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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得“حول الحروف المساعدة  تحليليةدراسة 

 الملخص: 

دورًا حيويًا في تشكيل الجمل وتحديد العلاقات بين   "得"، و"的"  ،"地" في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الحديثة، تلعب الحروف المساعدة

لاستخدام كل من هذه الحروف المساعدة، إلا أن هناك تحديات كبيرة تواجه مكوناتها. وعلى الرغم من وجود قواعد واضحة 

متعلمي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وحتى الناطقين بها في التمييز بينها واستخدامها بشكل صحيح. تعُزى هذه التحديات إلى تعقيد القواعد  

 .النحوية المتعلقة بهذه الحروف وتشابهها الصوتي، مما يؤدي إلى أخطاء شائعة في الاستخدام

في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وتقديم تحليل شامل لأدوارها   "得"، و"的" ،"地" يدور هذا البحث حول تحليل القواعد النحوية لاستخدام

ووظائفها المختلفة. سنستعرض كيفية استخدامها في تركيب الجمل، والأخطاء الشائعة التي يرتكبها المتعلمون، وأسباب هذه  

 .تقديم اقتراحات لتحسين تعليم واستخدام هذه الحروف المساعدةالأخطاء، فضلاً عن 

بين متعلمي اللغة  "得"، و"的" ،"地" من خلال هذا البحث، نأمل أن نساهم في تحسين فهم واستخدام الحروف المساعدة

 .الصينية، مما يعزز من دقة وفعالية التواصل اللغوي في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 دراسة تحليلية،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得"، و"的" ،"地"الحروف المساعدة،  :الكلمات المفتاحي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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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tical Study on the Auxiliary Particles “的”, “地”, and “得” 

Abstract: 

        In Chinese, the auxiliary particles “的” (de), “地” (de), and “得” (de) play a crucial role in 

forming sentences and determin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ir components. Despite the clear 

rules governing the use of these auxiliary particles, both learners of Chinese and native speakers 

fac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i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m and using them correctly. These 

challenges are attributed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grammatical rules associated with these 

particles and their phonetic similarity, leading to common usage errors.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se the grammatical rules for the use of “的”, “地”, and “得” in 

Chinese and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ir roles and functions. We will review how 

they are used in sentence construction, the common mistakes made by learners, the reasons 

behind these errors, and offer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teaching and usage of these 

auxiliary particles. 

       Through this research, we hope to contribute to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usage of the 

auxiliary particles “的”, “地”, and “得” among Chinese learners, thereby enhancing the accur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communication in Chinese. 

 

Keywords: Auxiliary particles, 的, 地, 得, Analytical study, Chinese language 

  



《汉语助词“的”、“地”、“得”的分析研究》 

 ”的”、“地”、“得“دراسة تحليلية حول الحروف المساعدة 

Analytical Study on the Chinese Auxiliary Words "的", "地" and "得" 

Dr. Hajar Ahmed Abd El Sattar Ahmed 

 

200 

 ( 2024  يونيو )   17العدد            جامعة الأقصر                             -مجلة الألسن للغات والعلوم الإنسانية 
 

 

汉语助词“的”、“地”、“得”的语法研究 

摘要 

    汉语中的助词“的”、“地”、“得”在语法上各有其独特的功能和用法，分别用于

定语、状语和补语的位置，是表达复杂语法关系的重要工具。它们的正确使用对汉语学习

者和研究者来说至关重要。尽管它们在结构和功能上有所不同，但在实际运用中常常容易

混淆。本文将对这三个助词的用法进行详细分析，通过实例解析和对比，阐明其在现代汉

语中的作用和意义。 

 

一、结构助词“的，地，得”的用法 

 （1）“的”作为汉语中最常见的结构助词，主要用于构成定语来修饰中心语。其主要

用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描述性质或状态：在这种用法中，定语通常为形容词、数量词或名词短语，描述中心

