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3, 11(3), 1101-1109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3152 

文章引用: 宋云秋, 姜菲菲, 邰金侠. 目的语环境下东南亚留学生话语标记习得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3, 11(3): 
1101-1109. DOI: 10.12677/ml.2023.113152 

 
 

目的语环境下东南亚留学生话语标记习得研究 

宋云秋，姜菲菲，邰金侠 

云南工商学院丝路学院，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2023年2月16日；录用日期：2023年3月21日；发布日期：2023年3月30日 

 
 

 
摘  要 

话语标记作为口语交际中用于连接话语的功能词，对东南亚留学生习得地道的汉语口语起关键作用。文

章考察了中高级阶段东南亚留学生对常用汉语话语标记习得和使用情况，发现东南亚留学生在习得和使

用汉语话语标记时存在滥用、误用等问题，对偏误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母语迁移和文化迁移是

影响东南亚留学生汉语话语标记习得和使用的主要因素，并提出降低情感障碍，克服文化迁移阻碍，按

照汉语话语标记的主观性强弱进行分层教学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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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course markers, as link discourse in oral communication, play a key role in the acquisition of 
spoken Chinese by Southeast Asian students. This thesis investigates the acquisition and use of 
Chinese discourse markers by Southeast Asian students, finds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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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use and misuse of Chinese discourse markers by Southeast Asian students, analyzes the causes 
of errors, and believes that the transfer of mother tongue and cultural transfer are the main fac-
tors affecting the acquisition and use of Chinese discourse markers by Southeast Asian students. 
This thesis also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teaching of Chinese discourse markers towards South-
east Asian students by alleviating the emotional barrier, overcoming the barrier in acculturation, 
and teaching at different levels according to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discourse ma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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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话语标记是日常口语交际过程中常见的语用现象，是“互动式口语交际中所特有的一类功能词”[1]，
在话语中起连接、转折、延续等语用功能，例如汉语里“我觉得吧”“话又说回来”，英语中“I mean”
“you know”等，都属于话语标记。话语标记对话语连贯的形成，以及交际能力的培养都具有重要作用。

对留学生而言，汉语教学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其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使留学生能够流利地使用地道

的汉语口语展开交际活动，在交际中既能准确地理解对方所表达的意义，也能被对方准确地理解。因此，

作为口语交际中用于连接话语的功能词，话语标记的习得对留学生习得地道的汉语口语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二语学习过程中，忽视汉语话语标记的教学，从而导致留学生无法掌握汉语话语标记的用法和功

能，将大大影响留学生使用中文进行交际的效果，例如： 

例 1 中国学生：你们听说了吗，(地铁)五号线通车了。 

泰国留学生：我没听说。 

例 1 是东南亚留学生使用汉语话语标记中一种典型的误用情况。“你们听说了吗”/“你听说了吗”

作为汉语中常用的话语标记，在例(1)中具有语篇连贯的语用功能，用于开启话题“(地铁)五号线通车了”，

一方面引起泰国留学生的注意，另一方面开启新话题，在句中作为语篇连贯的功能结构“删除后不对话

语的真值意义造成影响”[2]。但由于东南亚留学生汉语水平不足，对汉语话语标记的用法和功能理解不

充分，将汉语话语标记“你们知道吗”/“你知道吗”误认为提问标记，从而产生了偏误，导致交际失当。

为此，本文以东南亚来华留学生汉语话语标记习得和使用情况为基础，探讨其习得和使用汉语话语标记

存在的偏误，以及产生偏误的主要原因，并提出针对性的教学策略，以期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话语标

记教学提供区域性研究参考。 

2. 东南亚留学生习得和使用汉语话语标记情况 

本文选取不同批次东南亚来华留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共计 67 人，其中云南师范大学东南亚留学生

41 人，云南大学东南亚留学生 15 人，云南民族大学东南亚留学生 11 人。此次调查选取的调查对象筛选

依据汉语水平考试(以下简称 HSK)和《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GF0025-2021)等级划分，所选

