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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onesian Chinese students at beginner level often encounter difficulties in writ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is used in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collection of midterm essays from first-year Binus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author classified students’ error in writing into some categories, and analyzed them to help 
teachers and students during the Chinese Writing Class. During the Chinese writing learning process research 
found out that there are errors occur in wrong usage of word usage, punctuation, Chinese character writing, 
and the error of addition, omission, ordering, and selection are commonly found in grammatical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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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印尼汉语初学者在写作方面经常遇到困难。本文使用定性研究，通过收集印尼建国大学一

年级学生的 22 篇期中考试作文语料，对学生作文语料中的偏误归纳起来并进行分析，发现印

尼汉语学习者在汉语写作方面，明显地表现出在词语用法、标点符号、汉字以及语法存在一定

的问题。印尼汉语初级学习者的汉语写作偏误主要表现在对词语、标点符号与汉字的误用，而

语法偏误可归类为误加、遗漏、错序、误代、杂糅。本文希望此研究能够给予汉语写作教师提

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汉语写作； 偏误分析，印尼；初级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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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好任何语言都必须掌握好“听、说、读、写”四种语言技能。学习汉语也不例外，都要

把握好这四种基本语言技能。在四种技能中，最需要关注的是“写”。写作是人们沟通的其中

一个方法，它也是通过笔式的单方交流。 
 

对于汉语初学者来说，比其三种语言技能，要掌握好“写”是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属于

非汉字圈国家。印尼是属于非汉字圈的国家，印尼所使用的文字都是拉丁字母。因此，印尼汉

语初学者在学习汉语写作课的时候，常常遇到困难。印尼汉语初学者在汉语写作方面，明显地

表现出在词语用法、标点符号、汉字以及语法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有许多研究者做了有关汉语写作的研究，如：陆跃伟（2010）在《初级阶段留学生汉语写

作偏误分析及教学建议》曾经对留学生初学者的标点符号使用、汉字书写、词汇方面、句法以

及句式方面作了一些分析并提出对汉语写作教学的建议。陈丹尼（2013）在《印尼三所大学汉

语写作教与写研究》曾经分析、了解印尼达尔玛贝尔萨达大学、印尼大学与国民大学的汉语写

作教与学情况，总结出汉语写作教师的教学法、学生的学习方法,并提出一些改进印尼汉语写

作教与学方法的建议。 
 

通过本研究，本文将对印尼学习者在汉语写作的偏误进行归类及分析，并且通过学生对汉

语写作的反馈了解学生的汉语写作的学习难点。在此基础上，希望能够归类起印尼初学者很容

易犯错误的汉语写作偏误，便于教师在写作教学中注意常出现的偏误与学生的难点以及能够提

醒学生不犯同样的错误，因此提高了印尼汉语初学者的汉语写作水平。 
 
 

研究方法 

 
 笔者使用定性研究法，研究对象为印尼建国大学一年级02PCL班的学生。本文通过收集印

尼建国大学一年级学生的22篇期中考试作文语料，将对学生的作文语料所发现的偏误归纳起来，

将从语法、词汇、汉字与标点符号四个方面所存在的偏误进行分析。此外，笔者通过电子邮件

采访了解印尼建国大学一年级学生学习写作课所遇到的困难。 
 
 

内容 

 

在汉语教学中，写作能表示汉语学习者的汉语水平，因为写作教学涉及各方面的能力。罗

青松（2002）认为写作是一种须要具备表达能力、思维能力以及语言能力的活动。在写作当中，

汉语学习者不但要把握好汉语词汇、语法、汉语标点符号，而且也需要把握好表达能力，但对

于汉语初级学习者来说，要写好一张作文是有一定的难度。李晓琪（2006）曾经提出在初中级

阶段的外国汉语学习者写作出现了一些常有的问题，就是汉语学习者无法表达自己的思想或词

不达意、句子中的语法不正确、词语搭配不恰当以及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连接不符合汉语的习惯。 
 
 本文选择印尼建国大学一年级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笔者认为初级汉语学习者有关汉语中

一些知识还不太深入地掌握。通过对印尼建国大学一年级的汉语写作作文的考察，笔者发现在

他们的汉语写作作文还存在许多方面的问题，如：错别字、词语误用、标点符号以及语法错误

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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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初级汉语学习者的偏误类型 
 
  印尼初级汉语学习者的偏误类型主要是有汉字、标点符号、词汇与语法四个偏误类型。 

 

汉字的偏误 
 
 从 22 篇作文当中，笔者发现了许多汉字偏误，主要是表现在错写、误用和误加三个问题

上。 

 
序号 学生的 

错写字 

正确 

1 

 

旱 

2 

 