词的某种性质或状态。 

例子：“好看的杂志”，“一套蓝色的房间”。这里，“好看的”和“一条蓝色的”分别

作为定语，修饰了中心词“杂志”和“房间”，描述了它们的性质。 

1.1.2表达领属关系：此时，定语常为人称代词或名词，表示所有关系。 

例子：“你的母亲”，“爸爸的书”。在这两个例子中，“你的”和“爸爸的”表示领属

关系，分别说明母亲和书的所属。 

通过“的”字连接定语和中心词，可以使语言表达更加准确、细腻和灵活。无论是描述性

质、状态还是表达领属关系，“的”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除了描述性质或状态和表达领属关系外，以下是“的”的其他用法： 

1.1.3表达时间、地点的限定：定语可以是表示时间或地点的词语，限定中心词的时间或

地点。 

例子：“去年的降水量”，“晚上七点的班车”。这里，“去年的”和“晚上七点的”分

别限定了“降水量”和“班车”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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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表示某人当前应从事的活动：定语是人称代词或名词，中心语是表示具体活动的名

词，表达某人当前应进行的活动。 

例子：“别玩儿，好好完成你的作业”。在这里，“你的儿子”通过“的”字连接，表达

了某人当前应该进行的活动——作业。 

1.1.5明确动词的受施对象：在动宾短语中插入 “的” ，形成特殊的定语结构，明确动

词的受施对象。 

例子：“找我的麻烦”，“帮他的忙”。在这些例子中，“的”连接动词和受施对象，使 

“找麻烦”和“帮忙”的对象更加明确。 

综上所述，“的”在汉语中具有多样的功能，通过连接定语和中心语，可以表达性质、状

态、时间、地点、活动、受施对象等不同的关系，使得语言表达更加丰富和具体。 

 

1.2“的” 在汉语中不仅用于定语和中心语之间，还可以用于谓语动词之后，强调动作

的施事者、时间、地点、方式或状态。这种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尤其用于表达过去的状

态。以下是具体的用法和例子： 

强调动作的施用工具： 

例子：“这个饭菜是用牛奶粉做的”。这里，“的”强调了“做”这个动作的工具是“牛

奶粉”。 

强调动作的施用方式： 

例子：“我是坐地铁来的”。在这个句子中，“的”强调了“坐地铁”这个动作的方式是

我来的交通方式。 

强调动作的施事者： 

例子：“这些好吃的都是妈妈做的”。在这里，“的”用于强调“做饭”这个动作的施事

者是“妈妈”。 

强调动作的时间、地点： 

例子：“这是去年发生的事”，“他在北京上的大学”。在这些例子中，“的”分别强调

了动作发生的时间“去年”和地点“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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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过去的状态： 

例子：“他已经喝过的汤，是外买的”，“那栋楼是去年建的”。这些句子通过“的”强

调了“喝汤”和“建楼”这两个动作已经在过去完成。 

综上所述，“的”在谓语动词之后的用法主要用于强调动作的施事者、工具、方式、时

间、地点等，并且常常用于表达过去的状态，使句子表达更加清晰、具体和生动。 

 

1.3 “的” 作为定语标志时，存在省略中心语的用法。听话者可以根据语境和上下文补

充省略的中心语。具体情况包括： 

1.3.1指代上文所说的人或物： 

例子：“昨天我和爱人在花市看见了非常漂亮的月季花，我挑了一盆粉的，爱人挑了一盆

红的”。这里，“粉的”和“红的”省略了中心词“月季花”，但根据上下文可以清楚地

补充出来。 

1.3.2指某一类人或事物： 

例子：“她的父亲是做服装生意的”。这里的“的”用来指代“做服装生意”这一类人。 

例子：“我和我的好朋友都爱吃辣的”。这里的“辣的”指代的是某一种辣味的食物。虽

然中心词没有明确出现，但听话者可以根据经验理解。 

1.3.3表示某种状态或者原因： 

例子：“大过年的，你就开心点吧”。这里的“的”表示过年的状态，解释了为什么应该

“开心”的原因。 

例子：“瞧这街道上拖泥带水的，溅了人一身泥水点子”。这里的“的”表示原因，突出

了街道状况与人被溅到泥水之间的因果关系。 

这些省略中心语的用法使得表达更加简洁，但依赖于上下文和语境来提供完整的意义。 

 

