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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 
 

语气词在人类交际过程中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它是人类在沟通交流中表达自己的

情感与态度的一种手段。印尼华语语气词是印尼华人在沟通交流时使用的语气词。其

中印尼华语语气词[sih]是印尼华人常用的语气词之一，而在汉语普通话里根本没有词

语气词的存在。为了更深入的了解印尼华语语气词[sih]，本文以语言学里的词汇学和

华语学做为理论基础，使用了定性定量研究法来研究印尼华语语气词[sih]的使用状况、

含义、语法特点，包括：语法结构、语法功能及其语音和影响印尼华人使用此语气词

的原因。本文以印尼华人作为被调查者，对 72 分有效问卷调查和 15 位被访谈者的资

料进行统计分析。 

从研究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印尼华语语气词[sih]来源于印度

尼西亚语，从语法功能来分析，印尼语语气词[sih]与印尼华语语气词[sih]都具有相似

之处，两者都用来表示犹豫、强调及“其实”。（2）使用印尼华语语气词[sih]的印尼华

人年龄较多为年轻人。影响语气词的使用频率和其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生活环境，包括

使用者的职位及日常用语。导致印尼华人在说华语时常使用此语气词有四种原因，其

一，是被印尼语和环境影响、其二，因为使用者认为汉语中无词可取代语气词[sih]、

其三，是语言混用、其四，是语言习惯；（3）印尼华语语气词[sih]都会出现于正式或

非正式的情况；而此语气词使用者一般会在无意识情况下使用的。除了口头语，印尼

华语语气词[sih]也可发现在文字形式，比如在 Whatsapp、微信、Instagram 中；（4）印

尼华语语气词[sih]都会出现于单句与复句，此词主要位于句尾，而常用于陈述句及疑

问句。此语气词可以出现于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助词和数量词后面；（5）印

尼华语语气词[sih]没有标准的声调调值，但在表示每功能时，词语气词的语音大体都

会形成了“下钩上”的形式，“∪” 形状。 

虽然目前已有很多研究者对语气词进行调查研究，但针对印尼华语语气词的研究

寥寥可数，本文希望通过此研究结果可以丰富印尼华语研究、为印尼华语语气词的使

用者与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除此，由于本文的研究能力有限，并且受到时间限制，因此调查的数据资料还不

够全面，导致了对印尼华语语气词[sih]的使用概况及状况的研究还具有局限性。因此，

关于此语气词，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研究；另外，对印尼华语语气词[sih]的语音研究

还具有很大的深入空间，因此还具有深入探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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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希望此研究可以引起以后语言相关研究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使此领域取得

更深入及全面的研究成果。论文中存在不足的地方，期望各位专家老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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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苦不堪言的五楼、让我们嘴上嘟嘟囔囔不高兴的作业，各种美好的回忆依旧历历在

目。很荣幸也很感激能够成为世大的一份子，在此成长、学习。在毕业论文即将完成

之际，我想向所有帮助、关心过我的人致以最真诚的感谢和最美好的祝福，谢谢这一

路上你们曾给予过我的帮助和鼓励。 

教诲如春风，师恩深似海。首先，我想感谢我最亲爱的导师——唐根基老师（Dr. 

Herman, B.Ed, MTCSOL.）。从初到世界大学至毕业论文即将完成这一路，唐老师总是

不断鼓励我踏实学习，认真做事。同时，本文从最初思路到选题再到最后的完成，几

经易稿，唐老师都会非常耐心地指导我，很专业地指出我的不足之处，还不厌其烦地

帮助我修改了很多次。当我犹豫是否要继续考验，是否会被录取的时候，导师也是一

直鼓励支持我。向唐老师学习的这四年使我终生受益。在此，我真挚地向我的导师唐

根基老师表达我的感谢。 

当然，本论文的顺利完成也离不开母校世界大学、世界大学校长林庆详博士（Dr. 

Tech. Aswandy）及世界大学华文教育系本科专业的所有老师，在给我们提供安逸舒适

的大学环境的同时，也让我对华文教育有了，更深的认识。感谢老师们的孜孜不倦、

不管有什么问题，都会热心的解答；感谢老师们的无私奉献，在我四年的大学生活，

一直指导鼓励我；真诚感谢所有老师已传授我许多与华文、教育及生活方面的使用知

识。也非常感谢我的同学们在这四年的陪伴，使我的大学生活多姿多彩。 

接着，我想感谢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及身边的朋友们。感谢父母二十余年含辛茹

苦的培养和教育，感谢他们在我低落时刻的支持与鼓励，感谢他们在我烦恼时候的开

导和帮助，做我最坚强的后盾；感谢兄弟姐妹多年来的默默支持与协助；感谢朋友们

的支持，在我没信心的时候，一直陪伴我鼓励我。我还要对愿意填我的问卷、接受我

的访谈，随时解答我问题的印尼华人表示十分的感谢，感谢他们的无私帮助，让我完

成了这篇论文。 

最后，再次衷心地向所有帮助我、支持我的老师、家人及朋友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愿万事顺遂，始终能笑开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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