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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泰國學生成語造句錯誤分析 

 

　 在第三章的「語意理解的問卷調查」與「語意可懂填空」得知最容
易理解的成語就是第一類型的成語，但是語意可懂最高的成語卻不是
第一類型而是第四類型的成語，雖然是高級泰國學生也無法很正確地
使用較簡單的成語如第一類行的成語，我們將在這一章討論泰國學生
造錯的最多是哪一類成語，造對最多的是哪一類的成語，為何造錯？
我們將會針對泰國學生所造的成語病句進行分析與討論。同時也為了
證明當學習者容易理解一個的成語也不表示能夠容易地使用該成語，
因為理解與使用是兩一回事的。 

 

4.1 初、中、高級學生的造句分析 

 在這一節筆者把所有泰國學生所造的成語句子進行分析（詳見附錄
九﹕針對成語病句錯誤分析表）在問卷調查的第二部份測試問卷中包含
了成語造句的部分，目的是為了測試泰國學生是否會使用這五種類型
的中文成語，在此請受試者利用這些成語來造句（詳見附件五），若
能正確造出造句表示受試者會使用這些成語，若無法造出正確的造句
那表示受試者不會使用。筆者並加以分析與改正該句子的正確說法，
這個過程筆者請十位師大國語中心有經驗的華語教師協助分析，筆者
以五位教師以上來決定該句子是否成立。在每一個成語的解釋、用法
與例句方面筆者參考了教育部成語字典網站、遠流活用成語辭典、以
及中央研究院的平衡語料庫找出最常使用的每一個成語的例句，頻率
較高的作為更有可靠性的分析解果與該成語用法。最後我們把所有的
造句歸納出每一個成語在每一個句子充當什麼樣的成分，如：主語、
謂語、賓語、定語、狀語以及補語。最後做一番的統計出以下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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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句句子成份分析統計表（一），另外，我們為了作分析的比照，所
以在中央研究院的平衡語料庫以及北京語言文化大學漢語教學研究中
心平衡語料庫歸納與統計同樣的項目，為了找出一般母語再使用每一
個成語時是充當什麼樣的成分以與泰國學生的句子做比照。有關泰國
學生的病句進行分析時，筆者把它歸納為 1)結構不完整 2)搭配不得當
3)語序不合理 4)關係不明確，最後做出統計成每一項的偏物比率的造句
句子成份分析統計表（二）兩個表： 

 

造句句子成份分析統計表（一） 
成語 學生造句 中研資料庫 

第一類型 主語 謂語 賓語 定語 狀語 補語 主語 謂語 賓語 定語 狀語 補語 

如魚得水 0% 46% 13% 13% 0% 29% 12% 52% 12% 24% 0% 0% 

愁眉苦臉 0% 80% 4% 12% 0% 4% 0% 60% 0% 36% 4% 0% 

百聞不如一見 4% 84% 0% 0% 0% 12% 32% 56% 4% 8% 0% 0% 

有眼無珠 0% 92% 0% 8% 0% 0% 8% 72% 8% 12% 0% 0% 

得不償失 0% 92% 0% 8% 0% 0% 0% 80% 0% 16% 0% 4% 

隔牆有耳 0% 100% 0% 0% 0% 0% 16% 76% 0% 4% 0% 4% 

對牛彈琴 0% 78% 13% 9% 0% 0% 12% 56% 12% 20% 0% 0% 

將心比心 9% 74% 0% 0% 0% 17% 40% 48% 0% 8% 0% 4% 

第二類型 主語 謂語 賓語 定語 狀語 補語 主語 謂語 賓語 定語 狀語 補語 

一舉兩得 0% 92% 4% 4% 0% 0% 4% 80% 0% 16% 0% 0% 

口是心非 4% 71% 0% 25% 0% 0% 8% 44% 4% 44% 0% 0% 

腳踏兩條船 8% 79% 0% 8% 0% 4% 12% 64% 0% 24% 0% 0% 

紙包不住火 15% 55% 0% 30% 0% 0% 48% 40% 4% 8% 0% 0% 

第三類型 主語 謂語 賓語 定語 狀語 補語 主語 謂語 賓語 定語 狀語 補語 

得意忘形 0% 84% 0% 5% 0% 11% 4% 48% 0% 36% 12% 0% 

自討苦吃 0% 89% 0% 6% 0% 6% 4% 76% 0% 20% 0% 0% 

見仁見智 0% 63% 13% 25% 0% 0% 0% 64% 0% 36% 0% 0% 

一刀兩斷 6% 88% 0% 6% 0% 0% 0% 96% 0% 0% 4% 0% 

小題大作 0% 88% 6% 6% 0% 0% 0% 84% 8% 8% 0% 0% 

一塌糊塗 0% 37% 0% 16% 0% 47% 0% 20% 0% 8% 0%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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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類型 主語 謂語 賓語 定語 狀語 補語 主語 謂語 賓語 定語 狀語 補語 

