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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认知视域下的留学生形声字教学研究

张北镇　郑雅予

江苏大学，中国·江苏　镇江　212013

【摘　要】文章从心理认知视域对留学生的形声字教学问题进行了探讨。首先，文章介绍了形声字的心理认知特点，

包括形声字的基本加工机制、部件在形声字加工中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其次，文章分别介绍了汉语母语者形声字的学习

特点以及二语学习者的特点，重点介绍了影响形声字二语学习的因素；最后，文章基于认知加工和习得研究的发展提出了

留学生形声字教学的观点，包括部件意识的培养、部件知识的挖掘以及教学过程中的动态化呈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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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teaching of phonograms to oversea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Firstly, 
t he cognitive features of phonograms are presented, incl uding the basic processing mechanism of phonograms, as well as the role 
of radicals in their processing and infl uencing factors. Secondly, the developing pattern of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and the that of 
second-language learners are discussed, focusing on the factors aff ecting the second language of phonograms. Finally, based on 
the fi ndings in the studies of cognitive processing and acquisition,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teaching of 
phonograms to oversea students, including the cultivation of component awareness, the mining of component knowledge and the 
dynamic presentation in th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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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汉语热”，将汉语作为第

二语言进行学习的群体日渐壮大，同时也有大批留学生来

中国学习。探讨留学生的汉语使用特点，发现其汉语习得

中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教学建议成为广大教师和研究

者关心的新话题。文字是语言的基本单位，任何语言的学

习都是从文字开始的。从构成方式上看，汉字分为象形、

指事、会意、形声四种。其中形声字的比例最大，《现代

汉语通用字表》7000 字中约80%均为形声字，是汉字学习的

重点。

形声字由形旁和声旁这两个部件组合而成。每个部件

独立成字，或由独体字演变而来，其来源为象形字、指事

字或会意字。可见，形声字具备了不同种类汉字的特点，

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形声字中部件的组合方式多样，且部

件的语言功能与其来源字也并非完全一致，这在很大程度

上给留学生的汉字使用造成了困难，是他们汉字学习的

难点。部件组合的特点使形声字充满了创造力，成为现代

汉字创新的主要手段，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汉字的发展趋

势。研究表明，形声字的习得对汉字习得乃至整体汉语水

平的发展都有显著的推动作用[1]。毫无疑问，形声字应该在

留学生的汉语教学中得到重视。

学习的本质是知识的内化，语言的加工机制是语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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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基础，因此教学必须遵循知识在大脑中的存储特点