1.4“的” 在汉语中除了用作定语标志、用于谓语动词之后、以及省略中心语之外，还

有其他一些使用情况。以下是这些其他用法的具体说明和例子： 

1.4.1表示列举，具有 “等等” 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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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看她的玩具柜，洋娃娃、小飞机、拼贴画什么的买了一大堆”。这里的“的”

表示列举，暗示除了提到的玩具外，还有其他种类的玩具。 

1.4.2与数量词共用，表示相乘或相加： 

例子：“他三番两次的提醒你，你还不记得”。在这个句子中，“三番两次的”表示多

次、多次重复的意思，尽管不常见，这种用法也存在。 

例子：“他一针一针的绣花，非常认真”。这里的“的一针一针的”表示连续重复的动

作，相加的情况。 

这些用法使“的”在汉语中更加灵活多变，能够适应多种语境和表达需求。 

通过这些多样的用法，“的”在汉语中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结构助词，它在不同的语境中

发挥着丰富的功能，增强了语言的表达力和灵活性。 

 

（2）结构助词“地”的用法 

结构助词“地”在汉语中主要用于连接形容词、动词、名字等等。这一用法使得句子更

加生动、具体。以下是详细的说明和例子： 

2.1“形容词” + “地” 的用法 

这种用法主要利用形容词来表达动作的属性和特征，使句子更加生动具体。 

表示动作的属性，例子：“王太太轻轻的往旁边让，又是皱眉，又是笑，警告地说道:

“嗳，嗳，嗳，” ……（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这里，“警告地”修饰“说

道”，表示王太太说话动作带有警告的属性。 

形容动作的特征，例子：有几只兔子头，孤零零地挂在树枝上，宛如遗留的风干果实。

（莫言《丰乳肥臀》） 

在这句话中，“孤零零地”修饰“挂在树枝上”，形容几只兔子头挂在树枝上动作带有孤

零零的特征。 

进一步描绘动作的方式，例子：“厅的前面，有扇门，朱七七笔直地走了过去。”描述

的是“朱七七”走出去的方式，这种方式是表示没有拐弯、没有经过其他地方的方式，说

明走的路线是笔直的，这时“笔直”修饰的中心语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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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通过“形容词 + 地 + 动词”的结构，形容词的作用被充分发挥出来，具体描

述了动作的属性和特征。这种用法能够使语言表达更加细腻、生动。 

结构助词“地”在汉语中也常用于连接副词和动词，表示动作或状态的属性。这种用法

非常常见，使表达更具体和细腻。以下是详细说明和例子： 

 

2.2“副词” + “地” 的用法 

这种用法主要利用副词来修饰动词或形容词，表示时间、频率、范围、语气、程度等不同

属性和状态。 

表示动作的程度，例子：“大雪纷飞……天渐渐地亮起来了”（路翎《初雪》）。这

里，“渐渐地”修饰“亮起来了”，表示亮起的过程是逐渐的，程度上逐步变化。 

表示动作的频率，例子：“这位学生很优秀，他经常地参加汉语桥比赛”。经常地” 修

饰 “参加” ，表示参加的频率很高。 

表示动作的时间，例子：“她早早地起床，锻炼身体”。“早早地”修饰“起床”，表

示起床的时间很早。 

表示动作的范围，例子：“学生们普遍地对新政策表示反对”。“普遍地”修饰“表

示”，表示反对的范围很广，几乎所有学生都反对新政策。 

表示动作的语气，例子：“他坚定地努力学习汉语”。“坚定地”修饰“学习”，表示

说话的语气很坚定。 

综上所述：通过“副词 + 地 + 动词/形容词”的结构，副词的修饰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使动作或状态的属性更加具体和清晰。这种用法能够使语言表达更加细腻、丰富，有助于

听者或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想象所描述的情景。 

“地”在汉语中还可以用来连接动词，表示动词的状态。这种用法使得表达更加生动，具

体描述动作的进行方式。以下是详细说明和例子： 

 

2.3“动词” + “地” 的用法 

这一用法主要用来表示动词的状态，使前一个动词修饰后一个动词，描述动作的进行方式

或伴随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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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伴随动作的状态，例子：“我们这个小宝宝，有一副怪脾气，睡觉非要保姆抱着，