观 

3 

 

单 

4 雪 

5 

 

冬 

6 明 

7 咱 

8 氛 

9 

 

来 

10 

 

集 

11 使 

12 换 

13 七 

14 

 

被 

 
Figure 1 错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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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生的 

误用 

正确 

 

1 巳 已 

2 比交 比较 

3 他门 他们 

4 安挂 安排 

5 时后 时候 

6 迟道 迟到 

7 上果 上课 

8 冈 风 

9 一后 以后 

 
Figure 2 误用（用错字） 

 

 
序号 学生的 

误加 

正确 

1 夏 

2 游 

3 春 

4 饭 

 
Figure 3 误加（加了笔画） 

 

 

 从以上的三个表格，可以看出来，印尼汉语初者最多的汉字偏误是错写字。在印尼汉语初

学者的作文中产生了汉字偏误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与印尼文的文字是完全不同，更何况印尼不是

属于汉字圈的国家，印尼文采用拉丁字母（罗马字）作为字母系统。因此，要掌握好汉字对印

尼汉语学习者来说是有一定的困难，尤其是汉语初学者，他们刚刚学习汉语，还不太习惯使用

汉字写字、掌握的汉字还是有限，没有把握好各个汉字的字形。在汉字中有许多汉字的字体比

较相似的，有的汉字只有偏旁不同、有的读音相同，但是写出来的字体完全不同，这很容易影

响印尼汉语初 学习者写错字，所以常常出现汉字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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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点符号偏误 

 

 在写作教学中，标点符号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汉语学习者冈开始学习写作，必须学

会标点符号。因为使用任何语言写一篇文章中，往往不可缺少标点符号。根据《现代汉语词典》

的定义，标点符号是用来表示停顿、语气以及词语性质和作用的书面符号，包括句号（。）、

问号（？）、叹号（！）、逗号（，）、顿号（、）、分号（；）、冒号（：）、引号

（“”）、书名号（《》、<>）等。 

 

 邹璐、于亮（2009）曾提出留学生的标点符号偏误可分为两种，形体书写的偏误与标点符

号的误用。根据笔者对印尼汉语初学者的作文的考察，发现在他们的作文也存在者两种偏误。

原因是有些汉语中的标点符号在印尼语中没有的。此外，学生对于汉语标点符号的用法还是不

太了解，因此，在印尼汉语初学者的作文中可以发现许多偏误。 

 

 

形体书写的偏误 

 

通过对印尼初学者文章的调查，笔者发现形体书写的偏误主要出现在使用句号（。）、冒

号（：）、叹号（！）、问号（？）以及省略号（……）。印尼汉语初学者经常把句号（。），

写成印尼语中的句号写法 ,就是 “.”或者把句号（。）写成小黑圆圈（•）。此外，印尼汉

语初学者也常把冒号（：）写成两个小黑圆圈或者两个小圆圈和把叹号（！）、问号（？）、

省略号（……）中的黑点写成小圆圈或者小黑圆圈。 

 

 在印尼汉语初学者出现这些形体书写的偏误，主要原因是学生对标点符号形体书写的知识

还不太清楚。在印尼标点符号中没有小圆圈，因此，当写作老师给他们解释有关汉语中的句号

的形体书写是小圆圈，他们就认为汉语标点符号中的所有黑点都必须写成小圆圈。 

 

 

标点符号的误用 

 

 印尼汉语学习者标点符号的误用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顿号（、）与逗号（，）误用 

 

 逗号（，）与顿号（、）的用法不太一样。逗号（，）是表示句子内部的停顿，而顿号

（、）是表示句子内部并列词语之间的停顿。因为在印尼语中没有顿号，所以印尼汉语初学者

不太懂如何使用顿号（、）。此外，印尼语中在表示句子内部并列词语之间的停顿是使用逗号

（，）。因此，由于受到印尼语标点符号的影响，许多学生把这两者误用了。如： 

贴在门上（、桌子上、等着幸福来找我）。 

画上的风景也很美（，天是蓝的、水是清的、水是绿的，花是红的）。 

画上的风景也很美（。天是蓝的，水是清的，水是绿的，花是红的）。 

画上的风景也很美（，天是蓝的，水是清的，水是绿的，花是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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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号（“”）与书名号（《》）的误用 

 

     在汉语中，引号（“”）是用来标出直接引用的话，也可以用来标明有特殊含义的词语。

印尼语中，引号含有汉语中的引号作用，但在印尼语中引号还用来标明在句子中的诗歌名、文

章名和篇章名。而在汉语中用来表示任何书名、篇名、报刊名等是使用书名号（《》），因此，

导致学生对引号和书名号的误用并且有些学生还不太了解引号的用法。在学生的作文中可发现

一些有关引号的偏误，如： 

我去买一些（《福》）倒着贴上门。 

我爸爸每天早上都很喜欢看（“ 国际日报”）。 

 

