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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高校少数民族预科生汉字书写偏误调查与对策分析
郭珊珊

（新疆师范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笔者从一线教学情况观察到，新疆高校少数民族预科

生在汉字书写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和困难，通过对新疆高校少数

民族预科生汉字书写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新疆少数民族预科

生汉字书写偏误主要存在以下三类问题，分别是笔画偏误、部件

偏误及整字偏误。通过分类整理并分析，找出了书写偏误的原因，

并提出了相应对策，以提升新疆高校少数民族预科生汉字书写准

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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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自 2015 年在新疆师范大学任教以来，在教学过程中发现

当前少数民族预科生汉字书写困难较大，文字输出结果存在众多

偏误。故笔者对新疆师范大学预科教育学院 2019 级内地二年制预

科部 85 名预科生听写本和作文本进行了收集整理，将这些资料中

的书写偏误进行整理分类和汇总，找出偏误的规律性且深挖产生

的原因，并找出相应对策，进而提升新疆少数民族预科生汉字书

写准确度和流畅度。

一、新疆高校少数民族预科生汉字书写偏误调查

本文收集整理了 85 名学生的 170 个样本，对这 170 个样本进

行书写偏误的分析和整理，最终得出，学生最容易出现错误的部

分为笔画、偏旁以及整体偏误。在所收集整理的样本中汉字出现

偏误的汉字数量为 59，其中笔画偏误 23 个，部件偏误 19 个，整

字偏误 17 个。各种偏误类型在总样本数量中所占比例如下图：

（一）笔画偏误

笔画通常是指组成汉字的各种形状的点和线。根据此次调查

发现少数民族预科生笔画偏误主要集中在笔画形状和笔画数目两

个类型。

1. 笔画形状

在所收集的样本中，笔画形状出现偏误的共 14 个汉字，具体

情况如下图所示：

强 砥 丝 诘 战

致 四 赞 恹 颓

顿 老 鄙 卸

图 1　笔画形状偏误的汉字   

图 2　笔画形状偏误样本示例

通过上图笔画形状偏误样本，可以发现学生笔画形状偏误类

型有三种：

一是笔画形状书写不规范。如：“强”字的左半边“弓”笔

画应是横折 - 横 - 竖折折钩，学生写成横折 - 横 - 竖折折弯；“战”

的右半边“戈”的第二笔应是“斜钩”，学生样本没有“钩”；“颓”

的左半边最后一笔应是“横折提” ，学生样本写成“横折弯”；“四”

倒数第二笔应是“竖折 / 竖弯”，学生示例样本写成“竖”；“诘”

的右半边的上部分是“士”，学生写成“土”；“致”的右半边

应是“撇 - 横 - 撇 - 捺”，学生写成“撇 - 横撇 - 捺”；“恹”字，

学生将左半边竖心旁的“点”写成“竖”。

二是笔画形状组合偏误。如：“老”这个字最后两笔即“撇 -

竖弯钩”不应交叉，学生示例样本两笔交叉；“丝”这个字上半

部分“撇折 - 撇折 - 撇折 - 撇折”不交叉，学生示例样本出现交

叉现象。

三是笔画错写。如：“鄙”这个字左半部分的下部分“回”

写成“田”；“卸”这个字的左半边学生写成了“缶”。

2. 笔画数目

笔画数目偏误是指学生在书写汉字时笔画增多或减少的现象。

通过对被调研学生样本的收集、分类、整理与分析，发现少数民

族预科生笔画数目偏误主要有笔画增多和笔画减少两大类型。共

有 9 个汉字。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涉 溃 丧 督 退

拭 擦 赋 茅

图 3　笔画数目偏误的汉字  

图 4　笔画数目偏误样本示例

通过对上述笔画数目偏误样本整理得知，其中有 4 个笔画

增多的汉字，有 5 个笔画减少的汉字。笔画数目增加的有：“丧”

这个字，学生在书写时多写了一个“丿”；“督” 字下半部分

是“目”  ，学生写成了“自”；“拭”这个字，学生将右半部

分的“式”多加了一撇。笔画数目减少的有：“涉”字，学生

在书写的时候少写了“步”上半部分的一竖；“溃”字，学生

在书写的时候少写了“—”；“退”字，学生在书写的时候少

写了一撇；“擦”字，学生在书写时少写了“丶”；“茅”字，

学生在书写时少写了“丿”。

3. 笔画顺序偏误

通过访谈得知，对很多民考民少数民族预科生来说写汉字就

像画画，没有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从外到内的概念。汉字基本

的笔顺规则是：先横后顺，先撇后捺，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

外到里，先外后里再封口。本文对被调研对象书写汉字的过程进

行了录像和记录，汉字笔画顺序出现偏误的汉字共有 22 个。具体

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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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 丝 诘 战 恹 老 鄙 卸