不停地走动；不停地走动还不算，还非要不断地唱着什么”（耿龙祥《明镜台》）。这

里，“不停地走动”和“不断地唱着”中的“地”使得“走动”和“唱着”成为伴随动

作，描述了保姆哄宝宝睡觉的过程中必须不断走动和唱歌的状态。 

再如表示偷偷进行的动作，例子：“把碗筷收拾起来泡到锅里，偷偷地用锅盖盖起来就

跑到燕燕家里去”（赵树理《登记》）。在这个句子中，“偷偷地”修饰“用锅盖盖起

来”，表示这个动作是偷偷进行的，突出动作的隐蔽性。 

再如表示拼命进行的动作：例子：“他们是他活在这山林里仅有的三个亲人……他没命

地奔跑，竟然没有跌倒”（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这里，“没命地”修饰“奔

跑”，表示奔跑的状态非常拼命，用力很大，突出了动作的紧急和强烈。 

综上所述：通过“动词 + 地 + 动词”的结构，前一个动词作为状语，修饰后一个动

词，详细描述了动作的状态。这种用法使得句子更加生动，能更准确地表达动作的具体方

式和状态，有助于听者或读者更好地理解动作进行的细节。 

在现代汉语中，“地”还可以连接名词，使名词具有修饰动词的功能。这种结构赋予名词

新的修饰作用，使表达更加具体和细腻。以下是详细说明和例子： 

 

2.4“名词” + “地” 的用法 

这种用法主要是通过名词与“地”的组合，使名词具有修饰动词的功能，描述动作的方

式、程度或范围。 

表示程度或范围，例子：“海底接受了河流冲来的大量泥沙而变得重了，于是就会下

降，从而部分地抵消了因大量泥沙的沉积而增加了的高度”。 

在这句话中，“部分”原本为名词，通过与“地”结合，形成了“部分地”，用来修饰动

词“抵消”，表示抵消的程度是部分地。 

综上所述：通过“名词 + 地 + 动词”的结构，名词获得了修饰动词的功能，具体描述

了动作的方式、程度或范围。这种用法使得名词在特定语境下可以灵活地修饰动词，使表

达更加具体、明确。它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使得语言在描述动作时更加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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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成语” + “地” 的用法 

这一用法主要是成语与“地”配合，修饰动词，描述动作的特征、方式或态度。例如： 

表示漫不经心的状态，例子：“赵玉林一边走，一边说，漫不经意地就走回来了”（周

立波《暴风骤雨》）。这里，“漫不经意地”修饰“走回来”，表示赵玉林走回来的方式

是漫不经心的。 

表示不知不觉的状态：例子：“他的残忍和狠毒，时而不知不觉地在老人面前显露出

来”（曹禺《王昭君》）。在这句话中，“不知不觉地”修饰“显露出来”，表示他的残

忍和狠毒在老人面前显露的方式是不知不觉的。1 

 

2.6“拟声词” + “地” 的用法 

这种用法是拟声词与“地”配合，修饰动词，描述动作发生时伴随的声音或状态。例如： 

表示吵闹的声音，例子：“孩子们跟在牛群后面，‘叽叽嘎嘎’地吵，争抢着把牛粪撮

回窑里去”（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在这句话中，“叽叽嘎嘎地”修饰

“吵”，表示孩子们吵闹的状态和声音。 

综上所述：通过“成语 + 地 + 动词”或“拟声词 + 地 + 动词”的结构，这些词语获

得了修饰动词的功能，描述动作的特征、方式或伴随的声音。例如： 

• 漫不经意地：表示动作的方式是漫不经心的。 

• 不知不觉地：表示动作的方式是不知不觉的。 

• 叽叽嘎嘎地：表示动作伴随吵闹的声音。 

这些用法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使语言在描述动作时更加生动、具体，有助于听者或读

者更好地理解动作进行的细节和特征。 

 

（3）结构助词“得”的用法 

 
1 娜布其 . 现代汉语结构助词“的、地、得”用法研究 [J]. 呼伦贝尔学院学报 ,2021,29(02):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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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中，“得”字结构是一种常见的语法形式，用来表示动作或状态达到某种程度。根

