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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策略研究综述 

 

本文根据近年来有关对外汉字教学策略的学术文章，从教学理论、教学模

式、教学思想、教学方法四个方面对对外汉字教学策略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

和整合。同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调查，发现对外汉字教学策略正朝着科学

化、精细化、实用化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对外汉语教学，汉字教学，研究综述 

 

1 绪论 

从上世纪 90 年代，对外汉语教学兴起开始，汉字教学一直是汉语教学研究

者们关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近年来汉字教学的研究更是不断拓展。同时，由

于现代汉语的特点，汉语作为表意文字，与其他国际主流的运用表音文字的语

言存在着差异，再加上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许多汉字学习者表示，汉字学

习是他们在汉语学习中最大的障碍之一。 

汉字作为汉语中的重要一环，虽然困难却无法被汉语学习者忽视。有部分

学者提出“语文分进、识写分流”[29,p.65]的观点，让认为汉字学习有障碍的

学生更加注重汉语的听说，暂时减少汉字读写的学习，以避免汉字给汉语学习

带来的阻碍。但事实证明，如果汉语学习者不重视汉字学习，在汉语学习中期

会由于识字和书写能力的障碍而很难得到成绩的提高。因此，对外汉语汉字教

学是汉语学习中不可避免的。作为对外汉语的教育者，所需要做的是从现有的



300 

丰富的研究成果中提炼出精华，恰如其分的运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并有效的结

合自己的教育经验，辅助汉语学习者在汉字学习方面高效的获得知识。 

近年来，对外汉语汉字教学方面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因此更需要针对数量

庞大的研究成果，需要对其进行梳理与整合，根据他们的研究方向不同进行归

类整理,减轻其他研究者阅读以及继续研究的负担。这样的整理是为了达到两个

目的：其一，提炼汉字教学方面认可度高，并且行之有效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方

法，以辅助提高对外汉语教师的教学水平，同时帮助汉语学习者更好的进行汉

字学习；其二，在现有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些还待继续研究

的方面，从而促进对外汉语汉字研究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2 研究现状 

2.1 教学理论 

从近十年的文献看，汉字教学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字本位”理论上。这一理

论最早由徐通铿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认为“字”是汉语中最重要、最基本的

结构单位。以“字”作为汉字研究的基本结构单位，不仅开拓了汉语研究的新视

野，也给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启发了新思路。王骏[21,p.26]认为“字本位”符合汉

语的本质特点，领会“字本位”的特点就是领会汉语和印欧语在语言构成上“形合”

和“意合”的本质差异。但我们不能因为它摆托了印欧语的眼光则无限扩大它的

作用和影响，因为我们始终不能否认“词”在汉语中的特殊地位。因此，“字本位”

与“词本位”理论的争论一直存在。可见，字本位与词本位都有自身的优势与不

足。 

有的学者倡导联通字词教学。管春林和刘颂浩两位学者曾发文就这一问题

进行过讨论。管春林[7,p.28]认为这两种理论存在本质的不同，无法结合。刘颂

浩[15,p.10]认为落实到实践中，“字本位”和“词本位”是众多教学法的两种，二

者可以兼顾。周健[32,p.103]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认为现代汉语的词本位是从古

代汉语的字本位发展而来，现代汉语中字、词作为基本单位是并存的。施正宇

[17p.116]提出“词——语素——汉字”的教学基本框架，以词的使用频率和字

的构形规律为基本线索构建教学词库，做到字词兼顾，并在语素的基础上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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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汉语能力和汉字能力。陈颖[4,p.130]认为汉字与汉语词在构造上有着共

同的深层机制，即汉民族的思维特点，应从汉民族的思维惯式入手“衔接”汉

字教学与词汇教学。 

2.2 教学模式 

汉字教学模式的争论焦点在于“语文并进”还是“语文分进” (先语后文) 。早期

的汉字教学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往往作为口语、词汇教学的附庸, 实行“语文并

进”的教学模式。在这一模式下, 汉字教学基本上以汉字书写教学与纠正错别字

为主, 同时也不能根据汉字本身的系统循序渐进进行教学。但若要考虑字形教

学的由简到繁, 势必限制教材中语词和句子的选择与安排, 因此“语文分家”呼声

日益渐高[19,p.8]。 

赵金铭[28,p.380]从汉字的特点、语言教学心理学、教学规律和习得规律三

个方面论述了“先语后文”的合理性。邓小琴[6,p.17]从教材输入、输出与习得情

况论证了“语”、“文”分离是降低汉字学习难度的前提。李蕊、叶彬彬[13,p.102]