涉 丧 督 擦 拭 赋 茅 溃

颓 奔

图 5　笔画顺序偏误的汉字

通过录像和记录情况发现学生笔画顺序偏误大体有以下几类：

第一种是横竖顺序颠倒，以“老”字为例，这个汉字的正确

写作方法是“横 - 竖 - 横 - 撇 - 撇 - 竖弯钩”，而学生在写作时，

却容易将第二、三笔中的竖和横颠倒；以“茅”字为例，这个汉

字的正写法应该是“横 - 竖 - 竖 - 横撇 / 横钩 - 点 - 横撇 / 横钩 -

竖钩 - 撇”，而学生在数学时，却容易先写两竖，再写一横。

第二种是从上到下型，以“奔”字为例，其正确的笔画顺序

应该是“横 - 撇 - 捺 - 横 - 竖 - 横 - 撇 - 竖”，而学生在书写时，

却容易将二、三、四划全部颠倒。

第三种是从左到右型，以“卸”字为例，其正确的写作方法

为“撇 - 横 - 横 - 竖 - 横 - 竖 - 提 - 横折钩 - 竖”， 而学生却同

意在第一笔就出现错误，整个将汉字的书写顺序全部颠倒。

第四种是先撇后捺型，以“丧”字为例，其正确的写作方法

为“横 - 竖 - 点 - 撇 - 横 - 竖提 - 撇 - 捺”，学生书写的顺序进

行了颠倒。第五种则先外后里再封口型，以“鄙”字为例，其正

确书写方式为“竖 - 横折 - 横 - 横 - 竖 - 竖 - 横折 - 竖 - 横折 - 横 -

横 - 横折折钩 - 竖”，而学生在书写时，容易将七、八、九划进

行颠倒。

（二）部件偏误

汉字部件是汉字字形结构的基本单元，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组

配汉字。部件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按笔画顺多

少来分类，部件可以分为单笔部件和复笔部件；按能否独立成字，

可以分为成字部件和非成字部件；按构字层次，可以分为基础部

件和合成部件。本文是按照第二类型，即成字部件和非成字部件

为依据，对被调研对象样本进行整理和汇总发现，部件偏误大体

可以分成三类，分别是部件增减、部件改换和部件组合偏误，共

有 19 个汉字出现部件偏误。

1. 部件增减

部件增减是指汉字书写过程中部件缺失或增加而使得汉字书

写出现错误的现象，经整理，部件增减共有 5 个，具体汉字如下

图所示：

池沼 象征 哨兵 簇拥 倔强

图 6　部件增减偏误的汉字

图 7　部件增减偏误样本示例

 通过样本示例得知，部件增减无非就是部件增加和部件减少

两种类型。部件增加的汉字有 1 例，如：“象征”这个词，学生

书写时写成了“像征”。部件减少的汉字有 4 例，如：“池沼”，

学生写成了“池召”，少了“氵”；“哨兵”，学生写成了“肖兵”，

少了“口”；“簇拥”，学生写成课“簇用”，少了“扌”；“倔

强”，学生写成了“屈强”，少了“亻”。

2. 部件改换

部件改换是指在书写汉字的时候将原本部件写成其他部件而

出现书写错误的现象，经整理语料可知，共有 12 个汉字是部件改

换偏误，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不折不挠 惊心动魄 豪绅 东挪西借 沉鳞竞跃 傲慢

内忧外患 春寒料峭 举箸 狼藉 迁徙 祸

图 8　部件改换偏误的汉字                                                

图 9　部件改换偏误样本示例

       通过样本示例可以看出，学生在书写过程中，部件改换基本

都是偏旁改换。如：“不折不挠”学生写成“不折不绕”；“惊

心动魄”学生写成“惊心动魂”；“豪绅”学生写成“豪坤”；“跃”

学生写成“妖”；“傲慢”学生写成“傲漫”；“忧”学生写成“扰”；

“春寒料峭”学生写成“春赛料峭”；“举箸”学生写成“举著”；

“狼藉”学生写成“狼籍”；“迁徙”学生将“彳”写成“辶”；

“祸”学生将“礻”写成“衤”。

3. 部件组合偏误

部件组合偏误是指汉字某一部件出现在错误的位置上而导致

部件之间组合出现偏误的现象，分析样本结果得知，出现部件组

合偏误汉字共计 4 例，具体如下图所示：

落 蔼 缩 藉

图 10　部件组合偏误的汉字 

图 11　部件组合偏误样本示例

                                                           

通过样本示例我们可知，部件组合偏误主要有以下类型，

第一，非成字部件未出现在规定位置导致的部件组合偏误，如

“落”“蔼”“缩”，学生在书写时将非成字部件放错了位置。第二，

成字部件未出现在规定位置，如“藉”，学生在书写时出现了成

字部件没有放在规定位置的现象。

（三）整字偏误

据整理的样本发现学生整字偏误主要有两大类，分别是形近

替代和同音替代。语料显示，共有 17 个整字偏误的汉字，其中形

近替代 7 个，同音替代 10 个。具体如下图所示：

褂 簌 颀 躇 杳 峭

延 怪石嶙峋 不辍劳作 秀颀 情郁于中 私塾

守卫 雕镂 联想 白杨礼赞 因地制宜

图 12　整字偏误的汉字

图 13　整字偏误样本示例

语料显示，形近替代中，学生将“褂”字的右半边“卦”写

成了“封”，“簌簌”写成了“籁籁”，“秀颀”写成了“秀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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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躇”的右半边写成了“出”，“杳”写成了“盾”，“春寒料