花言巧語 5% 42% 47% 5% 0% 0% 0% 56% 36% 8% 0% 0% 

一視同仁 0% 89% 0% 6% 0% 6% 0% 76% 0% 20% 4% 0% 

得寸進尺 0% 90% 5% 5% 0% 0% 0% 72% 8% 4% 4% 0% 

同心協力 0% 89% 6% 0% 6% 0% 12% 72% 8% 4% 4% 0% 

一乾二淨 0% 0% 0% 5% 5% 89% 0% 0% 0% 0% 0% 100%

牛頭不對馬嘴 0% 88% 0% 12% 0% 0% 0% 52% 4% 32% 0% 12%

第五類型 主語 謂語 賓語 定語 狀語 補語 主語 謂語 賓語 定語 狀語 補語 

不可思議 0% 74% 0% 16% 0% 11% 0% 28% 4% 52% 0% 16%

回味無窮 0% 100% 0% 0% 0% 0% 0% 80% 0% 16% 0% 4% 

以身作則 6% 94% 0% 0% 0% 0% 0% 76% 8% 16% 0% 0% 

因小失大 0% 90% 10% 0% 0% 0% 0% 100% 0% 0% 0% 0% 

無可奈何 0% 72% 0% 6% 22% 0% 0% 60% 4% 32% 4% 0% 

揠苗助長 0% 81% 0% 6% 6% 6% 0% 80% 0% 20% 0% 0% 

 從造句句子成份分析統計表（一）得知在一個句子當中大部分的成
語是充當謂語的成分居多，在平衡語料庫也是如此，在平衡語料庫中
只有「紙包不住火」這個成語充當主語的成分(48%)比充當謂語(40%)

來得多，可是泰國學生大部分把「紙包不住火」充當謂語(55%)比充當
主語(15%)來得多 ; 「一塌糊塗」與「一乾二淨」這兩個成語，泰國學
生把它當作補語最多佔 47%與 89%的比率，看來也符合平衡語料庫中
也把它當作補語最多是佔 72%與 100%的比率 ; 「花言巧語」這個成
語，泰國學生把它當作賓語最多是佔 47%的比率做謂語是次多是佔 42%

的比率，可是在平衡語料庫裡卻相反做謂語(56%)比做賓語(36%)來得
多 ; 「得意忘形」這個成語，泰國學生把它當作謂語佔 84%的比率，
作定語佔 5%的比率而已，但是平衡語料庫裡作謂語只佔 48%的比率而
作定語卻高達 36%的比率，這表示泰國學生比較不會把「得意忘形」
這個成語作定語，大部分只會當謂語來使用 ; 「見仁見智」 這個成語，
泰國學生把它當作謂語佔 63%的比率，也符合平衡語料庫裡所佔 64%

的比率，可是問題出在平衡語料庫裡沒有作賓語的成分而泰國學生有
13%的比率把「見仁見智」這個成語充當賓語，如（高 10）學生造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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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一個句子：人生是一種見仁見智。我們很明顯地看出來是錯的，因
為「見仁見智」這個成語的詞性是形容詞不是名詞　;「不可思議」這
個成語，泰國學生把它當作謂語佔 74%的比率，做作定語佔 16%的比
率，正好跟平衡語料庫裡相反，作謂語佔 28%的比率，做作定語佔 52%