发现“语文分进”教学模式下的汉字学习者较之“语文并进”在汉字能力中的音形

义的联结、形旁和声旁的分辨利用及语素义分解组合上均有突出优势。徐霄鹰、

姚丽庆[25,p.12]论证了“语文分流”模式能给予学习者学习动机以正面影响。但

陈琳等人[3,p.23]的研究却发现语文分进和语文并进两种教学模式下的正字法意

识未表现出差异。只是二者来源不同, 语文分进模式下的正字法意识来源于汉

字课的设置, 语文并进模式下的正字法意识得益于较大的识字量。因此, 独立设

课似乎也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至少“语文分进”模式下的识字量是一个问题。在

此之前, 已经有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 并尝试采取一些较为中庸的办法以取长补

短。王汉卫[20,p.121]提出了以精读课为依托, 贯穿整个学习过程的相对独立的

汉字教学, 相对独立即不必每课出现汉字板块, 但必须有相对明确的课时量, 要能

够以精读课词汇表中的汉字适量扩展, 达到核心字反复出现的目标。这种“相对

独立”的设置对教材编写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这也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 

“语文分进”与“语文并进”的分歧必然导致了“认写分流”与“认写同

步”的分歧。就目前的研究来看, 大多数学者支持“认写分流”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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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字教学的特殊性已受到广泛的关注, 对外汉字教学虽有自身的特色, 但也

并非一株奇葩, 对母语儿童的汉字教学自然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母语汉

字教学反映的是汉字习得的自然顺序和学习规律, 对外教学也可以像母语教学

一样先语后文, 集中识字;先认后写, 多认少写[5,p.19]。江新[9,p.95]的教学实验

也论证了“认写分流、多认少写”的教学效果优于“认写同步”, 但严彦[19,p.21]的

教学实验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可见, 哪种教学模式更适用于汉字教学还需要

进一步的研究和更有力的证据支撑。 

2.3 教学思想 

这里的教学思想指的是教学者应树立的教学思想。教学者首先应明确教学

内容。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汉字教学不仅仅包括汉字知识, 达到能认、会

写、识音的效果, 也应该教会学习者如何学习汉字。其次, 教学者要理性的看待

学生的学习发展过程并合理引导。安然[1,p.13]提出以“留学生汉字书写方式和

特征”取代传统的“笔顺错误”说法, 呼吁对外汉语研究者和教师以包容多元文化

和多种语言学习过程差异的心态去看待留学生的这种书写方式。张全生、刘欢

[30,p.25]发现不同歧义容忍度下学生的汉字识别能力、书写时出现的偏误类型

有显著差异。高歧义容忍度下的学生更能够容忍汉字学习中的歧义现象, 但对

待汉字笔画的细微差别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容易写出错字和不规范字;低歧义容

忍度学生更加注意事物间的差别, 在汉字书写时往往能写出正确的字, 或者不写。

最后, 教师应树立乐观务实和充满人文精神的汉字教学观, 并在教学实践中努力

化解汉字难学的观念。 

2.4 教学方法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 对外汉语工作者在实践中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教学

法, 李润生[12,p.40]将形形色色的汉字教学法分为集中识字类和分散识字类。但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二者没有严格的界限, 往往是“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周健

[32,p.102]认为应当把分散与集中结合在汉字的结构语义系统之中。分散识字时

要关注汉字的笔画—部件—偏旁—整字系统;在集中识字时则要关注汉字的形、

音、义的关联系统。下面着重论述几种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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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理据教学法 

