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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课题的选题及研究过程是在我的导师范军博士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在论文

的研究过程中，范老师始终给予我细心的指导和不懈的支持。为我指点迷津，帮

助我开拓研究思路，精心点拨、热忱鼓励。范老师严肃的，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

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精益求精，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

对范老师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言语表达。在此谨向范老师致以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

敬意。 

  同时，我要感谢感谢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和中国华侨大学的各位领导及老师

们，在泰国学习期间以及去到中国华侨大学期间，你们对我们学习生活无微不至

的关怀和照顾，以及你们的传道授业，不辞辛苦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你们是

我今后工作、学习中的榜样。在此，我要向诸位领导，老师们深深地鞠上一躬。 

    我还要感谢在一起愉快的度过研究生生活的同学们，正是由于你们的帮助和

支持，我才能克服一个个困难和疑惑，直至本文的顺利完成。 

    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从开始进入课题到论文的顺利完

成，有多少可敬的师长、同学、朋友给了我重要的帮助，在这里请接受我诚挚的

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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