据使用情况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3.1“动词/形容词 + 得 + 形容词” 结构 

这种结构用来表达动词或形容词达到某种程度。 

例子1：擦得明光锃亮，“屋中央的小炕桌上，放着一个黄铜的炮弹壳，擦得明光锃亮，

插满了金红色的野百合花。”（魏巍《东方》） 

解释：“擦”是动词，“明光锃亮”是形容词，表示擦的程度非常亮。 

例子2：变得冰冷而有力，“这姑娘的手在一阵颤抖之后变得冰冷而有力”。（路翎《洼

地上的“战役”》） 

解释：“变”是动词，“冰冷而有力”是形容词，表示变得很冰冷且有力。 

例子3：大得出奇，“她用大得出奇的声音唱起一首歌，把整个山谷震得嗡嗡响”。（扎

西达娃《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解释：“大”是形容词，“出奇”也是形容词，表示声音非常大，达到出奇的程度。 

 

3.2“形容词/动词 + 得 + 动词短语” 结构 

这种结构用来表达形容词或动词达到某种状态或结果。 

例子1：领悟得出下午茶三昧，“吉辛到底是文章大家，也真领悟得出下午茶三昧，落笔

考究得像英国名瓷茶具，白里透彩，又实用又堪清玩”。（董桥《我们吃下午茶去》） 

解释：“领悟”是动词，“出下午茶三昧”是动词短语，表示领悟到下午茶的精髓。 

例子2：落笔考究得像英国名瓷茶具，“落笔考究得像英国名瓷茶具，白里透彩，又实用

又堪清玩。” 

解释：“考究”是形容词，“像英国名瓷茶具”是动词短语，表示落笔的程度像英国名瓷

茶具一样精致。 

3.3“动词/形容词 + 得 + 小句/短语/固定词组” 结构 

这种结构用来补充说明动词或形容词达到的程度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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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1：疼得睡不着觉“在临床上，如果出现肩膀疼得睡不着觉，首先考虑是有肩周炎和

肩袖的损伤。” 

解释：“疼”是动词，“睡不着觉”是小句，表示疼痛达到无法入睡的程度。 

例子2：说得如何天花乱坠，“不管别人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我还是要亲自去一趟，眼见

为真。 

解释：“说”是动词，“如何天花乱坠”是短语，表示别人说得多么夸张。 

3.4“动词 + 得 + 形容词” 结构 

这种结构中，动词后跟“得”以及形容词，表示动作达到某种程度。 

例子1：唱得很好，“她唱歌唱得很好”。 

解释：“唱”是动词，“很好”是形容词，表示唱得很好。 

例子2：跳得轻快，“她跳舞跳得轻快。” 

解释：“跳”是动词，“轻快”是形容词，表示跳得很轻快。 

3.5“形容词 + 得 + 很/多” 结构 

这种结构主要用来表示“很……”或“更……”的含义，强调前面的形容词。 

例子1：大得多，“父亲经年累月在田间劳动，相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得多。” 

解释：“大”是形容词，“得多”表示程度很大。 

例子2：惭愧得很，“然而他去洗澡或者吃牛乳鸡子的时候，他总觉得惭愧得很，因为这

都是他的犯罪的证据。”（郁达夫《沉沦》） 

解释：“惭愧”是形容词，“得很”表示程度很深。 

3.6“得” 作为补语的用法 

“得”作为动词的补语，用来表示“允许”、“可以”、“可能”等含义。 

例子1：用得着，“这人是个势利眼，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用得着的靠前，用不着的靠

后。” 

解释：“用”是动词，“得着”表示一种可能或允许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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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1：醒得早，“第二天，兄弟俩都比平常醒得早，梳洗完毕，毫不带什么东西，其实