姚敏[27,p.33]根据现代汉字理据的强弱赋予其“理据值”, 并根据理据度公式

测算出现代汉字总的理据度为 46%。因此, 进行理据教学是可行的。李大遂

[10,p.13]认为现代汉字的特点在于以偏旁表音表义, 汉字的理据主要在于读音、

意义的理据。因此, 理据教学法要以字形为切入点, 联系字音和字义。石传良、

罗音[18,p.47]提出了理据教学法的四个教学原则:适度讲解理据;独体字先行;重

视形声字、意符字和音符字;集中识字与分散识字相结合。 

2.4.2 系联法 

“系联法”即利用汉字在形、音、义上的特点编织汉字教学网络。陈建萍

[2,p.8]提出“支点字”的概念, 即将形体简单、构字能力强、出现频率高的字作为

对外汉字教学中的支点, 以支撑起汉字教学的网络。李蕊[11,p.40]发现在教学中

使用“声旁系联”策略的引导学习者, 可以促进了留学生正确书写形声字的能力, 

减少了同声旁字之间的混淆, 同时也加强了对形旁的认识。王淑华、资中勇

[22,p.53]以汉字的意义为纽带把汉字组成同义、反义、类义三种不同的聚合, 达

到增加复现率的目的。 

2.4.3 部件教学法 

许多学者认可部件是汉字教学的重点, 李运富 [14,p.362]就曾说到:“字根以及

字根的组合方式才是教学的重点。”这里所说的字根其实就是部件。部件教学

理念即以部件为中心, 发挥部件联系笔画和整字的桥梁功能。利用部件教学时

采用分散训练的方式要比集中的训练方式效果略好一些, 这是因为分散训练持

续的时间长一些, 与教学内容结合得更为紧密, 而且有较多的时间练习所教授的

策略和汉字。[16,p.64]但是部件教学也有局限, 比如过度拆解文字形体会产生支

离破碎之感, 相似的部件容易混淆, 有些相同的部件可以拆解出不同的结果等。 

实际上, 教学法远不止这些, 如强调学生能动性的“互动”教学 [23,p.18]、由

“语感”而得到启发的字感教学法[8,p.20]都有可取之处。有的教学法往往是综合

多种教学方法。比如赵妍[31,p.21]认为不同汉字有不同的教学方法, 对于形声字、

会意字这些有理据字和半意符半记号字、半音符半记号字这些半理据字, 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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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据入手, 再辅以系联的教学方法;而对于独体记号字和合体记号字这些无理据

字, 其字符与整字音义没有联系, 可采用形象法、游戏法等帮助学生记忆。 

3 研究趋势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考察, 发现对外汉字教学策略呈现以下四种趋势。 

其一是科学化。这首先体现在语料库的建设与运用成为研究的新热点。数

据库的建设不仅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样本, 也提供了数据支撑。另

外, 学者们在实验中采用摄像观察、跟踪调查等方法, 获得了第一手资料, 提高了

实验的科学性。 

其二是精细化。学者们对教学策略的方方面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比如:

不同的教学内容应采取何种教学方法, 不同模式下的汉字教学如何进行, 不同课

程设置下的教材如何编写, 不同的教学对象应如何因材施教。这些探讨对汉字

教学大有裨益。 

其三是实用化。汉字教学策略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指导汉字教学, 提出切实解

决汉字教学之“难”的可行对策。在笔者所查阅的文献中, 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能根

据自己的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教学建议。可见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可实操性的方

法已经成为共识。另外, 汉字教学越来越关注学习者如何应用汉字的研究。已

经有学者提到将教学生手写“汉字”改为教学生“键写”汉字, 不得不承认, “键写”

更符合留学生的需求。 

虽然已经有了许多可喜的研究成果, 但推进汉字教学是一条无止境之路, 有些

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比如不同的教学对象，汉字教学如何进行；不同阶

段的汉字教学如何设计；语文如何分流；认写如何分流；如何更好地将汉字系

统的理据性和俗字源的解释相结合;如何将学生可自主形成的学习策略与教学引

导下形成的策略相衔接等。期待有更多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的文章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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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recent academic articles on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tended for foreign students, this paper sorts out and integrate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Chinese being a 

foreign language, in terms of four aspects: teaching theory, teaching mode, teaching 

thought, and teaching method. At the same time,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relevant literature, it is found out that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308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re developing in the direction of scientific, refined 

and practical issues.  

 

Keywords: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research summary. 

 

UDC: 37.091.33:37.016:811.581:81.243(045) 

应煜阳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乌克兰南方师范大学孔子学院志愿者教师 

敖德萨，乌克兰 

 

论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在对外汉字教学中的应用 

 

随着科技的发展变化，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日趋多

样化，汉字教学作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难点，如何与现代教育技术有机结合起

来，成为汉字教学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技术手段，对外汉语，汉字教学 

 

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必不可少的环节，通常也是难度最大、留学生

掌握最为薄弱的环节。传统的汉字教学手段较为单一，通常以汉字读写的反复

操练为主，较为枯燥，效果往往不尽人意，随着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发展，汉

字教学完全可以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教学方法，对外汉语汉字教学可以借助现代

教育技术手段，做到既能让留学生掌握汉字，又能充分体会到学习汉字的趣味

性。 

一、对外汉字教学概述 

（一）对外汉字教学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