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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search the 10 personal’s Chinese semi-affixes such as “人, 鬼, 汉, 师, 家, 生, 手, 星, 

员, 长, among the intermediate phase of the Chinese Department State University of Surabaya in 

Indonesia in the form of questionnaire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dition of Indonesian students personal’

s semi-affix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was analyzed. This paper finds that within 10 Chinese personal’

s semi-affixes mentioned, Indonesian students in the intermediate phases have mastered the personal’

s semi-affixes: “师”, “员”, and “长”and the intermediate Indonesian students find “鬼”, 

“家” and “星” were most diffic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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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印尼中级汉语学习者的指人缀词研究 

 

摘要 

本文以印度尼西亚泗水国立大学中文系中间阶段中的“人、鬼、汉、师、家、生、手、星、员、

长”等 10个指人词缀的形式进行研究。 同时，对印尼学生汉语个人半词缀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本文发现，在提到的 10 个中文指人词缀中，中级阶段的印尼学生已经掌握了指人词缀：

“师”、“员”、“长”。 印尼中级学生觉得“鬼”、“家”、“星”最难。 

关键词：汉语、指人类词缀、中级、印尼 

 

1. 引言 

语言是文明的载体，人们可以通过语言相互传达信息，去表达生活中的心事、想法、

意见、经验。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小地区，语言的发展一定都会

产生新词语。因此，新词语的学习是二语学习的重要部分。 

印尼与中国关系日益密切，印尼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汉语学习者，这使得印尼华

裔和印尼本土人开始看好汉语。特别是很多中国人在印尼做生意，这要求他们既要会

讲汉语又要会讲印尼语，这也使得汉语能够成为印尼最受欢迎的外语之一。 

外语对于绝大部分学习者而言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难题，同样，汉语学习也使印尼学

生头痛不已。因为汉语与印尼语两种语言的特点完全不一致，印尼语没有汉语复杂，

本身没有汉字、声调、也不存在词义的虚化与半虚化的情况。 

2018 年 9 月 21 日，笔者对一年级印尼学生进行了访谈，以了解他们对汉语指人类

词缀知识的掌握程度。本文发现印尼学习者在交际中使用汉语指人类词缀时容易出现

一些问题，如：我是他的右手。这个句子从语法角度来看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从逻辑

角度去分析时，汉语没有“右手”这样的指人类词缀。其实印尼学生想表达“右手”

的含义是指人的意义。在印尼语中“右手”是表示人的类词缀，指具有某种性格的人，

即最信任的下属。这种情况由母语负迁移的影响而导致了偏误。再如：在讨论学习汉

语的原因时，本文发现学生说出“作员”，其实他想表达他的梦想是一名作者，但他

混淆了“员”和“者”的作用而造成了偏误。由此可见，本文认为印尼学生汉语指人

类词缀的题目值得去研究，进行调查并做对比介绍他们在学习汉语指人类词缀的情况。 

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词汇的学习至关重要，并且词汇是汉语最基本的要素之一

(Mathews, 1943; Yu, 2005)。印尼学生在学汉语的过程中，会遇到不少困难。汉语和

印尼语属于不同的语系，汉语属于藏语系而印尼语属于南岛语系 (Lanteigne, 2019)，

语言的巨大差别使得许多印尼学习者在使用词汇的时候经常不够准确，指人类词缀的

学习也不例外。我们要考察学习者对于汉语指人类词缀是否具备基本的了解，学习者

是否能基本掌握汉语指人类词缀，是否能够准确地运用汉语指人类词缀。通过对印尼

学习者的调查，本文分析了学习者在学习汉语指人类词缀时的情况，以期提出合适的

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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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本文以印尼泗水国立大学的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考察印尼学生对于汉语指人词缀

的了解，根据学习者汉语学习时间的长短，本文将学习汉语三年以下的学生作为中级

阶段的调查对象。 

本文以纸质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共 29 个问卷，其中男生填写的问卷 9 个，女生