峭”中的“寒”写成“赛”，“蔓延”中的“延”写成了“廷”。

同音替代中，学生将“情郁于中”的“郁”写成“迂”，“私塾”

写成“私熟”，“守卫”写成“守围”，“雕镂”写成“调镂”，“联

想”写成“连想”，“白杨礼赞”写成“白样礼赞”，“因地制宜”

写成“因地质宜”。

二、新疆高校少数民族预科生汉字书写偏误原因探析

通过上文对少数民族预科生汉字书写偏误整理结果可知：少

数民族预科生在笔画、笔顺、部件、形近字、音近字等方面存在

诸多问题和困难。

针对这一现象，本文对选择的 85 位调研对象发放了自制的

《少数民族预科生汉字书写调查》问卷，回收 85 份，有效回收率

100%。结合调查问卷内容及学生书写偏误现状，发现新疆高校少

数民族预科生汉字书写偏误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客观和主观等两方

面。

（一）客观原因

笔者认为造成少数民族学生汉字书写偏误的客观原因主要有

两点：一是汉字本身特点；二是母语负迁移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汉字是一种意音文字，与拼音文字相差巨大，

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学生认为汉字比较难学的学生达到 88.2%，

认为非常难学的有 9.1%，那么到底哪里难学呢？学生表示汉字笔

画多、结构复杂、形近字多、音近字多等因素是他们在习得汉字

过程中较大的阻碍。

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母语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分属不同的语

系语族，汉字的结构、形体与学生母语差异较大，两者书写方式

亦不同，学生容易在书写汉字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影响，从而出现

汉字书写偏误。

（二）主观原因

本文结合问卷结果，对少数民族学生汉字书写偏误的主观原

因梳理如下：

1. 汉字基础薄弱

受新疆尤其是南疆基础教育条件差，师资力量薄弱等客观因

素制约，2019 级民考民两年制预科生大多是从小学五年级，甚

者有从七年级才开始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习得过程中并没

有系统、规范的从笔画、笔顺开始学起。通过调查结果可知，有

84.3% 的学生对汉字笔画不了解，有 88.6% 的学生对汉字笔顺不

了解，有 90.5% 的学生对汉字部件不了解，有 85.7% 的学生对汉

字结构不了解。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学生对汉字相关的基础常识

是陌生的。

2. 基础学科学习任务重

新疆民考民两年制预科生在预科阶段主要是“预补”结合，

既要夯实高中薄弱的知识点，又要为专业学习打下基础，因此根

据学生学情开设了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计算机、中

华文化、阅读等一系列课程。学习科目多，任务量大。学生听懂

理解这些课程的前提是要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关，在文科类课程

方面，教师和学生更倾向于学生能听懂，会表达。这是学生进入

专业学习和融入疆外环境所必备的能力，但是在这种导向作用下，

学生会忽视汉字书写的重要性，这种忽略表面上是简单的汉字书

写和习得，实质是忽略了透过汉字书写传承汉字文化，传承中国

传统文化的这一渠道。

3. 智能拼音输入法对学生造成的负面影响，学生学习汉字意

识有待提高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有 83.6% 的学生认为学习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没有必要学习如何书写规范汉字，其认为会说普通话，能

认得汉字就可以满足学习和生活需求，被调查学生普遍认为现在

手机、电脑等多媒体都有智能拼音输入法，不影响自己与他人进

行文字沟通和交流。

三、提升新疆高校少数民族预科生汉字书写准确度策略浅析

综合上文所述现状及原因，笔者认为在预科教育阶段，教师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提升少数民族预科生汉字书写的准确

度。

（一）加强汉字教学常用字形义解析

汉字教育科学化是科学语文教育的基础，教师在教学中可以

采用传统的“六书”说，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

对汉字形体结构和形义练习进行解析，进一步加深学生对汉字文

化的理解，随之在理解的基础上强化记忆，从而加以书写和应用。  

（二）以赛促学，以赛促长

教师可以在班级内以小组为单位，在年级内以班级为单位组

织“汉字听写比赛”，比赛内容包括笔画，笔顺，结构及整字听写。

从比赛学生中选拔优秀听写者作为榜样范例给予奖励，通过这种

激励机制提高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

（三）传承汉字文化，欣赏汉字之美

如上文所述，很多被调研学生认为没有学习书写规范汉字的

必要，一是汉字基础薄弱孵化效应，二是现在学生都是手机原住民，

机不离手，智能输入时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在对学生进

行听写纠错或一些隐性课程中，给学生“润物细无声”的传承汉

字文化。汉字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中华文明进步的

重要里程碑，从看似简单的汉字中，我们可以挖掘出许多含蓄深

刻的文化内涵乃至哲学思想，也可以进一步透视中国人的思想和

精神境界，总而言之，其反映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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