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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因其“具有独特之象形本质、表意功能及

衍声特色，其本身即含有高度的科学原理与方法，

故虽历经数千年之演变，仍能提供十几亿人作为

表达思想、情感与人际沟通之主要工具”[1]而受到

世界各国人们的青睐，据悉，日本每五六个人中就

有一个人在练习汉字书法①，韩国练习汉字书法的

民众逾十万人。然而汉字也以其难读、难认、难写、

难记等成为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的难点。如李培

元等认为，外国学生学习汉语最大的困难莫过于

汉字 [2]；黎天睦亦指出：“汉字是世界上最难的汉

字。”[3]周健更是一语中的：“汉语难学，汉字尤难

学，几乎已成为举世公认之论。”[4]笔者曾对本校中

级班的留学生做过问卷调查，78%的留学生都认

为汉字难学。因为难学，理所当然应给予更多的重

视，然而“在词本位教学法一统天下的格局中，汉

字教学依然处于边缘化的状态”[5]，存在诸多问题，

教学情况令人堪忧。

一、对外汉字教学的现状

（一）教学模式的更新与教学实践的滞后

对外汉字教学模式最初实行的是“随文识字、

语文一体”，也即“识字”教学与“语言”教学同步进

行，学什么汉字完全取决于教材课文内容，哪怕是

形体复杂的汉字，若是课文内容需要，也有可能成

为零基础汉语留学生学习的内容。正如吕必松所

说：“与‘语文一体’和‘词本位’教学相联系的是教

说什么话，就教写什么字，无法按照汉字形体结构

的特点由易到难地进行汉字形体结构的教学。假

设第一课教的是‘你好、谢谢、再见’这 3 句话，就

要同时教‘你、好、谢、再、见’这 5 个字。虽然这 3

句话很有用，也不难学，但是这 5 个汉字却比较复

杂。”[6]这对初学汉语的学生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

战，在他们语音关还没过的情况下就掌握这么难

的汉字，难免会产生畏难情绪，影响学习的积极

性。基于此，张朋朋主要针对欧美汉语初级的留学

生提出了“语文分开”“先语后文”的教学模式并进

行了实验研究，而且研究证明教学效果也相当显

著，学习口语时不受汉字的阻碍，学起来容易且速

度快，学习汉字时按照汉字的形体结构特点由简

单到复杂地有序学习，便于接受[7]。当然，这种方法

也有它的弊端，“首先，它在海外非汉字文化圈国

家是比较容易实行的，前提是学生的母语中都不

使用汉字。其次，在中国进行留学生汉语教学时，

这种方式成本太高，不太实用。”[8]随后，学界又提

出“拼音汉字交叉出现”“听说与读写分别设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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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模式[9]，虽然这些教学模式都有各自的缺点，

但毕竟都是有益的探索，而且如果在教学实践中

能吸取几种模式的优点摒弃其缺点采用最有效的

教学方法和手段会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然而事

实远非这样，大部分国内高校在为留学生授课时

还是基本上沿用最传统的“随文识字，语文一体”

