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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

（一）对外汉语识字教学研究现状综述

对外汉语识字教学现在总体以“语文分开，识写分

开”[1] 的模式出现在大众面前。从总体上看，对外汉语

识字教学在学习者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还存在一定问题。

许多留学生在中国待几年后，口语上是没有问题的，然

而一提到汉字的书写和认读时，便会出现“低谷”现象，

正如行玉华（2018）所说，非汉字圈的学生在进行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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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对汉字没有结构意识；对部件功能了解不够；

对音义关系不明白等等”[2]。周健（1998）认为对于汉语

学习者来说，学习汉字的时候极难适应。苏培成（2000）

也认为汉字的特点之一就是“进行国际文化交流难”[3]。

从对外汉语教学的整体情况来看，识字教学还处于

相对薄弱的环节。很多学者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建议，李

泉（2012）认为学习者和教师都应该确立正确的学习观

和教学观；黄金城（2014）认为汉字教学应针对不同教

学阶段和教学对象提出具体教学对策；吕必松（2014）

也认为，汉字教学应该“融入汉语教学”[4]。近年来，随

着徐通锵老先生“字本位”理论的发展，将“六书”理

论应用于对外汉语识字教学，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趋势。

将“六书”理论与对外汉语识字教学相结合，不仅能使

学生在理解汉字的基础上学习汉字，更能让外国学生深

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二）“六书”理论与对外汉语识字教学相结合的研

论“六书”理论在对外汉语识字教学中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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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现状

“六书”算是最早从汉字的构成规律对汉字进行分析

的理论，但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将“六书”理论与对

外汉语识字教学结合起来的研究却开始得比较晚。学者

们众说纷纭，各有各的看法。有一部分学者并不同意将

“六书”理论应用于对外汉语识字教学。卞觉非（1999）

认为对外汉语识字教学应该定位于现代汉字，“六书”

理论“已不能完全适用于现代汉字的分析”[5]；郑振峰

（2002）也认为“六书”理论在对外汉语识字教学中不

具有“普适性”[6]。但也有一些学者支持在对外汉语识字

教学中穿插应用“六书”理论，比如，刘博认为：“汉字

的解释和阐述在现在看来依然系统而完备”[7]；王瑞晓

（2017）认为将“六书”理论应用到汉字教学中，可以提

升学习者的兴趣，降低错误率；陈开萍（2021）也认为

“六书”理论可以减轻其学习负担。笔者认为在对外汉

语识字教学中运用“六书”理论是非常必要可行的，这

能够帮助汉语文化圈外的学习者更好地掌握汉字、学习

汉语、了解中国文化。

二、识字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汉字最初是以“表意文字”的形象出现在世人眼前

的，后经多年研究，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理论认为

“字”具有“结构简明、语法功能模糊”[8] 等特点。这一

看法的提出，使我们充分认识到识字教学在对外汉语教

学中的重要性。汉字也成为“汉语中一个特殊的成分，

是有形的”[9]，这就说明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必须注重

识字教学。具体而言，汉字教学的作用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帮助学习者更好地掌握汉语