的比率，表示泰國學生大部分不會把「不可思議」這個成語來作定語，
只會用來作謂語居多。 

 
造句句子成份分析統計表（二） 

成語 泰語平衡 

語料庫 

偏誤類型 

 主 

語 

謂 

語 

偏誤

比例

結構 

不完整

搭配 

不得當

語序  

不合理 

關係  

不明確 

如魚得水 60% 40% 92% 18% 86% 5% 9% 

愁眉苦臉 27% 73% 28% 57% 29% 14% 0% 

百聞不如一見 47% 53% 40% 22% 78% 0% 0% 

有眼無珠 23% 77% 52% 62% 15% 23% 0% 

得不償失 0% 100% 71% 41% 12% 35% 0% 

隔牆有耳 35% 65% 17% 50% 0% 50% 0% 

一舉兩得 21% 79% 29% 57% 0% 29% 14% 

將心比心 47% 53% 30% 86% 0% 14% 0% 

口是心非 47% 53% 29% 43% 29% 29% 0% 

腳踏兩條船 17% 83% 17% 75% 0% 25% 0% 

紙包不住火 27% 73% 55% 55% 27% 27% 0% 

對牛彈琴 50% 50% 43% 70% 10% 20% 0% 

得意忘形 20% 80% 47% 44% 22% 22% 11% 

自討苦吃 23% 77% 50% 44% 44% 11% 0% 

見仁見智 23% 77% 50% 25% 63% 13% 0% 

一刀兩斷 37% 63% 6% 0% 0% 100% 0% 

小題大作 27% 73% 35% 17% 67% 17% 0% 

一塌糊塗 27% 73% 37% 29% 57% 14% 0% 

花言巧語 37% 63% 32% 17% 50% 33% 0% 

一視同仁 20% 80% 39% 43% 43% 1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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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寸進尺 33% 67% 20% 0% 0% 100% 0% 

同心協力 47% 53% 11% 50% 0% 50% 0% 

一乾二淨 13% 87% 53% 0% 20% 70% 0% 

牛頭不對馬嘴 17% 83% 41% 0% 71% 29% 0% 

不可思議 20% 80% 53% 30% 10% 60% 0% 

回味無窮 20% 80% 47% 0% 44% 56% 0% 

以身作則 50% 50% 33% 50% 33% 17% 0% 

因小失大 0% 0% 50% 60% 0% 30% 10% 

無可奈何 20% 80% 39% 14% 43% 43% 0% 

揠苗助長 0% 0% 69% 45% 36% 18% 0% 

從造句句子成份分析統計表（二）得知泰語的平衡語料庫裡只把一個
句子分成兩個部分就是主語跟謂語而已，大部分的都作謂語只有「如
魚得水」這個泰文成語卻有 60%的比率作主語，但是中文平衡語料庫
作主語只有 12%的比率（表一），而且「如魚得水」這個成語屬於第
一類型的成語是泰國學生最容易理解的成語，但是泰國學生把它造錯
最多的成語（偏誤比率有 92%）偏誤類型是搭配不得當佔 86%的比率
（我們將在後面進行討論與分析此成語的病句），次多是「得不償失」
也是屬於第一類型的成語（偏誤比率有 71%）偏誤類型是結構不完整
佔 41%的比率，再來是「揠苗助長」是第五類型的成語（偏誤比率有
69%）偏誤類型是結構不完整佔 45%的比率，如果我們仔細地觀察泰國
學生所造的病句之錯誤類型，我們會發現泰國學生的錯誤類型「結構
不完整」有 17 個成語，也就是「結構不完整」是泰國學生錯誤類型最
多的。從我們的病句分析發現泰國學生造句得太短了，完全看不出該
學生是否能掌握與使用該成語，因為這些病句都缺乏重要的成分，或
有多餘的成分，或表達不清楚，我們以後將下面進行討論 1) 結構不完
整的句子 2)搭配不得當 3)語序不合理 4)關係不命卻等四個錯誤類型，
目前我們先來看「各級別學生成語造句正確率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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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級別學生成語造句正確率統計表 
成語 初級