填写的问卷有 20 个。其中 2 个学生是华裔，剩下的 27 都是非华裔。以学生通过 hsk

考试为标准，其中 5 个通过 HSK 五级考试，10 个通过了 HSK 四级，10 个通过 HSK 三

级，剩下 4 个学生没参加过 HSK考试。关于问卷设计，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被调查者的个人信息，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是否华裔、汉语学习时长

和 HSK 水平。第二部分是调查指人类词缀的基本掌握情况。第三部分设计了关于汉语

指人词缀的测试。 

3. 研究结果 

通过对比印尼语指人词缀与汉语指人类词缀的意义 (Eriyanti, Syarifuddin, 

Datoh, & Yuliana, 2020; Zaim, 2015)，发现印尼语自源词缀 pe-和印尼语引进后缀

“-wan”“-man”“-wati”(Sunarti & Sakti, 2020; 王春娇, 2011) 和前缀“maha-”

(Parera, 2007; Unsiah & Yuliati, 2018; 张盛澜, 2018) 的意义相当于汉语类词缀

“者”“鬼”“汉”“家”“生”“师”“手”“星”“员”和“长”(Utomo, 2014; 

徐丹, 2011; 李华, 2003)。由此本文初定的指人类词缀范围有“者”“鬼”“汉”

“家”“生”“师”“手”“星”“员”“长”10个 (宋作艳, 2010; 王聪, 2016)。 

3.1. 中级印尼学习者调查测试结果 

中级阶段印尼学生的问卷共有 29份，下表为测试的结果： 

3.1.1. 中级印尼学习者填空题测试结果 

表一。中级阶段学习者第一题测试结果 

中级被调查者 

指人词缀 
两个都准确 一个准确 全都错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者 7 24% 15 52% 7 24% 

长 15 52% 13 45% 1 3% 

员 11 38% 12 41% 6 21% 

师 15 15% 9 31% 5 17% 

家 7 24% 16 55% 6 21% 

生 15 52% 10 35% 4 13% 

手 5 17% 10 34% 14 48% 

星 9 31% 15 52% 5 17% 

鬼 11 38% 11 38% 7 24% 

汉 12 41% 15 52%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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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表可知，十个（者、长、员、师、家、生、手、星、鬼、汉）汉语指人词缀的

掌握情况为： 

（1）掌握最好的汉语指人类词缀是“长”，15个人答案准确，占 53%，而只答对

了一个正确的汉语指人词缀有 13个人，占 45%；（2） 掌握非常准确的汉语指人词缀

分别是：“汉” 12 个人，占 41%、“鬼” 11 个人，占 38%和“员” 11 个人，占

38%，而只填对了一个词的掌握情况是：“汉”占人数 15个人，占 52%、“鬼”有 11

个人，占 38%和“员”有 12个人，占 41%，准确率达到 50%以上；（3）掌握比较差的

汉语指人词缀：“手”有 5个人，占 17%，只答对一个词有 10个，占 34%，而全错了

有 14个，占 48%。 

3.1.2. 中级印尼学生调查测试选择题结果 

表二。中级阶段学生第二题测试结果 

中级被调查者 

问题 
错 对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1、下面哪一个跟“班长”的“长”意思是相同： 4 14% 25 86% 

2、下面的词语中哪一个“鬼”的意思是不相同的： 24 83% 5 17% 

3、下面四个词语中，那一个“生”意思跟别的不同： 17 59% 12 41% 

4、我很喜欢写故事，我想当一名作___。 22 76% 6 24% 

5、下面哪一个“汉”的意思不同： 16 55% 13 45% 

6、他篮球打得很厉害，他是一名篮球___。 3 10% 26 90% 

7、喜欢说谎的人叫做说谎___。 20 69% 9 31% 

8、下面的“家”的意思不相同： 12 41% 17 59% 

9、下面的“星”意思不相同： 14 48% 13 52% 

10、下面的词跟“黑手”的手相同： 15 52% 14 48% 

 