也并无东西可带，只有一件老羊皮长袍舍不得，仍旧穿在身上。”（鲁迅《故事新编·采

薇》） 

解释：“醒”是动词，“得早”表示醒来的时间比平常早。 

这些例子展示了“得”字在汉语中的多种用法及其结构特点，通过不同的结构形式，表达

出动作或状态达到的不同程度或结果。2 

对比与总结 

1. “的” 用于名词前作为定语 

功能：描述或限定名词。 

例子：漂亮的花。 

2. “地” 用于动词前作为状语 

功能：描述动作的方式或状态。 

例子：认真地学习。 

3. “得” 用于动词/形容词后作为补语 

功能：表示动作的结果或程度。 

例子：跑得快。 

二、实例分析 

    通过实例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助词“的”、“地”、“得”在句子中的不同用

法和功能。“的”用于定语，连接形容词或名词与名词，表示描述或所属关系；“地”用

于状语，连接形容词或短语与动词，表示动作的方式或状态；“得”用于补语，连接动词

或形容词与补语，表示动作或状态的结果或程度。正确使用这些助词，可以使汉语表达更

加准确和清晰。 

三、结构助词“的，地，得”的误用情况分析 

 

2
 张小宝 . 关于偏正结构中结构助词“的”和“ 地” 用 法 的 

研 究 [J]. 兰 州 教 育 学 院 学报 ,2012,28(07):7-8+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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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汉语中，结构助词“的、地、得”有着明确的分工，它们分别用于不同的语法

结构中。然而，由于多种原因，这些助词在实际使用中常常被误用或混用。下面对“的、

地、得”三者的误用情况及原因进行分析。 

（1）“的、地、得”的基本用法 

“的” 

用于定语和中心词之间，表示修饰关系。 

例子：漂亮的花、勤劳的学生。 

“地” 

用于状语和动词之间，表示动作或状态的方式。 

例子：认真地工作、快速地跑。 

“得” 

用于补语和中心词之间，表示动作或状态的结果或程度。 

例子：跑得快、吃得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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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误用情况分析 

误用“的”代替“地” 

例子：这两年，该公司的职工不断的（地）转变观念。 

分析：这里“转变观念”是谓语，前面的“不断地”应作为状语修饰“转变”，因此正确

的用法是“不断地”。 

误用“的”代替“得” 

例子：各项安全工作做得很到位，安全防范措施都落实的（得）很好。 

分析：这里“很好”是补语，用来形容动词“落实”的程度，因此正确的用法是“得”。 

误用“地”代替“的” 

例子：只有科场上拼出来的，才是堂堂正正地（的）出身。 

分析：“堂堂正正”是形容“出身”的，应使用“的”来连接，因此正确的用法是“堂堂

正正的”。 

（3）误用原因分析 

规则复杂 

   “的、地、得”的使用规则相对复杂，即便是经过系统学习的人也会混淆，难以分

辨。 

缺乏重视 

    使用者对语言规范的使用缺乏重视，尤其是在当前的新媒体环境下，误用情况频繁出

现，使用者对语法规范的敏感度降低。 

习惯性误用 

一些使用者习惯性地误用助词，导致在书写或表达中反复出现错误。 

 

• 本人的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的、地、得”的误用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

题。为了减少误用，提高语言使用的规范性，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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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语言教育 

    在语言教育中，加强对“的、地、得”使用规则的教学，并通过大量的练习帮助学习

者掌握正确的用法。加强语法学习，通过大量练习加深对各种情况下的用法理解，注意观察语

言实践中的正确用法。 

提高语言意识 

    提高使用者对语言规范的重视程度，特别是在正式场合或书面表达中，应注意语法的

正确性。 

利用科技手段 

   借助语言工具或软件（如语法检查工具）来辅助检查和纠正书面语中的助词误用问

题。 

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减少“的、地、得”误用的情况，提升汉语的规范性和表达的准

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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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过对“的”、“地”、“得”三个助词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它们在汉语

中的语法功能和使用方法。这三个助词在不同语法位置上起到不同的作用，帮助我们准确

表达动作、状态和程度。掌握它们的用法，对提高汉语语言表达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另一

方面，研究汉语助词“的”、“地”、“得”的语法使用有助于深入理解汉语句子结构和

语法规则，对于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规范性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系统学习和实践运

用，能够更好地掌握这三个助词的正确用法，从而提升汉语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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