调查对象均为高级阶段东南亚来华留学生，其中 39 人通过了 HSK 五级考试，28 人通过了 HSK 六级考

试。调查对象国籍包括泰国、老挝、越南、缅甸、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其中泰国留学生 28 人，老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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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13 人，越南留学生 10 人，缅甸留学生 8 人，柬埔寨留学生 5 人，印度尼西亚留学生 3 人。此次调

查选取的调查对象中文水平等级相近，年龄分布在 20~32 岁之间，学习中文时间均在 3~5 年，选取对象

覆盖面广，具有代表性。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和课堂观摩两种研究方法进行。调查问卷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取三所高校

共同使用的《高级汉语口语》(第三版)系列汉语口语教材中出现频率最高，同时也是日常口语交际中使用

最频繁的 15 个汉语话语标记，以问卷调查形式，了解留学生对汉语话语标记的认知、使用情况和主要习

得途径；第二部分以测试为主，设置具体语境，考察留学生对汉语中常用话语标记的理解程度和掌握情

况，以及常用汉语话语标记在具体语境中不同功能的判断和区分。 
为进一步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本文研究结合实际教学观摩，利用 Audacity 录音软件，获取东

南亚来华留学生口语课堂会话语料，共计 210 分钟。本文采用 Adobe Audition 音频处理软件，将所获取的语

料进行降速处理和文字转写，同时利用 AntConc3.5.7 语料分析软件将文本中出现的 15 个常用汉语话语标记

及其变体进行高亮标记，并进行细致分析，探究东南亚留学生对汉语话语标记功能的掌握程度和使用情况。 

2.1. 汉语话语标记习得和使用情况 

通过对调查问卷和课堂观摩语料进行分析整理，得出 67 名东南亚留学生对 15 个常用汉语话语标记

总体习得和使用情况(由于部分话语标记具备多种语用功能，问卷中所给语境为该话语标记最常用功能的

具体体现)，具体数据分析如下： 

2.1.1. 东南亚留学生习得汉语话语标记的主要途径 
通过对“是否学过以下话语标记”和“通过何种途径习得”两项内容的调查得出东南亚留学生汉语

话语标记的习得情况，具体分析见表 1 和图 1。 
 
Table 1. Acquisition of widely used Chinese discourse markers by Southeast Asian students 
表 1. 东南亚留学生常用汉语话语标记习得情况人数 

常用汉语话语标记及设置语境 学过 

然后(我们先去了滇池看海鸥，然后爬西山。) 67 

这个/那个(这个/那个，你们什么时候放假啊？) 67 

不是(不是，你什么时候看见我去食堂了？) 67 

你看(明天大家都有事，你看，怎么办？) 67 

(依)我看(依我看，还不如去民族村好玩。) 67 

(我)听说(我听说，晚辈要给长辈拜年，还会得到红包呢。) 67 

这么说(这么说，你们明天是非去西山不可了。) 65 

我觉得(吧)(我觉得吧，我们还是等天气转好了再去吧。) 65 

你(们)知道吗/吧(你们知道吗，李老师离职了。) 62 

我说呢(我说呢，今天你怎么起那么早呢。) 60 

不过(呢) (不过呢，院长应该下周就回来了。) 56 

据我所知(据我所知，下周二开全体例会。) 51 

说实话(说实话，我是不愿意去的。) 50 

(可是)话又说回来(话又说回来了，谁也不希望事情变成这样。) 47 

不是我说你(不是我说你，你这次有点过分了。)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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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以看出，15 个常用汉语话语标记中，有 6 个话语标记 67 名东南亚留学生均表示学过，分

别是“然后”“这个/那个”“不是”“你看”“(依)我看”和“(我)听说”；超过 60 名留学生表示曾经

学习过“这么说”“我觉得(吧)”“你(们)知道吗/吧”和“我说呢”4 个话语标记；“不过(呢)”“据我

所知”和“说实话”3 个话语标记选择“学过”选项的留学生超过 50 人，占所有留学生数量的 74.6%；

而剩余两个话语标记，选择“学过”选项的留学生数量均不足 50 人，其中只有 47 名留学生表示学过“(可
是)话又说回来”，占总人数的 70.1%，表示学过“不是我说你”的留学生仅 45 人，占总人数的 67.2%。

