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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语和泰语两种语言都属于汉藏语系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的语言，这也

是两种语言的共同特征。汉语和泰语的主要句法成分是一样的，都是  S+V+O（主

+谓+宾）的语序。这两者都依靠语序的变化来表达不同的语义。但是泰语又分属于

侗傣语族，所以有些地方和汉语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本文以汉语和泰语的修饰语为研究对象，从参考有关的语料和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运用语言对比、中介语、偏误分析理论，通过对汉泰名词修饰语和动词

修饰语的构成、名词修饰语标记词，动词修饰语标记词、多项修饰语的语序进行对

比，找出汉语和泰语修饰语之间的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另外，我们发现最明显的

不同之处就是汉语和泰语在修饰语和中心词位置关系上的区别，既汉语的语序是修

饰语位于中心词的前面，而泰语的语序是修饰语位于中心词的后面。因为这个原因

使得泰国学生习得汉语修饰语时，经常犯语序的偏误。

本文采用偏误分析理论和语言对比理论，对所收集到的相关语料进行分析，语料主

要来自泰国孔敬大学人文学院汉语专业和商务汉语专业二、三、四年级的学生的平

时作业和问卷调查。从分析泰国学生对汉语修饰语的偏误，发现泰国学生主要的偏

误有三类就是修饰语语序的偏误、修饰语标记词的偏误和修饰语本身的误用。

本文最后还归纳了泰国学生学习汉语修饰语时产生偏误的原因，并提出相关的教学

建议，希望能为泰国汉语修饰语的教学提供某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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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and Thai are classified as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these two

languages almost didn’t have to change to other forms and this is their similarity.

Sentence structure of Chinese and Thai are the same, that is S+V+O. Word order

and function word are the main link between grammar and semantics. But Thai

also classified as Kam Dai languages, so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compared

with Chinese.

Object of study of this thesis are modifier in Chinese and Thai.  From corpuses

collecting and other related research, comparing language usages, inter-

language, error analysis theory and the form of attribute and adverbial, noun

modifier marker , verb modifier marker , multiple modifier of word order ,finds 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modifier between Chinese and Thai. Moreover,

we found out that the main difference of modifier in Chinese and Thai is central

word position, for word order in Chinese, modifier will be placed in front of central

word, but in Thai, modifier will be placed after central wor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hai students always make mistakes about word order while they are

studying about Chinese modifiers.

Theories used in this thesis are error analysis and language comparison. Main

collected related corpuses are from normal assignments survey questionnaire of

Business Chinese major’s and Chinese major’s student in Khon Kaen University,

these students are studying in sophomore, junior and senior year. From the error

analysis of Thai student in modifier word orders, I found out that there are four

main errors that Thai students make, that is mistakes of order, more adding,

misuse and omit.

This thesis also provides reasons for errors that Thai students make while

studying Chinese modifier advises for teaching methods and strategies, hope that

these will be useful for teaching Chinese modifiers in 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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