据上表可知： 

（1）中级阶段的印尼学生掌握最好的汉语指人词缀是“员”共 26个，占 90%，其

次“长”有 25个，占 86%，正确平均率达到 80%以上；（2）中级阶段的印尼学生大部

分比较了解这些汉语指人词缀 “生” 12 个占 41%、“汉”有 13 个占 45%、“师” 

有 17个占 59%，“星”有 15个 52%，正确率达到 40%以上；（3）从表格可以知道，

中级阶段印尼学生对汉语指人词缀掌握较差的是：“鬼” 5个占 17%、“家”6个占

34%、“者”有 9个占 31%，准确率只有 3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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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中级印尼学生调查测试判断题结果（√ / X） 

表三。中级阶段学生第三题测试结果 

中级被调查者 

问题 
错 对 

人数 占比例 人数 占比例 

1、我同学是个足球星，他不仅很有名，而踢得非常

好。 
15 52% 14 48% 

2、“化妆师”、“摄影师”、“律师” 的 “师”

是指专业有技术或者学术。 
2 7% 27 93% 

3、“学长”、“兄长”、“校长” 的 “长”是相

同的意思。 
16 54% 13 45% 

4、我妈妈做饭做得很好吃，她是个高手。 7 24% 22 76% 

5、“商家”、“酒家”、“农家” 的 “家” 是

指某行业或者身份的人。 
20 69% 9 31% 

据上表可知： 

（1）表中数据显示：中级阶段的印尼学生答对最多的汉语指人词缀有“师”，有

27个人，占 93%。这说明中级阶段的印尼学生对“师”这个汉语指人词缀的掌握程度

最高。正确率达到 90%以上；（2）中级阶段掌握的汉语指人词缀“手”共 22个，占

76%、“星” 14个，占 48%、“长”13个，占 45%，正确率达到 40%以上；（3）中级

阶段的印尼学生掌握得比较差的汉语指人词缀“家”有 9个，占 31%。正确率为 30%。 

3.1.4. 中级印尼学生调查测试翻译成印尼语题结果 

表四。中级阶段学生第四题测试结果 

中级被调查者 

汉语指人词缀 
错 对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1、抽烟鬼 8 28% 21 72% 

2、好汉 4 14% 25 86% 

3、工程师 2 7% 27 93% 

4、科学家 3 10% 26 90% 

5、书生 13 45% 16 55% 

6、高手 17 59% 12 41% 

7、球星 15 52% 14 48% 

8、团员 2 7% 27 93% 

9、学长 12 41% 17 59% 

10、志愿者 4 14% 25 86% 

 

据上表可知： 

（1）中级阶段的印尼学生对于汉语指人词缀翻译成印尼语完成最好的有：“师” 

“工程师”有 27个，占 93%、“员”——“团员” 有 27个，占 93%、和 “家”—

—“科学家”有 26 个，占 90%，正确率达到 90%以上；（2）中级阶段的印尼学生比较

了解的汉语指人词缀有；“鬼”有 21个，占 72%、“汉”有 25个，占 86%和“者”25

个，占 86%、“生”有 16个，占 55%、“长”17 个，占 59%——平均正确率达到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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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3）从数据可以知道：中级阶段的印尼学生掌握比较差的汉语指人词缀有：

“手”12 个占 41%和 “星”14 个占 48%。 

4. 结论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了解了印尼学生关于汉语指人类词缀的学习与课堂教学情况。

通过发放纸质版调查问卷，共收集到 29 份问卷。本文通过调查可以得到中高级阶段

的印尼学生掌握类词缀的情况：中级阶段印尼学生掌握最好的汉语指人类词缀有三

个：“长”“员”和“师”，而中级印尼学生掌握最差的汉语指人类词缀是“鬼”

“家”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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