的教学模式，赵倩曾对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

学、复旦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暨南

大学等十几所学校的对外汉语教学课程设置情况

进行了考察，只有复旦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

大学、吉林大学为一定的班级开设有单独的汉字

课，还有极个别的学校将汉字课作为选修课，如北

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更多的

是将汉字依附于其他课型来教授[10]。以致于很多学

生在中国呆上两年，口语没有任何问题，但由于缺

少汉字方面的常识，一到写汉字就犯难，出现各种

各样的错误，如“填”写成“镇”，“期”写成“其”，

“裹”写成“果”②等均是因不明字理知识而误。

（二）缺乏针对性、实用性、趣味性强的对外汉

字教材

张静贤（1998）云：“目前，对外汉字教学没有

独立的、系统的汉字教材，大多数都依附于初级汉

语教材之中。为了减轻学生学习汉字的困难，提高

识字效率，汉字应该独立设课，集中强化，编写专

门的汉字教材，同时应该考虑与‘听力教材’、‘语

音教材’、‘阅读教材’等配套，形成系列的初级汉

语教材。”[11]自其呼吁以来，近些年出现了一些专门

的汉字教材，如《汉字速成课本》[12]、《新编汉字津

梁》（上、下）[13]、《张老师教汉字 汉字识写课本

（上、下）》[14]、《神奇的汉字》[15]、《汉字突破》[16]、《汉字

规律》[17]、《汉字书写》[18]等，这些教材为汉字单独设

课提供了参考书籍，对留学生认读汉字、书写汉

字、运用汉字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帮助作用，但仍

然存在一定的问题，正如李香平（2011）所论：“从

教材针对的对象来看，初级汉字教材主要以来华

留学的初级汉语水平学习者为主，通用性较强而

针对性较弱。……从教材编写的内容来看，大部分

初级阶段汉字教材都比较注重汉字知识的教学，

但对用于初级汉字教材中的汉字知识缺乏统一的

认识，汉字知识与汉字教学的关系、知识点的选

取、练习的设计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随意性和无序

性。……从教材编写的原则来看，过分注重识字教

学与汉字知识教学的系统性、通用性而忽视了教

材的实用性、趣味性。”[19]可见，编写一本成功的汉

字教材要兼顾各个方面，不仅要考虑教学对象和

学习目的的不同，还要考虑汉字有序、有趣、有效

地输出等，显然绝非易事。

（三）教学内容的无定性与教学方法的随意性

由于大部分高校都没有为留学生单设汉字

课，汉字知识是依附于其他课型而讲的，这时老师

所讲的汉字方面的内容就会受限于上课所用的参

考教材，而不同的教材涉及到的汉字知识是不等

的，再加上授课教师在讲解这些知识时的把握度

也是不等的，也就使得对外汉字教学内容呈现出

无定性和主观性，如“较早的基础汉语教材，起始

阶段都有一些汉字教学的内容，讲授笔画、笔顺、

结构分析等简单的汉字知识。……到了中高级阶

段的汉语教材中，除了课后有少量辨字组词之类

的练习外，几乎见不到汉字教学的内容。似乎在初

级阶段把汉字形体的基础知识告诉学生，帮助他

们掌握笔画、笔顺等基本书写技能以后，汉字教学

就大功告成了。”[20]诚然，教材中附带什么样的汉字

内容，老师就讲解什么样的内容，当然不排除“少

数重视汉字教学并且有一定汉字学知识的老师，

会自己增加一些汉字教学的内容”[20]，即使如此，留

学生在掌握汉字知识时仍然会出现零星、片面、不

系统等问题，这从他们在书写汉字时出现的偏误

就能看出，如“同音别字”偏误，“难题”写成“难

提”、“建筑”写成“健筑”、“百货”写成“白货”等；

“字形相近”偏误，“意思”写成“意息”、“复习”写成

“夏习”、“遇”写成“偶”等，均因没有系统掌握汉字

形音义三方面的知识而误。

再看教学方法，尽管学界在这方面已经取得

不少的成果，如“集中识字教学法”“笔顺教学法”

“部件教学法”“字本位教学法”“部件—整字—字

族教学法”“六书分类教学法”③等等，但很难落到

实处，因为汉字大多是分散在其他课中所讲，由于

知识的零碎以致于系统运用一种或几种教学方法

来讲解不太现实，很多老师的做法都是字词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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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授词时分析字形，如“在讲授合成词时会采用