學生 
中級

學生 
高級

學生 
如魚得水 0% 0% 7% 
愁眉苦臉 6% 17% 48% 
百聞不如一見 0% 8% 48% 
有眼無珠 6% 25% 28% 
得不償失 0% 25% 10% 
隔牆有耳 6% 43% 52% 
一舉兩得 0% 25% 48% 
將心比心 0% 17% 48% 
口是心非 0% 17% 52% 
腳踏兩條船 0% 43% 55% 
紙包不住火 0% 8% 28% 
對牛彈琴 0% 17% 48% 
得意忘形 0% 17% 28% 
自討苦吃 0% 8% 28% 
見仁見智 0% 8% 24% 
一刀兩斷 0% 17% 45% 
小題大作 0% 17% 31% 
一塌糊塗 6% 17% 31% 
花言巧語 0% 25% 34% 
一視同仁 0% 17% 28% 
得寸進尺 0% 17% 48% 
同心協力 0% 25% 45% 
一乾二淨 0% 0% 31% 
牛頭不對馬嘴 0% 17% 28% 
不可思議 6% 8% 24% 
回味無窮 0% 17% 28% 
以身作則 0% 17% 34% 
因小失大 0% 17% 28% 
無可奈何 6% 17% 28% 
揠苗助長 0% 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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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以上的各級別學生成語造句正確率統計表得知「得不償失」
這個成語，泰國中級學生的正確率比泰國高級學生高，原因是在造句
庫裡大部分的高級學生都敢造出來不怕錯，而中級學生在 12 個當中有
5 個學生作造句這 5 個句子有 3 個是對的，所以錯兩句，有 7 個人沒有
作造句，沒造句我們把它當作是錯誤的句子，所以總共有 9 個句子是
錯誤，在 12 個句子有只有 3 個句子是對的，所以有 25%的正確率 ; 高
級學生總共有 29 個，有 18 個人作造句造對有 3 個人，沒作造句有 11

個再加上 15 個造錯的，所以造錯有 26 個句子佔 90%的偏誤比率，因
此正確率只有 10％造成高級學生的正確率比中級學生的正確率低。尤
其其他的成語都算是正常由初級學生的正確率受零，只有「愁眉苦
臉」、「隔牆有耳、「不可思議」、「無可奈何」、「一塌糊塗」、
「有眼無珠」這六個成語有 6%的正確率，因為只有一位初級學生會造
這六個成語而且是造對的，其他的都沒有作造句。接下來我們要來討
論泰國學生所造的成語病句作分析。 

曾金金 (2000)1指出一個完善的句子要符合四項基本要求﹕結構要完
整、搭配要得當、語序要合理以及關係要明確。針對成語的造句，結
構要完整的句子就是必要的成分不遺漏﹐或沒有多餘的成分，語意表達
明確完整 ; 搭配要得當的句子就是句子成分之間要彼此配合﹐合乎邏
輯，用在適合的情境上 ; 語序要合理的句子就是詞的排列順序合乎語
法﹐能清晰通順地表達句子的語意 ; 關係要明確的句子就是分句間的關
聯明確﹑吻合﹐語意表達連貫。 

 根據以上的基本要求，筆者把泰國學生所造的病句2來加以分析說明
（所有的造句請詳見附錄九）﹕ 

                                              
1  曾金金. 2000. 語言學概論第五講（詞彙與語法）。僑務委員會中華函授學校華文教師科

講義。 
2  指不符合漢語規範的句子，句前用*號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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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結構不完整 

（1） *你不要如魚得水，後果如何還不知道。（中 1） 

（2） *她很高興像如魚得水。（中 2） 

（3） *她一看到禮物就高興如魚得水一樣。（高 17） 

（4） *他看到我就像如魚得水。（高 8） 

（5） *她老愁眉苦臉。（中 2） 

（6） *百聞不如一見，非常難得。（高 7） 

（7） *你有眼無珠買了一堆仿冒品。（高 3） 

（8） *冒然行事，得不償失。（高 7） 

（9） *說了他不聽真是對牛彈琴。（中 1） 

（10） *說什麼要看左看右，因為隔牆有耳，會被別人聽到。（高

13） 

（11） *他用這個辦法做事情，這是一舉兩得。（中 2） 

（12） *如果你將心比心就不會怪他了。（高 2） 

（13） *口是心非往往會出於戀愛中的人。（高 4） 

句（1）（2）的原因不明，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主語如魚得水，應該交
代清楚，語意才會明確完整，若這兩句我們用泰語來說是成立的，因
為泰語中的「如魚得水」形容一個人高興的樣子，就像魚兒得到了水
就很高興、快樂的樣子，它用來做謂語使用，因此我們可以猜測泰國
學生使用此成語錯誤的原因可能是母語的干擾。句（3）必要的成分遺
漏，“高興”是動詞，成語「如魚得水」充當補語的成分時，「如魚得水」
前必須要家“得”。 句（4）“像”是句子中的不必要的成分，因為「如魚
得水」中的“如”本來有“像”之意。句（5）必要的成分遺漏，應該先說
明「愁眉苦臉」的原因，再把，再把原來的句子放在第二分句，變成
以下的句子就成立了： 

