现偏误。例如美国留学生在学习结构助词“的”时出现的偏误： 

(4) 他的红色的衣服很漂亮。 

受到英语翻译的影响：His red clothes is very beautiful，出现了结构助词的冗余，导致句子中心语不明

确。所以应去掉其中一个“的”使句子表意更为明确。 

3.2. 目的语知识负迁移 

目的语知识负迁移也叫“过度概括”或“过度泛化”，是指学习者根据自身知识水平和对目标语言

中的某些知识进行的推测而导致的偏误。这种偏误多见于汉语中、高级水平的学生。 

(5) 妈妈做得饭很好吃。 

这句话是一句比较典型的由于目的语知识负迁移所造成偏误的例句，美国留学生在课堂上所写。学

生明白动词是“做”，名词是“饭”，程度副词“很”修饰后面的“好吃”。由于看到程度副词“很”，

于是就想到课本上“他玩得很开心”的例句。“做”与“玩”都是动词，因此误以为“很好吃”与“很开

心”一样对动词进行补充说明，因而使用了补语标志词“得”。可是，学生遗漏了句子中心语“饭”。修

饰限制“饭”的成分是“妈妈做的”，因此应该使用定语标志词“的”而非补语标志词“得”。 
学习者明白汉语定语的用法，也知道句中应该用结构助词“的”，但却忽略了当句中有多个定语出

现时，为了更好地突出中心语，在不影响句意的情况下有些“的”字可以省略。这些都是学习者在习得

过程中，因为目的语知识掌握不充分而造成的偏误。 

3.3. 学习策略与交际策略 

“学习策略是指语言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为了更好地掌握语言的规律，培养语言技能，提高交流

能力，以及解决在学习时遇到的问题，所采用的各种方法、方法、步骤、方法、技巧和调节手段。”学习

策略的使用关系到学习者能否掌握目标语、掌握目标语的内在语法规律。 
从主观方面来看，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策略与偏误的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学生的学习态度可以

分为两类：一类是积极的，一类是保守的。积极心态的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勇于冒险、勇于尝试，运用

类比的方式产生目标语句，但是，这种推理并非总是有效；持保守态度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采用了

避免或简化的方式，对新学到的语法条目不太愿意运用，从而导致了错误的发生。而回避策略是二语习

得者常用的一种学习策略，在不能充分理解汉语结构助词的情况和学生在不知道该用哪个结构助词的情

况下，往往会采用规避策略。由于学生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一些较困难、易混淆的语法点，所以老师们

也无法有效地对症下药。因此，在学习、运用“的”“地”“得”等结构助词时，学生的偏误会越来越

多。 
从教师的主观因素看，教师的教学态度是否端正、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是否恰当，使用的语法知识

是否全面，这些都会造成学生偏误的产生。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注意教学方法和手段，尤其是要多

运用积极诱导的方法。例如对学生出现错误较多的句子，可采用小组讨论、学生回答等方式给予肯定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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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或引导帮助学生改正。教师还要注意在课堂上不要使用传统教法或者过度讲解语法知识，这样会使学

生产生抵触心理，也不利于对学生学习策略的培养和运用。此外，教师还要注意在课前做好准备，尤其

是在进行预习时要将语法项目和重点词句标注出来；而课堂上也要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提问；课后也

要及时讲解和纠错。 
对于交际策略，刘询在《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中综合中西方各家的看法，把学习者的交际策略分

为以下几种[7]： 
A. 回避； 
B. 简化； 
C. 语言转换； 
D. 母语目的语化； 
E. 母语直译； 
F. 语义替代； 
G. 描述； 
H. 造词； 
I. 重复； 
J. 使用交际套语； 
K. 利用交际环境； 
L. 等待； 
M. 体势语； 
N. 使用其他语言； 
O. 求助对方 
F 至 K 是留学生比较常用的交际策略。尤其是初级阶段的学生，回避现象比较明显。汉语学习遇到

类似结构助词“的”“地”“得”的语法时，会尽量不用、不说、不写。 

3.4. 学习环境的影响 

留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会产生偏误除了自身的原因外，同时也受相关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学习