词语用法的偏误 

 

 印尼汉语初学者的词语方面的偏误主要表现在词语的误用以及生造词语。 

 

词语的误用 

 

笔者认为造成词语使用偏误的主要原因是学生在造句时，不太了解该使用哪一个词比较企当。

因此，印尼汉语初学者误用了汉语词语，如： 

中国人都祝贺春节。（“祝贺”应该改成是“庆祝”） 

夏天的时间。（“时间”应该改成是“时候”） 

我喜欢跟家人一起浪费时间（“浪费”应该改成是“打发”） 

凉的气氛。（“凉”应该是“凉快”；“气氛”应该改成“天气”） 
 

生造词语 
 

 陆跃伟（2010）在《初级阶段留学生写作偏误分析及教学建议》曾经提出留学生出现生造

词语的偏误主要原因是他们所掌握的词汇量还很少与不了解汉语词语组合的特点。 
 

 印尼汉语初学者出现生造词语的偏误也是如此。在他们的作文中可发现许多生造词语的偏

误，如： 

天气开凉。（应该是“天气开始凉快了”） 

有人中午在家里开冷剂。（“冷剂”应该改成“冷气”或“空调”） 

用弄热机。（“弄热机”应该改成“暖气”） 

冬天假。（“冬天假”应该改成“寒假”） 

春天、夏天、秋天和冷天。（“冷天”应该改成“冬天”） 

每个国的季节不一样。（“国”应该改成“国家”） 
 

语法的偏误 
 

 周小兵、朱其智、邓小宁（2007）在《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研究》认为从标准数学范畴

入手是主要拿偏误形式跟正确形式进行分析并概括二者的区别，一般分为五类：误加、遗漏、

错位、误代、杂糅。 
 

 由于印尼语的负迁移和对汉语知识的负迁移，在印尼汉语初学者的作文中出现一些语法偏

误类型。 
 

错序，指句子中某个或某些语言单位的位置、顺序错了。错序是笔者在学生的作文中发现最多

的语法偏误，偏误主要是把状语放在句末。这种偏误受到印尼语法的负迁移，在印尼语法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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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放到句末。因此，有许多印尼汉语学习者对汉语语法知识还不太了解，犯了错序的偏误，

如： 

集合在 Kijang 学院门口 

星期一五月一日 

我们应该跟朋友聊聊天用汉语。 

 

遗漏，指句子中少了必须具备的语言单位。在印尼汉语初学者的作文中，有些学生造的句子不

够完整，有的少了宾语或者一个字，如： 

他们把红包里放进。 

但是天气好的时。 

所要小心。 

 

误加，指句子添加了不该出现的语言单位，如： 

我以为每个国家都有同一样的季节。（应该不把“一”加上去） 

人们不常去出门儿。（应该不把“去”加上去） 

 

误代、指在某个句法位置上用了不应该用的语言单位。在印尼汉语初学者的作文中，笔者发现

误代的语法偏误类型主要出现在“的”和“得”的用法上，这两个词的用法含混不清，乱用一

通，如： 

毕业得时候。 

他们玩的很开心。 

 

杂糅，指的是把两个甚至多个句法结构不恰当地柔和在一起。以下是印尼汉语初学者出现的杂

糅的偏误类型，如： 

很多美丽得花开在春天。 

冬天在中国也还有圣诞节。 

 

印尼汉语学习者对汉语写作课的反馈 

 

 除了对印尼建国大学印尼一年级学生的作文做了一些调查，笔者也对学生在学习写作时所

遇到的困难做了一些调查。笔者调查的学生都认为汉语写作课非常难，许多学生认为在汉语写

作中，他们感到最困扰就是很难把他们的思想用书写方式来表达出来、很难把汉字背起来、掌

握的词汇量少常常导致误用、常常写错字、标点符号的使用、造句、语法错误、对汉语复句的

掌握还很少以及不知道在写作中应该写什么。 

 

 

结论 

 

 印尼汉语初学者在写作方面出现的偏误主要出现在汉字偏误、标点符号的偏误、词语偏误

以及语法偏误四个方面，出现这些偏误的原因主要受到印尼语负迁移的影响并对汉语的语法、

词语用法、汉字以及对标点符号的知识还不太深。因此，写作教师在给印尼汉语初学者上课时，

必须注意到印尼学生的难点并提醒学生在写作课该注意些印尼学生常常犯错的偏误，为了避免

学生犯了同样的错误。这样以来能够提高学生汉语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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