总的来说，东南亚留学生对大部分常用汉语话语标记均有所了解，部分使用频率高且教材中出现频次多

的话语标记大部分学生均表示学习过。但由于部分话语标记在教材中出现频次少，且语用功能较复杂，

亦或是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未进行讲解等原因，导致个别留学生表示未学习过。而学习是使用的前提，只

有在充分学习和了解汉语话语标记的基础上，留学生使用汉语话语标记进行交际的意愿才会有所提高。 
在掌握东南亚留学生 15 个常用汉语话语标记习得情况之后，就东南亚留学生习得汉语话语标记的主

要途径进行了调查，具体调查结果见图 1。 
 

 
Figure 1. Main methods of acquisition on Chinese discourse markers by Southeast Asian students 
图 1. 东南亚留学生习得汉语话语标记主要途径 
 

如图 1 所示，东南亚留学生习得汉语话语标记的主要途径是和中国人交流。在受访的 67 名东南亚留

学生中，近 48%的留学生认为和中国人交流是他们习得话语标记的主要渠道，其次，观看中文影视作品

也是东南亚留学生习得汉语话语标记的一个重要途径。此次受访留学生均为高级阶段学生，具备一定的

中文听、说、读、写能力，能独立观看中文影视作品，因此，近 30%的留学生认为他们主要通过中文影

视作品话轮习得大量的汉语话语标记。此外，仅 19%的受访留学生认为他们主要通过课堂学习和教材习

得汉语话语标记，其中，认为通过课堂教学习得汉语话语标记的留学生约 12%，而约 7%的留学生则认为

教材是他们习得汉语话语标记的主要途径。由此可见，当前对外汉语教学和教材对汉语话语标记的关注

度不高，对留学生习得汉语话语标记的帮助不明显。而剩余 3%的留学生则认为，他们主要通过报纸书刊

习得汉语话语标记，这部分留学生具备一定中文阅读能力，能通过阅读中文书籍满足其学习需求，特别

是口语色彩浓厚的小说。 

2.1.2. 东南亚留学生使用汉语话语标记情况 
话语标记作为普遍的语用现象，在日常口语交际中使用频率很高，因此在考察东南亚留学生汉语话

语标记习得情况时，不可避免地考虑到汉语话语标记在东南亚留学生在日常口语交流中的使用情况。因

此，本文利用 AntConc3.5.7 语料分析软件，提取了东南亚留学生口语课堂会话文本中出现的 15 个常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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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话语标记及其变体，并对语料进行了统计分析。同时结合问卷，对 15 个常用汉语话语标记使用频率进

行调查，整理出具体使用情况详见表 2。 
 
Table 2. Usage of widely used Chinese discourse markers by Southeast Asian students 
表 2. 东南亚留学生常用话语标记使用情况 

常用汉语话语标记及设置语境 经常使用 偶尔使用 从未使用 出现次数 频率(次/分) 