环境。学习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下的学习环境和学校课堂学习环境。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学校课堂学习

环境中的教师和教材对学习者的影响。结构助词的相关语法点教师能否通过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讲给学

生听；课堂交流中，学生在使用“的、地、得”时出现的大量偏误，教师持怎样的态度等，这些都是重要

的外部影响因素。要想让学生较准确地掌握结构助词的用法，教师首先要能清楚地对这些语法点进行解

说。对于学生的疑难问题，在不能给出较准确地回答时，不随便应付学生。其次是教师对学生在交流中

出现的大量偏误时，为了不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时持过度包容的态度。但是这种过度包容的态度

反而让学生不能意识到偏误所在，不利于学生进行偏误的自我修正。 

4. 教学策略 

掌握学生常出现的关于结构助词的偏误，有利于对外汉语教师根据偏误出现的特点制定有效的教学

策略。 

4.1. 正确对待学生出现的偏误 

语言习得者在学习目的语的过程中出现偏误是在所难免的，我们应正确看待学生出现的各类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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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有错必纠，也不能有错不纠。由于和同属印欧语系的英语表示“的”“地”的方式相似，都是通过词

的后缀来表示。对于学生出现的偏误，教师应积极看待，运用合理而有效的方法对这些偏误进行纠正，

让学生逐步深入理解汉语结构助词的正确用法。 

4.2. 合理有效的教学方法 

结构助词的语法点在初级水平的教材中就出现了，比如重庆师范大学留学生使用的《HSK 标准教程

2》。鉴于学生的汉语水平和汉语结构助词语法的复杂性，教师在结构助词教学过程中通常只对教材中的

基本语法点进行教学，即结构助词“的”“地”“得”的语法意义，怎么使用等，而对于几个结构助词的

具体区别，隐现时各自有什么语法意义，讲解的相对较少。教师一定程度上的回避也会导致学生在学习

和使用过程中出现偏误。所以，对外汉语教师应注重结构助词的语法教学，依据学生不同时期的汉语水

平，循序渐进地对结构助词进行教学，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相应的语法知识，减少偏误的出现。 
而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对于语法的教学依旧是课堂教学的核心。怎样让语法课堂上所涉及的语法

点有效地呈现在留学生面前，又是国际汉语教学中的重要一环。可以结合《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技巧》一

书，从课前导入、语法点展示、语法点解释、语法点的练习以及语法点的归纳五个方面对结构助词“的”

“地”“得”的教学策略进行设计与教学。 

4.3. 教学语言的表达  

1. 语法术语的表达  
语法教学中，教师应尽量避免过多地使用语法术语。何谓“过多”，即在教学过程中语法术语的使

用要适量，对于与该语法点相关不大的语法术语可以有选择性地跳过或简单解释，不需要详细解释。比

如在结构助词的教学中，需要学生了解掌握的语法术语有“定语”“状语”“补语”“名词”“动词”

“形容词”等词类的名称和相关语法意义等。解释这些术语的时候，语言和方式尽量大众化、一般化。

换句话说，教师解释说明的这些术语要能让多数学生明白理解，并且这些术语是一般语法体系所采用的

名称和用法，而不是生僻、难理解的语法术语。 
2. 表达的浅显与简洁 
汉语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语言，语法也是一门深刻的学问。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何把那些研究得既

深又透的语法知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给外国人听，是非常考验教师专业知识素养和教学技能的。这

就要求对外汉语教师在课前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反复琢磨，使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表述和教学

内容尽量做到浅化和简化。  
综上所述，概述结构助词“的”“地”“得”的区别与使用原则后，结合二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出

现偏误的例句，不难看出虽然结构助词“的”“地”“得”的学习难度较大，但在汉语国际化的今天，对

结构助词学习的必要性不亚于实词。汉语结构助词的使用能够反映出二语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只有学好

结构助词，才能化“语言能力”为“交际能力”，使汉语成为国际语言。语言的规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趋势，因此，二语学习者学好汉语结构助词的同时，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师教好汉语结构助词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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