分析的方法，在先讲授构词字字义的基础上讲授

合成词的词义”[20]，重点是“词”不是“字”，对于如何

更好地掌握“字”的方法，授课者往往无暇考虑太

多，即使考虑，也会因授课者重视程度的差异而表

现出不同，具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

二、对外汉字教学问题的解决策略

（一）输出前的教材编写

李香平认为留学生汉字教材编写与出版的对

策应考虑如下诸因素，第一，加强对现有教材的调

查、研究、总结，构建多角度、多层面的对外汉字教

材编写和分类的宏观体系；第二，加强对汉字教材

的针对性和创新性研究，编写针对不同国别、不同层

次、不同教学目的的汉字教材；第三，加强教材现

代化研究，开发趣味性较强的多媒体汉字教材[19]。

李先生考虑得可谓全面细致，也为我们的设想提

供了思路。我们认为教材的编写一是要以汉字自

身的系统性为主要考虑要务，遵循形体由简单到

复杂、笔画由少到多、构字由理据到非理据等原

则；二是要考虑汉字文化圈和非汉字文化圈留学

生对汉字感知程度的不同、成年学生和孩童对汉

字认知的不同。基于此，对于孩童汉语学习者，不

管是汉字文化圈还是非汉字文化圈的，都应增强

教材的形象性和趣味性，汉字量也不宜太多，建议

把《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 800 个甲级

汉字仿照中国古代童蒙识字课本编成韵语课本、

绘本故事或动画儿歌，让孩童首先对汉字有个审

美的感知，在美的享受中习得汉字。对于汉字文化

圈的成年汉语学习者，汉字量可扩大为《汉语水平

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规定的留学生在华四年

应该掌握的 2905 个，然后以简单的汉字理论知识

来统率这些汉字，如用传统“六书”④来统领、或以

共同的偏旁为纲等，并对每一“书”或每一“偏旁”

下的汉字根据字量设置一到多个不同的语境，使

理据性与趣味性并重，让他们在有趣的理解中习

得汉字。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的成年汉语学习者，要

稍微降低点难度，也要讲字理，但可以新“六书”⑤

来统领、或以共同的部件为纲，并设置相应语境，

在理解中有效记忆。

（二）输出中的内容及方法探讨

1.内容：理据识字———形音义的整体讲解

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清人早就强调了

这一点，如段玉裁《广雅疏证·序》曾云：“圣人之制

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

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21]然而在对外汉字教

学中，汉字的三要素并没有给予同等的重视，如佟

秉正就曾指出初级教材缺乏字义教学问题：“国内

出版的初级汉语教材，虽然是以汉字为主，但绝大

部分在汉字学习上却以词为单位，而不管多音词

中各组成汉字的基本字义。”[22]而有些学者在论述

对外汉字教学的主要内容时也多论及“形”，而未

涉及“音”和“义”，如卞觉非认为对外汉字教学要

“讲清现代汉字的性质、解析现代汉字的字形结

构、剖析汉字的部件、讲授现代汉字的笔画。”[23]“字

形结构、部件、笔画”都是汉字的“形”。字形固然重

要，但“音”和“义”也不能忽略，如笔者所带中级班

有学生将“证”写成“征”，就是因为没有掌握其字

音所误，“证”乃形声字，其读音由声符“正”承载，

如果掌握了形声字的读音，就不至于将其声符写

错；再如前文提到的“同音别字偏误”，“难题”之所

以写成“难提”，就是因为不明二字的字义所致，

“题”从“页”，和“人头”有关，本义为“额头”，由于

“额头”在“面部”的最前端，因此引申为“事物的端

头”；“标题”位于正文的开头，最为醒目，属于“事

物的端头”，故而引申为“标题”；“标题”进一步泛

化，引申为“考试或练习时要解答的问题”；而“提”

从“扌（手）”，是和“手”部动作有关的动词。明确了

二者的字义，就不会把“要解答的题”写成用“手”

的“提”。质言之，汉字的“形、音、义”是有机的联系

体，明其“义”能更好地掌握其“形”、辨其“形”能更

好地读其“音”。正如李大遂所云：“对外汉字教学

应该加强汉字音义兼顾的汉字内容，并且使汉字

形音义教学互相兼顾起来。不仅初级阶段要有充

实的形音义兼顾的汉字教学内容，中高级阶段亦

应有一定分量的汉字形音义教学内容。中高级阶

段的汉字教学内容，一方面是生字的形音义知识，

另一方面是那些层次略深的、能促进学生科学把

握汉字形音义系统的、能迅速扩大学生识字量的

汉字知识，后者尤为重要。汉字教学是一个系统工

程，如果讲完汉字形体结构的基本知识，教学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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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基本的书写方法而不继续在汉字音义教学上下