然后(我们先去了滇池看海鸥，然后爬西山。) 59 8 0 577 2.75 

这个/那个(这个/那个，你们什么时候放假啊？) 38 20 9 415 1.98 

不是(不是，你什么时候看见我去食堂了？) 9 10 48 29 0.14 

你看(明天大家都有事，你看，怎么办？) 27 18 22 16 0.08 

(依)我看(依我看，还不如去民族村好玩。) 33 21 13 269 1.28 

(我)听说(我听说，晚辈要给长辈拜年，还会得到

红包呢。) 
58 9 0 224 1.07 

这么说(这么说，你们明天是非去西山不可了。) 16 9 42 35 0.17 

我觉得(吧) (我觉得吧，我们还是等天气转好了再

去吧。) 
43 19 5 485 2.31 

你(们)知道吗/吧(你们知道吗，李老师离职了。) 7 13 47 73 0.35 

我说呢(我说呢，今天你怎么起那么早呢。) 11 11 45 44 0.21 

不过(呢) (不过呢，院长应该下周就回来了。) 36 24 7 510 2.43 

据我所知(据我所知，下周二开全体例会。) 14 31 22 214 1.02 

说实话(说实话，我是不愿意去的。) 25 36 6 392 1.87 

(可是)话又说回来(话又说回来了，谁也不希望事

情变成这样。) 
0 1 66 0 0 

不是我说你(不是我说你，你这次有点过分了。) 2 16 49 0 0 

 
从表 2 可知，东南亚留学生对常用汉语话语标记在使用频率上存在明显差异。67 名留学生学习并使

用过的常用汉语话语标记仅 2 个，分别是“然后”和“(我)听说”，其中经常使用“然后”的留学生 59
人，经常使用“(我)听说”的 58 人。值得关注的是，在课堂会话中，话语标记“然后”出现次数最高，

达 577 次，频率达 2.75 次/分，与学过并使用过“然后”的留学生人数成正比。而学过并使用过“(我)听
说”的留学生人数与其实际出现次数差异较大，67 名东南亚留学生均学习并使用过话语标记“(我)听说”，

但在课堂会话中出现的次数仅 224 次，频率仅 1.07 次/分。这是因为课堂会话类语料的特殊性，相比闲谈，

课堂会话较严肃正式，而“(我)听说”多出现在较轻松随意的日常闲谈中。除此之外，学习和使用过话语

标记“你看”的留学生达 45 人，其中经常使用的 27 人，偶尔使用的 18 人，但在实际课堂会话中，“你

看”仅出现 16 次，频率仅 0.08 次/分。这是因为“你看”作为征询标记，主要功能是“用来征询对方的

看法、推测、主意、决定等”[3]，在课堂会话中，出现征询的情况有限。此外，调查还显示，4 个话语

标记学习过的留学生人数超 45 人，但经常使用的人数却不足 10 人，分别是“不是”“你(们)知道吗/吧”

“(可是)话又说回来”和“不是我说你”，且超过 47 人表示“从未使用”过这 4 个话语标记。这表明东

南亚留学生在习得汉语话语标记和使用汉语话语标记的过程中存在不对称、不平衡的情况，且这种不对

称受包括认知、母语迁移和文化迁移等多重因素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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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汉语话语标记功能的掌握情况 

话语标记是日常口语交际中常见的语用现象，大量存在于汉语中，在话轮中能够传达说话人的态度、

情感，甚至语气和意图，推动会话进程，同时能够“建立会话者与受众之间的良好关系”[4]，在言语交

际中至关重要。因此，在考察东南亚留学生汉语话语标记习得情况时，还应考虑到其对汉语话语标记功

能的掌握情况。本文通过问卷，选取 15 个常用话语标记作为调查内容，考察了留学生对其常用语用功能

的掌握情况。 
话语标记的功能对语境依赖度较高，因此一个话语标记往往具有多种语用功能。“这个/那个”作为

话语标记在会话中具有语篇连贯的功能，可用于话题开启、话题承接和话题转换。以“这个/那个”为例，

考察了东南亚留学生对话语标记多个功能的掌握情况。 

(问：划线话语标记在例句中起什么作用？) 