她家裡經濟有困難，所以她老是老愁眉苦臉 



第四章　 泰國學生成語造句錯誤分析 

 124

句（6）必要的成分遺漏，學生沒有交代清楚什麼東西是「百聞不如一
見」。句（7）必要的成分遺漏，應該先說重要的因素導致主語「有眼
無珠」，請看以下的句子。 

（14） 你有眼無珠，花大錢買了一堆仿冒品。 

句（18）的第二分句家了“花大錢”是這個句子的重要成分，增加「有眼
無珠」的原因之重量讓句子更完整，因為「有眼無珠」通常用來責罵
或責備別人，具有 “活該”之意，所以如果 “花大錢”是一件非常不值得
的事情的時候就可以用此成語。句（8）也是如此沒有主語，如果改成
以下的的句子會更妥當：  

（15） 他現在冒然行事，以後得不償失。 

句（9）也是缺乏了重要的成分，缺乏主語以及重要的因素，因為 “說
了”我們不知道到底說幾遍如果只說一遍還不夠「對牛彈琴」的程度，
若我們改成以下的句子，將能禿顯「對牛彈琴」在該句子的重要性：  

（16） 我說了好幾遍他卻不聽，真是對牛彈琴。 

句（10）光說“看左看右”還不夠請處，因為「」是怕別人聽到，而不是
強避諱聽到，如果我們增加了“有沒有人”這個句子會更完整如下：  

（17） 說什麼要看左右有沒有人，因為隔牆有耳，會被別人聽

到。 

句（11）的第一分句 “他用這個辦法做事情”不知道是什麼方法，受試
者沒有交代清楚，應該說明一下有什麼樣的兩種好處，才會「一舉兩
得」，如以下的句子便能成立。 

（18） 他用這個辦法做事情，既能節省時間，又可以達到很好的

效率，這是一舉兩得。 

句（12）缺少了原因，為何使用「將心比心」這個成語，應該先說一
段原因，如以下的句子將更完整。 

（19） 他每次都幫你忙，這次不幫你是因為明天要考試，你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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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胸狹窄是不對的，如果你懂得將心比心設身處地，就不會

責怪他了。 

句（13）也算缺乏說明重要成分，為什麼會“出在戀愛中的人＂，請看

以下的句子： 

（20） 泰國女生的個性往往口是心非，心裡很喜歡對方還說自己

不喜歡。 

句（21）增加了主語對「口是心非」的定義也就是第二分句的“心裡很
喜歡對方還說自己不喜歡”將讓句子更完整。 

由於第一的錯誤類型（結構不完整）的病句太多了筆者不再一一討

論，若想研究請詳看附錄九。 

 
２、 搭配不當 

（1） *他一說要跟你在一起，你就如魚得水，真是的! （初 2） 

（2） *他考上大學就如魚得水。（中 3） 

（3） *他考英文在班上是最高分的，讓他高興地如魚得水。（中 5） 

（4） *當他知道自己中樂透，能拿到一萬塊時，態度好像如魚得
水的樣子。（高 1） 

（5） *一聽到爸爸要帶他去玩，小王開心得如魚得水。（高 2） 

（6） *他考上了台大的熱門科系，因而高興得如魚得水一般。（高

3） 

（7） *農民如魚得水，因為今天下雨了。（高 4） 

（8） *他收到女朋友的信時高興得如魚得水一般。（高 5） 

（9） *他一看到她，就如魚得水的樣子。（高 8） 

（10） *他學了兩年中文就如魚得水，以為自己很厲害。（高 9） 

（11） *女生的個性常是如魚得水。（高 10） 

（12） *他一中樂透，就如魚得水，每天只懂花錢。（高 11） 

（13） *媽媽給他一千元，他高興得如魚得水。（高 13） 

（14） *大家都如魚得水，因為老師說不小考了。（高 14） 

（15） *你這次考試沒有得滿分，你幹嘛高興得像如魚得水。（高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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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她一看到禮物就高興如魚得水一樣。（高 17） 