从“六书”入手进行汉语识字教学，一方面可以让

学习者更好地理解汉字、记忆汉字，促进汉语的学习；

另一方面，理解 - 认知 - 识记的模式会大大提高外国学

生对汉字的学习兴趣，教师在对外汉语识字课堂上，应

该将与汉字有关的文化因素和与其相关的典故等融入汉

字教学，从而增加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培养愉悦的学习

氛围。如“文”这个字，它原本是指将花纹雕刻在胸前，

后又“从‘花纹’引申为‘文字’，从‘文字’又引申为

‘文章’，如李贽《焚书·童心说》：‘诗何必古选，文何

必先秦’这里的文即指‘文章’”[10]。但是“文章”也可

以有不同的意义，可以指礼乐章法，也可以指文章的文

采。这样的讲解会让课堂的氛围变得生动许多。

（二）增强对传统文化的感知和了解

汉字既是书写符号，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除

了外形本身，汉字形体内部也蕴含着中国文化，展示着

汉民族的文化价值信息等。如汉字“骨”，在《说文》

中，它被解释为“肉之核”，意思是说我们的肌肉所依附

的比较坚硬的地方，即骨头。知道了本义，学生在学习

由“骨”构成的字时，都可以联想到本义，如“骷、髅、

髋、髓”等字都与骨头有关。后来，“骨”引申为“尸

骨、尸首”，即指死去的人，后又被用来品评人物的“风

骨”，即人物的品质、气质，由此又引申指文学作品的风

格，风骨刚健，如魏晋时期的“建安风骨”，这由本义到

引申义的一系列发展，可以使学生在学习本义的基础上，

增强对古诗句的理解能力，从而加强对中华文化和历史

的了解，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三、“六书”理论概述

《周礼·地官·保氏》是最早记录“六书”的书籍，

后代许慎在《说文》中对“六书”作了较详细的阐述，

后代的“六书”，都采用许名班序，即象形、指事、会

意、形声、转注、假借。

象形字是独体字，大多数象形字都是以绘画的方式

将字形描绘出来，如 ，这是汉字“日”，甲骨文中以

太阳的形状进行描绘，而汉字“月”则是根据月亮的形

状弯曲地画出 。

指事字，也属于独体字。在《说文》中解释为“视

而可识，察而见意”，意思是说初看就能认识，而字的意

思要仔细辨识后才能知道。如以“木”为载体的指事字

“本、末、朱”等，再如“刃”字，小篆作 ，是在象

形字“刀”的刀刃处加了一点，比喻刀的锐利所在。

会意字是合体字，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义合在

一起，组成一个新的字，表示新的意义。《说文》中给出

的例字为“武”和“信”，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常见的会

意字，如“采、休”等。

形声字是由一个表示意义的形符和一个表示读音的

声符组合而成的字，也是合体字。形声字占现代汉字总

数的 80%，是汉字中的“大户人家”。

转注字是按照转语加注声旁构成的字，假借字是用

假音表意的方式构成新字。比如汉字“我”，本来它的

意思是上古的兵器，后来被借来指代我。再比如转注字

“考”和“老”，在古代，这两个字可以互相解释，考就

是老，老就是考，他们的本义并无不同，只是发音不同，

这也就是“六书”中所提到的“同意相受”。

四、在对外汉语识字教学中运用“六书”理论的必

要性

（一）帮助外国学生了解汉字的构造规律

汉字经过历史长河，世代变迁，汉字的形体在五千

年的发展中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对外汉语识字教学的过

程中，融入“六书”理论，将汉字的发展演变过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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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学生，可以使外国学生更加了解汉字的构造规律，在

记忆的过程中联想汉字的构造规律及演变过程，有助于

外国学生化繁为简，根据汉字的理据推测汉字的意思。

（二）帮助外国学生记忆汉字，提高自身水平

将“六书”理论的相关知识穿插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学生能从汉字的源头入手，记忆汉字就会变得简单起来，

从识记到理解、阅读，再到自己尝试写一篇小的文章，

学习效果会显著增强，汉语水平也有所提高。如上文提

到的象形字“雨”，源自图画，可以先对学生讲解“雨”

这个字的发展演变，解释其意义，再由“雨”字扩展到

与之相关的其他字。教师这样讲的话，学生对所学汉字

的印象会更加深刻，记忆起来也会更加容易。

（三）传播中国文化，激发学生兴趣

汉字作为汉语的载体，不止代表中国的文字形象，

更是承载着中国的文明和历史。在进行对外汉语识字教

学时，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将相关汉字的文化背景知识传

授给学生，如汉字所蕴含的典故、神话、传说等，这会

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氛围，使严肃的文字

课堂不再沉闷。此外，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中国的

传统文化，了解中华文明，从而更好地学习汉语。如讲

解“丝”这个字时，可以先讲“丝”的本义是“蚕丝”，

蚕吐完丝后将自己用丝裹起来，古人看到后，就模仿蚕

织衣，后来便引申为丝织品，由于古代的乐器多为木制

品，而后上弦安丝，用以弹奏，所以，“丝”也可以指乐

器，称“丝竹”，再讲讲以西汉张骞为始的丝绸之路，使

带有我国特色的陶制品、茶艺、丝绸等走向了世界，我

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也因此变得更加频繁，如此一

系列的讲解，不仅会让外国学生了解“丝”的写法和演

变，还会让他们了解“丝”中包含的传统文化以及古代

劳动人民的无限智慧。

五、结语

对外汉语识字的讲授一直都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

难点，要想教好汉语，让学生学好汉语，必须注重对汉

字的教学。“六书”作为论述汉字构造规律的重要理论，

对解释汉字的起源、发展、演变，都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因此在对外汉语识字教学中加入“六书”理论，即

可以帮助外国学生了解汉字的构造规律，帮助外国学生

更好地识记汉字，从而提高汉语学习的水平，也可以在

教学过程中传播中华文化，让外国学生感受到中国传统

文化的魅力，有利于文化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所以将

“六书”理论应用于对外汉语识字教学是非常必要和可

行的。

“六书”理论经过历史的演变，虽然能解释大部分

汉字，但不能用来解释所有的汉字，所以在教师讲授的

过程中，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不适用于现代汉

语识字教学的地方，要适当地选取教学内容，随教学情

况改变教学方法，保证教学能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在

“六书”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形声字的变化较大，有的

形旁和声旁与现代汉字的关联性已经变得很微弱，所以

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要格外留意这类汉字，不用完全死

盯着“六书”理论不放，适当的改变教学策略，多加几

个有趣的游戏，加深学生的印象，一样可以达到加强记

忆的效果。总之，教师在进行对外汉语识字教学时，要

重视“六书”理论的作用，但不能全靠“六书”理论，

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六书”理论，使其在教学中发挥

最大的作用，以达到教学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宋雨涵 . 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 [M]. 北京：北京工

业大学出版社，2016：P126.

[2] 行玉华 . 基于现代汉字结构系统的对外汉字教学

研究 [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8：P99-100.

[3] 苏培成.汉字的特点[J].语文建设，2000（04）：37.

[4] 吕 必 松 . 汉 语 教 学 一 二 三 [J]. 汉 字 文 化，2014

（04）：9-13.

[5] 卞觉非 . 汉字教学：教什么 ? 怎么教 ?[J]. 语言文字

应用，1999（01）：72-77.

[6] 郑振峰 .“六书”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兼评王宁

先生的汉字构形理论 [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02（03）：35-39.

[7] 刘博 .《说文》中的“六书”理论与对外汉语汉

字教学 [J]. 科教文汇，2018.01 期 .

[8] 徐通锵 . 语言论 [M].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9] 李禄兴 . 现代汉字理论与应用研究 [M]. 北京：中国

书籍出版社，2016：P78.

[10] 左民安 . 细说汉字（修订版）[M]. 北京：中信出

版社，2015：P212.

[12] 周健 .“汉字难学”的分析与对策 [J]. 汉字文化，

1998（02）：57-60.

[13] 李泉，阮畅 .“汉字难学”之教学对策 [J]. 汉语学

习，2012（04）：83-90.

[14] 黄金城 . 海外汉字教学呼唤改革创新——探寻

“汉字难”的破解之道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

教学与研究版），2014，12（06）：17-23.

[15]（汉 ） 许 慎 . 说 文 解 字 [M]. 北 京： 中 华 书 局，

1963：P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