例 2 这个，我们开个简短的班会。 

A.转换话题   B.开启话题   C.承接话题   D.无意义 

例 3 泰国学生：明天还去不去西山公园呀？ 

中国学生：这个，我昨晚认真想了一下，最近天气实在太差了，爬西山很危险。 

A.转换话题   B.开启话题   C.承接话题   D.无意义 

例 4 具体情况我已经了解了。这个，李老师，今天会议就到这吧。 

A.转换话题   B.开启话题   C.承接话题   D.无意义 

例 2~4 分别考察了留学生对话语标记“这个/那个”在不同语境中的三种功能，东南亚留学生对“这

个/那个”三种功能的掌握率分别是 53%、16%、31%。例 2 考察的是“这个/那个”开启话题的功能，通

常位于句首，通过吸引听话人的注意从而开启话题，引导听话人推理出说话人即将说出“开个短会”的

信息。例 3 考察的是“这个/那个”承接话题的功能，通常位于话轮中间，所引发的话题是上一话题的延

续，即对“去不去西山”的回答，天气不好不去了。例 4 考察的是“这个/那个”转换话题的功能，所引

导的是一个新话题，通常是上一话题还未结束的情况下引入一个新的话题，比如提到已经了解了情况，

突然把话题转换到李老师结束会议上。例 3 和例 4 的区别在于，“这个/那个”所引发的话题是不是听话

人意料之中的话题，因此，其内部所编码的程序信息复杂度相较例 1 更高，这种语用功能的复杂性也是

影响东南亚留学生话语标记掌握的重要因素。 
话语标记具有语篇组织和人际互动的功能，是说话人主观意识的体现，因此，我们从话语标记主观

性的强弱角度考察了东南亚留学生对话语标记的掌握情况。 

(问：选择合适的话语标记填入横线处) 

例 5 泰国学生：李雪最近天天去图书馆，这次考试肯定能得第一。 

中国学生：     未必，     陈燕也挺用功的，每天复习到深夜。 

A.然后    B.我看    C.一般来说   D.不是我说你 

例 6 泰国学生：你没看到我的饭卡了吗？我找不到了。 

中国学生：     ，你也太不小心了，这个月都丢三回了。 

A.听说    B.然后    C.一般来说   D.不是我说你 

调查显示，例 5 有 83%的留学生选择了“我看”，而例 6 只有 10%的留学生选择了“不是我说你”，

超过 62%的留学生选择了“一般来说”。话语标记主观性的强弱与其习得情况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于东南亚留学生来说话语标记的“主观性越强则越难以掌握”[5]。例 4 中“我看”作为话语标记在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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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起引出说话人主观意愿和建议的功能，引出中国学生的不同意见“李雪不一定得第一”，属于主观性

较低的话语标记，无论是教学还是教材，抑或是东南亚留学生日常交际使用都很常见，因此留学生基本

掌握了这一功能。例 6 中“不是我说你”同样具有引出说话人提议和态度，凸显说话人主观意识的功能，

但与“我看”不同，“不是我说你”引出的是说话人责备的态度“你太不小心了”，为了让听话人不反

感，同时缓和语气，将话轮的焦点移向听话人，所以出现了移情趋势，对留学生来说理解难度加大。 

3. 东南亚留学生习得和使用汉语话语标记偏误分析 

3.1. 东南亚留学生使用汉语话语标记偏误类型 

调查显示，东南亚留学生使用汉语话语标记时，存在使用不熟练、不理解语用意义，同一个话语标

记的多个功能掌握不充分等问题，偏误类型主要包括：滥用、误用和漏用三种。 

3.1.1. 话语标记的滥用 
通过对东南亚留学生日常口语会话调查，由于留学生对大部分汉语话语标记的认识不足，对话语标

记对口语交际的作用理解不充分，导致出现话语标记的滥用。 
不熟悉、不理解导致东南亚留学生在使用汉语话语标记时，通常会出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在不

该出现话语标记的地方使用话语标记，从而导致上下文语境不连贯。 

例 7 我妈妈很严格，对我们要求很高，无论如何，依我看，我们兄弟姐妹虽然都长大了，但是还是很听从她，

以她为榜样。(泰国留学生，HSK5 级，口语课堂实录) 

