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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语 

 

本人主要分析了重复义副词“再”和“又”的语义、语法和语用方面的特点，并对汉

语重复义副词“再”和“又”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其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并通过调查问

卷分析得知母语非汉语的学生有很大的几率出现偏误因为母语的迁移和目的语的迁移。同

时以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为指导，通过调查问卷分析运用偏误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印尼阿南达

高中生学习汉语重复义副词“再”和“又”的情况，总结归纳印尼学生学习这两个重复义

副词时产生的偏误类型，并提出一些相应的教学建议，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 重复义副词“再”的用法有 4种类别，“再 1”表示同一动作重复或继续，用

于未然情况。“再 2”表示动作行为“后挺”的意思，却表示莫一动作现在还不想或不计较

进行，往往是等到做完另一件事以后进行。“再 3”表示程度加深，范围框大。“再 4”“再

（也）不”和“不再”重复义副词“又”的用法也有 4个，“又 1” 表示同一动作行为的

重复发生或反复进行，多用于已然的情况“又 2”表示量中情况或形状同时存在。“又 3”

表示相续发生的动作。“又 4”表示语气。 

第二， 通过印尼阿南达学生对重复义副词“又”和“再”的偏误分析，发现阿南达学

生使用重复义副词主要是在误代偏误和错用偏误两种偏误 

第三， 根据调查分析，笔者从教材编写方面和课堂教学方面俩个方面提出了几个建议，

教材编写要得当，不能编写得过于简单，编排要合理，练习编排也要有针对性，课堂教学

老师可以使用对比法进行教学可以和印尼语的“lagi”对比，教师方面，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代言很重要的角色要加强自身的理论修养，不能因为理论知识掌握不好而随便乱教。 

由于写作时间比较仓促，加上笔者自身能力、学术水平有限，所以本文的研究的深度

和广度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第一本文提出的教学建议，缺少实践的检验，所以希望得到

老师的批评和谅解，对于本文存在的不足之处，有待今后研究者进一步研究，也恳请各位

老师对于文中其他不足之处加以批评和指正，第二笔者的问卷调查设计的“再”“又”用

法不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