功夫，那只能算是半截子工程。”[24]李先生所论发人

深省，一语中的。

2.方法：因材施教———多元综合识字法

如前所述，已有汉字教学方法丰富，在运用这

些方法时就要综合考虑受众的水平层次、年龄层

次、国别层次、学习目的等。对于孩童而言，可借鉴

国内幼儿识字的教学方法，采用集中识字法，只追

求认读，不追求书写，从小多识字，多阅读，培养语

感；对于零基础的初级班成年学生，建议采用笔

画、笔顺、部件教学法，在认读的基础上掌握其写

法，待拥有一定的汉字量后，用“部件—整字—字

族教学法”，培养学生灵活运用不同部件自由组字

的能力，扩大识字量；对于程度好的中高级学生，

建议从分析字理入手，运用“六书分类教学法”或

“偏旁系统分类法”，让学生不仅会读、会写汉字，

还要掌握一定的汉字理论知识，“偏旁系统归纳法

把学生学到的零散汉字一个个串联起来系统地加

以分析，使学生对汉字系统的理解得到了理论上

的提高。我们认为汉字课不仅教字的识别，更教了

识字的方法，这可以使学生逐渐提高对高等级汉

字的认知能力，增强分析和猜测能力，进行从整体

上提高了汉字识字水平。”[25]而且在讲解字理的同

时，也能让学生了解到汉字中的文化，一举两得，

如学生对“先生贵姓”中的“贵姓”不理解，为什么

“姓”前要加“贵”，就要从分析“姓”“氏”的字形入

手来讲解“姓氏文化”：姓是一个人出生的血统标

记，在中国古代，只有贵族才有姓氏，一般老百姓

是没有姓的，如“庖丁、奕秋、匠师”，前面是他们的

职业或擅长的技艺，后面是他们的名，所以“姓”前

加“贵”是对人的尊重和礼待。总之，要因材施教，

综合选用适当的教学方法灵活讲解，会收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三）输出后的练习巩固

赵金铭曾强调对外汉字教材要设置重要的练

习环节，“要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使学生将所学

到的语言知识转换成语言技能，只有通过大量的

练习才能完成。因而教材中的练习部分，决不是附

属点缀，从某种程度上说，练习可以成为教材的主

体部分。”[26]汉字教材中设置练习环节也是为了让

学生在课中或课后尽可能多地去操练所做的铺

垫，除了教材中设置的练习环节，任课教师也可以

根据所学内容灵活地布置练习任务，给每位学习

者都提供一个有效的同步练习机会，并布置课后

复习巩固的练习内容。要想使汉字巩固练习达到

一个好的效果，可安排听说读写的综合练习，以避

免单独练习汉字的枯燥，练习方式要极尽丰富之

能事，可调动眼、耳、口、手、脑多个器官来做“（1）

边读边想的练习（读汉字想意思）；（2）边看边写的

练习（看拼音写汉字）；（3）边读边听的练习（大声

读出）；（4）边想边写的练习（给汉字注音、组词、根

据部件、偏旁写出汉字）；（5）边看边读边写的练习

……”[27]有效的综合练习是汉字能永久掌握的必备

手段，既可以使汉字的音、形、义在练习中形成统

一的有机整体，又可以加强留学生对汉字的理解

度，从而更好地运用汉字。

三、结语

近年来，对外汉字无论在教学理论还是实践

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这是毋庸置疑的，这说

明对外汉字教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与

此同时，对外汉字教学仍然面临较大的挑战，并存

在一定的问题，如“教学模式的更新与教学实践的

滞后”“缺乏针对性、实用性、趣味性强的对外汉字

教材”“教学内容的无定性和教学方法的随意性”

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从汉字输出前、输出中、输

出后“三位一体”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教学策略，

具体包括教材编写、教学内容的设置和教学方法

的合综合运用等几个方面，以期对汉字教学的发

展有所参考。

注释：

①《中国文化报》2015 年 11 月 9 日。

②课文中的用例都是笔者教授的中级口语班的留学生所

写，下同。

③参看王粲《对外汉字教学方法研究述评》，《学行堂文史集

刊》2011 年第 1 期；樊淑娟《对外汉字教学方法探析》，《社

科纵横》2015 年第 9 期。

④古“六书”是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六书”的顺序，许慎

《说文解字》中“六书”的名称。

⑤以詹鄞鑫的“新六书”说（《汉字说略》，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和苏培成的现代汉语“新六书”（《现代汉字学纲

要》（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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