例 7 是东南亚留学生滥用话语标记的常见类型，“无论如何”通常表示让步、转折、顺承等关系，

除了起提醒注意，引出下文内容作用外，还具有强调功能。所连接的前后两个语段具有逻辑上的转折等

关系，强调“虽然妈妈很严格”，但是她依然是我们的榜样。“依我看”用来引出说话人的观点、推测

或建议，强调说话人的主观性。例 7 中后一语段“我们听从妈妈”并不是说话人的观点或推测，因此，

属于话语标记的滥用应去掉。 
除多用外，东南亚留学生还存在话语标记的泛化问题。所谓泛化指的是在应该使用其他连词或表逻

辑关系的连接成分的地方使用了话语标记。这种话语标记的泛化使用通常出现在常用的话语标记，以及

从连词虚化而来的话语标记中，最典型的是“然后”。 

例 8 我最喜欢上张老师的课，然后张老师会说缅语嘛，然后我们很喜欢她。(缅甸华裔，HSK5 级，口语课堂实录) 

例 8 是话语标记“然后”泛化后代替了表因果关联的结构“因为……所以”，这种泛化现象在东南

亚留学生口语十分常见，留学生有时会用“然后”部分替代“因为……所以”，有时也会完全替代。例

8 中“然后”完全替代了“因为……所以”，语段中明显存在因果逻辑“因为张老师会说缅语，所以我

们很喜欢她”，而说话人却用“然后”替代了“因为...所以”的位置。这种泛化现象的形成与“说话人

的认知顺序”[6]相关，作为逻辑关系连词的“然后”本身具有表达先后顺序的意义，而“因为...所以”

虽然表因果关系，但其具有逻辑上的先后顺序，即先有因后有果，“然后”虚化为话语标记后，所具备

的基础意义并未消失，而是合并到说话人的认知顺序中，随着说话人认知顺序的不断扩大，话语标记“然

后”的功能也不断外延，最终替代了具有先后顺序的“因为……所以”。 

3.1.2. 话语标记的误用 
话语标记的正确使用受诸多因素影响，如母语思维、表达习惯、文化迁移、汉语水平等，且留学生

对话语标记的多个功能熟悉程度也会影响话语标记的使用。因此，东南亚留学生在使用话语标记时会出

现串用、混淆，结构错误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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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9 流行歌曲是一种听众喜爱的歌曲，据我看来，流行歌曲可分两类：一类是长期流行几十年的歌曲，另一类

是短期流行歌曲，它只在一段时间的经过，流行气势慢慢降低。(老挝留学生，HSK6 级，口语课堂实录) 

例 9 是东南亚留学生混淆话语标记的现象，“据我看来”是一个错误的话语标记，在现代汉语中并

没有这样的表述，而是“据我所知”或“依我看”，用于引出说话人的观点，例 9 中由于留学生对汉语

话语标记结构的稳定性不了解，随意更改其结构，仅根据其意义相近而构造了一种新的结构，从而造成

了偏误。 

3.1.3. 话语标记的漏用 
由于话语标记功能的复杂性，东南亚留学生在使用汉语话语标记时，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应该使用话

语标记的位置没有使用，导致留学生日常口语不地道，生硬。 

例 10 中国学生：这家云南菜怎么样？你喜欢吗？ 

泰国学生：挺喜欢的，那道滇味小炒还挺好吃的。 

A.我听说    B.(不填)    C.一般来说   D.你还别说 

调查显示，86%的东南亚留学生选择了“\(不填)”，其余学生均选择了“我听说”。例 10 中，中国

学生询问泰国学生的主观看法，泰国学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后，又进一步补充“滇味小炒好吃”，因此

这里明显需要一个表示承接上文，且能衔接具体描述的话语标记，例如“你还别说”，使得话轮过渡更

加自然流畅。 

3.2. 东南亚留学生习得汉语话语标记产生偏误的原因 

东南亚留学生习得和使用汉语话语标记过程中容易产生偏误，与语音、汉字、语法这些语言要素的

误用不同，话语标记的偏误通常发生在东南亚留学生使用汉语话语标记进行会话交际的过程中。造成东

南亚留学生汉语话语标记习得和使用偏误的原因很多，我们认为主要有两个，一是受母语迁移影响；二

是受文化迁移干扰。 
母语迁移指的是在二语习得过程中，中介语受到母语规则或形式的影响，可以是积极的，也可能是

消极的，具有消极影响的母语迁移称为母语负迁移。由于受母语系统中元语用意识的干扰，东南亚留学

生在习得和使用汉语话语标记时产生了偏误。当东南亚留学生进行会话交际时，会不自觉地使用其母语

话语标记来生成和解码后再转换为汉语的形式输出，因此产生了话语标记的误用。 
所谓文化迁移是指“学习者适应一种新文化的过程”[7]，即在学习一门新语言时，学习者与目的语族