（17） *他看到我就像如魚得水。（高 18） 

（18） * 奬他得大 ，高興得如魚得水。（高 19） 

（19） *當他知道自己中樂透，能拿到一萬塊時，態度好像如魚
得水的樣子。（高 1） 

　 　句（1）第一分句的“要跟你在一起”、句（4）、（19）第一分句

的“中樂透”、句（5）第一分句的“帶他去玩”、句（7）第二分句的“今
天下雨了”、句（8）的“收到女朋友的信”、句（9）的“一看到她”、句

（10）第一分句的“學了兩年中文”、句（12）第一分句的“中樂透”、句

（13）第一分句的“媽媽給他一千元”、句（14）第一分句的“老師說不

小考”、句（15）第一分句的“得滿分”、句（16）第一分句的“到禮物”、
句（17）第一分句的“看到我”、句（18）第一分句的“ 奬他得大 ”只是一

般的高興，不是得到自己能夠發揮的一項專長而高興。句（2）、（3）、

（6）“考上大學”與“考英文在班上是最高分的”與“他考上了台大的熱門

科系”只是一般的成就而不是考上自己能夠發揮或適合自己的科系，若

要使用該成語必須要交代清楚該科系或該大學是適合自己的科系，語意

才正確完整。句（11）的“女生的個性”只是一般女生的高興態度而不是

一種成就時或得到一份適合自己的專長的工作而高興。句（3）第二分

句的“地”不正確，此句的「如魚得水」是句子中的補語，所以「如魚得

水」之前應該是“得”而不是“地”。  
 
３、 語序不合理 

（1） *他考英文在班上是最高分的，讓他高興地如魚得水。（中 5） 

句（1）的語序不正確，主語應該是“他在班上（的）英文”而不是單獨
的“他”，主要的動詞是“是”而不是“在”，受詞是“最高分的（成績）”請
看以下的句子： 

（2） 他在班上（的）英文是考最高分的，讓他高興得如魚得水。 

句（2）的語序已經被從新排序，即是主詞、動詞、受詞是正確的

句子。 
 

 
４、 關係不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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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聽到爸爸要帶他去玩，小王開心得如魚得水。（高 2） 

（2） *他游泳比打籃球來得棒，看他是如魚得水呀!　 （高 12） 

漢語的第一分句必須表明主語而不應該在第二分句表明，句（1）的第
一分句“一聽到爸爸要帶他去玩”應該是有明確的主語即是“小王”，因
此，前分句應該是“小王一聽到爸爸要帶他去玩” 句（2）“他游泳比打
籃球來得棒”還無法表達得很明確，此句子還缺乏說明“游泳”是否讓主
語能否發揮的語意成分，如果我們從「如魚得水」此成語的定義出發， 

“好像魚得水般的契合”也就是「處在環境者」“魚”與 「環境」“水”的
關係能契合，句（2）「處在環境者」是 “他”但是「環境」不明確，到
底是“游泳”還是 “打籃球”，因而屬於關係不明確。請看以下的句子： 

（3） 以前他打籃球不是很厲害，轉去學游泳之後得到最高的成

績，真是如魚得水。　 

句（3）第一分句解釋了主語以前的“打籃球”是主語認為不能發揮的，
第二分句解釋了主語在後來的“游泳”是主語認為能夠發揮的，也就是
「環境」已經很明確了，符合了“好像魚得到水般的契合”關係已經很明
確了，所以此句子就可以使用「如魚得水」。 

 

4.2 結果發現 

1. 中級與高級的泰國學生一般已經會使用成語了，只不過在句法功能

的使用上還不夠豐富，例如：『同心協力』成語，總的來說泰國學

生都會使用此成語，但大部分只會用來當動詞作謂語居多，其實『同

心協力』的句法功能很豐富，它還可以當名詞做主語、當形容詞做

定語、當動詞作狀語等（詳見附錄九）。 

2. 中級與高級的泰國學生在使用中文成語的時候，只會專注在某一個

情況的用法，而忽略了其他的語境或情況的用法，例如：「一乾二

淨」成語，泰國學生會把「一乾二淨」僅用在整理、打掃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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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母語者比較少這樣使用在這方面，而用以形容「吃得」、「忘得」、

「用得」、「推得」、「收拾得」、「偷得」、「收割得」、「收

刮得」、「除得」、「甩得」、「殺得」，這是泰國學生比較忽略

的使用的語境範疇。　  

3. 受試者所造出來的句子，有一部份表達不夠清楚、泰籠統，句子不

完整，不解釋原因或此因素，因此筆者無法判斷該受試者是否會使

用該成語，如： 

「一塌糊塗」;　開會時，大家都一塌糊塗。 

「揠苗助長」;無論做什麼事不可揠苗助長。  

從附錄九的成語造句，我們發現很多成語的前面可以用『是』、『完
全是』、『真是』、『終究是』、『實在是』、『真的是』、『就是』、
『絕對是』、『恐怕是』、『根本是』、『簡直是』、『可以說是』，
大部分的成語是作謂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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