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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考

1.  小贾要赴新西兰进行汉语教学，当地的孔子学院希望她过去之后先开一个试

听课，形式不限，旨在让来试听的学生产生对汉语学习和中国文化的兴趣。有

经验的志愿者对她说：“十二生肖是汉语教学中一个很好的主题，学生在讨论生

肖的时候既能了解中国文化和国情，又能练习写汉字、说汉语，还可以做剪纸手

工。”于是她打算在这次试听课中将十二生肖与汉字学习结合起来。你觉得这个

思路如何？具体该如何设计 呢？

2.  假设你要赴欧洲某国任教，关于是否应该开设汉字课的问题，校长想征求你的

意见，想一想你会如何作答。如果校长希望你开设汉字课，你会如何安排课时和

教学内容，如何处理汉字课与其他汉语课型的关系？

阅 读

1. 李大遂．简明实用汉字学（第五章“汉字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2. 万业馨．应用汉字学概要（第七章“汉字特点与部件教学”）．合肥：安徽大

学出版社，2005．

3. 李大遂．汉字的系统性与汉字认知．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5（1）．

4. 江新．“认写分流、多认少写”汉字教学方法的实验研究．世界汉语教学，

2007（2）．

5. 王秀荣．国际汉语汉字与汉字教学（第一章“中国符号——汉字”）．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Reflection
Probing into the case studies 
and expanding beyond the case 
studies.
Readings
Suggested outside resources to 
further deepen knowledge.

121

这部分的时候，可以先直接跳过教材上的讲解，只要求学生掌握当课的汉字和笔顺即可。

还有，我觉得课后的汉字练习也应该做一些修改，让学生能够正确书写汉字即可，至于

“拆分汉字”这样的题目，可以直接变成让学生练习笔顺的题目。

（李爽）

汉字分为独体字和合体字。独体字是由笔画直接组合而成的，其结构单位

包含“笔画—整字”两个层次，如案例（一）中提到的“山、日、水”都是独体

字。合体字可以进一步拆分成部件，部件由笔画直接组合而成，所以合体字的结

构单位包含“笔画—部件—整字”三个层次。部件如果能独立成字，那就是独

体字了，如“树”，其三个组成部件“木、又、寸”都可以独立成字。

现在通行的汉语教材多数是按词本位的原则编写的，参照词汇的常用度来

选词，并没有照顾到汉字自身的规律，如案例（一）中提到的“谢”这样的合体

字，出现在“谢谢”这个词里，由于“谢谢”的常用度非常高，所以“谢”字经

常在第一课就会出现。教学时，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调整，采用“认

写分流”的做法，简单的字要求学生会读会写，而较难的字可以先要求学生学会

认读即可。结构复杂的字难写，却并不一定难认，区别性可能更强。初级阶段培

养兴趣很重要，案例（一）中的教师打算先教授一些笔画简单、意象明确的常用

字，这是非常可取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不能简单地说现代汉字像画画，因为

古代汉字的图画性在隶变之后几乎完全消失了，正是因为图画性的消失，汉字才

走向线条性、方块状，才这么讲究笔顺，这一点教师应该做到心中有数。

案例（二）中的教师觉得教材中给出的讲解和例字都太难了，于是想跳过

教材上的讲解，把课后练习中的“拆分汉字”直接变成让学生进行笔顺练习的

题目。这种做法不一定可取。教材的开篇讲解往往带有概论性质，意在让学生

了解汉字的表意方法、结构规律，给出的例字多能让学生在宏观上对汉字的特

点有更好的把握，并非真的让学生掌握这些例字的形音义。这位教师将教材上

提供的“拆分汉字”的题目改作练习笔画之用，实际上跳过了汉字的二级结构

单位——部件，忽视了部件的可组合性、生成性，不利于学生了解汉字构形的规

律，可能会给学生带来笔画构字杂乱无章、无规律可循的印象。这一点也提醒我

们，了解教材编写的意图对教师来说是很重要的。

分 析

Analyses
Analyzing and pointing out the issues of 
each case, providing appropriate teaching 
advice and cop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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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8 汉字教学从哪里开始？
教学地点：意大利罗马  教学对象：混合年龄初级业余班

（一）

马上就要正式上课了，最近我看了一些汉字教学的材料，有两点对我挺有启发的，教

汉字的时候我应该铭记在心。第一，写汉字就像画画。汉字与西方的字母文字有天壤之

别，对西方学生来说，汉字确实不容易书写，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汉字很有意思，

大部分外国人刚刚接触汉字的时候都会觉得中国文字就像画画一样。教师应该利用这一

点，在教授汉字之初，尽量选取一些象形字，比如“山、日、水”等笔画简单、意象鲜明的

汉字。第二，汉字有难易之分。要注意的是，一般的汉语教材开始就会出现“你好、谢谢”

等汉字，这时候就要注意选择性地教给学生，像“谢”这样结构较复杂、笔画较多的合体

字就不应该过早出现在汉字教学环节，那样的话学生会觉得汉字非常难写，就会“画”出

令我们哭笑不得的“汉字”。

（朱勇）

（二）

备课时我发现汉字部分的教学真让人不乐观。一是教材上对于汉字部分的讲解太难

了，给出的例字有很多都不是常用字；二是学生本来就是刚刚接触汉字，甚至有很多部件

他们都还没有学过，我又怎么给他们解释含有这些部件的字呢？所以，我觉得在处理汉字

用于第一堂课的汉字教学PPT（选自高等教育出版社海外教师培训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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