者之间存在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这两种距离会干扰二语学习的效果。社会距离指的是学习者与目的语社

会的接触或融入程度，包括对目的语的开放心态以及对目的语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认可。通过调查

我们发现，由于缺乏开放心态，东南亚留学生虽然处在汉语目的语环境中，但并未充分利用，甚至刻意回

避汉语交流环境，导致缺乏语言实践，课堂上学习的话语标记并未及时使用和练习，复现率低，从而对汉

语话语标记的深层交际文化内涵理解不深刻。心理距离则指学习者个人的影响，包括动机、性格、情感态

度等。考察到“汉语话语标记是否有用”时，超 87%的东南亚留学生认为汉语话语标记在日常口语交际中

并不实用，因此在口语交际中常常使用学过且易掌握的话语标记，甚至避免使用话语标记。这种现象在课

堂观摩中也得到证实，“然后”“(我)听说”“我觉得吧”等篇章组织的话语标记使用频次较高，“(可是)
话又说回来”“不是我说你”这类主观性强、功能复杂的话语标记则采用消极回避的交际策略。 

4. 东南亚留学生汉语话语标记教学策略 

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东南亚留学生习得和使用汉语话语标记产生的偏误以及偏误原因，针对以上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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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我们认为针对东南亚留学生汉语话语标记教学应重视文化迁移和分层教学。 
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语言实践是二语习得的重要环节，对二语学习者来说交际过程中不可避免文化交

际，语言中蕴含的文化信息反映了该语族者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话语标记是口语交际中体现话语单

位与语境的互动关系和说话人的心理认知，因此“话语标记习得的过程就是目的语交际文化习得的过程”

[8]。东南亚留学生习得和使用汉语话语标记过程中产生的偏误究其原因是对汉语话语标记及其背后所蕴

含的汉文化语境和汉文化社会价值观念的不重视，造成无法领会汉语话语标记背后的深层交际文化，在

使用汉语进行口语交际过程中仍然使用其母语思维，造成交际不对称，久而久之放弃使用话语标记。因

此，在东南亚留学生汉语话语标记教学中应当重视文化迁移的影响，帮助留学生降低情感障碍，减少母

语思维干扰，从而克服文化迁移造成的汉语学习障碍。 
所谓分层教学是指按照汉语话语标记的主观性强弱进行分层教学。汉语话语标记数量庞大、功能复

杂，留学生想要在短期内熟练掌握难度较大，而对东南亚留学生来说，汉语话语标记的主观性与其习得

难易度呈正相关，即主观性越强的汉语话语标记越难掌握，反之亦然。因此，在东南亚留学生汉语话语

标记教学过程中应按照汉语话语标记的主观性划分等级，分层次进行教学，确定教学重点和难点，有的

放矢。 

5. 结语 

话语标记作为口语交际中特殊的语用现象，反映了说话人的元语用意识，东南亚留学生能否准确使

用汉语话语标记进行口语交际是衡量其使用汉语进行思考的能力的方法。对东南亚留学生汉语话语标记

习得和使用情况的考察，能帮助我们掌握东南亚留学生使用话语标记时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产生

的原因，为东南亚留学生汉语话语标记教学提供参考。对东南亚留学生的汉语话语标记教学，应充分发

挥目的语环境的作用，给予足够的输入，帮助东南亚留学生克服心理距离，降低情感障碍，缩小与汉语

群体社会距离，突破母语思维限制，优化分层次教学路径，提升东南亚留学生汉语口语交际能力，掌握

地道的汉语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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