和认知机制，任何教学设计均离不开对相应知识的心理认

知特点的充分掌握，对认知加工机制的了解可以为教学设

计提供理论基础和设计依据。因此，本文拟从心理认知视

角探讨留学生的形声字教学问题。文章将首先介绍形声字

的心理认知特点，以及汉语母语者和二语学习者形声字知

识的发展特点，在此基础上探讨形声字的教学问题。

1　形声字的心理认知特点

心理认知视角的研究关注部件在形声字认知加工中的作

用。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形声字的加工是整体进行的，

还是基于部件组合进行的。对母语者的研究发现，在儿童

语言学习过程中，存在着基于部件的加工方式向整体加工

方式的转变。在学前阶段及小学低年级阶段，学习者倾向

于基于部件进行组合，而到了小学高年级阶段则倾向于整

体加工，成熟阶段的语言使用者也很少依赖部件。尽管如

此，整体加工和分解加工方式的使用也受到形声字特点的

影响，如熟悉的形声字通常整体加工，而生疏的形声字则

分解加工，并且人们也会借助部件信息来对陌生的形声字

的发音和意义进行推断[2]。

部件信息在形声字加工中的作用不容置疑，但其作用

却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1）一致性效应，即声旁与整

字的读音是否一致、在多大程度上一致、以及形旁与整字

的语义、语法功能等在多大程度上一致均会影响形声字的

加工。部件与整字的一致性程度越高，部件在形声字加工

中的作用就越大[3]。（2）部件独立性效应，即形声字的声

旁或形旁是否可以作为独立的汉字使用。研究发现，可独

立使用的部件对形声字整字加工的作用较大。（3）部件字

族效应。部件字族指的是具有相同声旁的形声字构成同一

声旁字族，具有同一形旁的形声字构成同一形旁字族。形

声字的读音受同一家族内其他字读音的影响。一般而言，

字族越大、字族的一致性越强，形声字的认知加工就越容

易，反之就越困难。如果家族中所有形声字读音或意义

一致, 则有利于形声字的语音提取或意义理解；如果不一

致，则会产生阻碍作用[4]。（4）部件组合方式（左形右声/

左声右形/上形下声/上声下形）也会对形声字的加工产生

影响。由于左侧为形、右侧为声的形声字比例极高，所以

形声字的加工存在明显的左侧索义、右侧索音的特点[3]。研

究还发现，部件的通达在形声字加工过程中也并非同时发

生。比如在左右结构形声字的识别中，声旁的通达就先于

形旁的通达[5]。

2　形声字的习得特点

形声字的习得既包括对形声字的学习和掌握，还包括

对其规律的了解。前者是识字教学的部分，即认识汉字，

知道该汉字的读音和用法等信息。识字教学一般通过识记

的方式进行，始于小学教育，后期则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

而发展。与识字相比，学生对汉字构成规律的学习更加重

要，一般称为元语言意识，即学生能够形成对相关规律的

意识并在接触到陌生形声字时使用该规律来辅助其理解和

学习的能力[2]。元语言意识对阅读理解以及进一步的汉语学

习都有很大帮助作用。与形声字相关的元语言意识存在于

部件层面，称为部件意识，具体包括对声旁、形旁、一致

性以及位置等相关的意识。

对汉语母语儿童的研究发现，与语音意识等元语言意

识相比，部件意识的发展过程较长。在儿童开始接触汉字

时就已经萌芽，随后持续发展，到小学毕业时基本接近成

熟。形旁知识和声旁知识的发展也不一致。声旁一致性知

识的发展稍早一些，低年级小学生已经能够大量利用声旁

知识推测整字读音；形旁意识发展较晚也较慢，小学毕业

时方能具备完善的形旁一致性知识并在形声字识读中发挥

作用[2]。

与母语习得不同，二语学习开始的相对较晚，学习者的

基本认知能力也相对较高，并且还基于对自己母语的接触

形成了初步的元语言意识。如有的研究发现，汉语二语学

习者声旁意识的习得晚于形旁信息，这就与汉语母语者存

在不同。另外，二语者的声旁意识获得较快，学习汉语半

年左右就能够具备了初步的声旁意识。此外，二语者也能

很快发现声旁规则的局限性[6]。

二语学习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母语迁移，即学习者的

母语会对其第二语言的学习产生影响。这在形声字的习得

中非常明显。从形式上看，形声字由部件组合而成的特点

与字母语言相似。尽管部件在形声字中的功能与字母语言

中的字母、音节及语素在整词中的功能不同，但母语为字

母语言的学习者也会基于形式上的相似将其母语中的分解

词汇分析策略用于汉语形声字的学习和理解。研究发现，

形声字构造方式和字母语言形态结构的相似性能够对欧美

学习者部件知识的习得发挥促进作用。这也正是欧美学生

的部件知识和部件意识发展迅速的主要原因之一。相比之

下，日韩等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对形声字的加工中部件的影

响则相对较弱[7]。该发现表明，日韩学习者倾向于使用整体

理解，而欧美学生则倾向于使用分解理解策略。日韩学生

的理解策略更接近于汉语母语者。另有研究还发现了汉语

水平在二语形声字学习中的影响，如低水平二语者对声旁

更敏感，而高水平二语者对形旁更敏感。

总之，心理认知研究以及习得研究的发现促进了我们对

形声字加工机制的深入了解，也为形声字的教学设计提供

了必需的认知理论框架。



69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5)2023,8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3　留学生的形声字教学

基于对形声字心理认知特点及其习得规律的分析，本文

认为留学生的形声字教学需要着重注意以下方面：

3.1 重视部件意识培养，促进形声字学习

大量研究已经发现部件意识在形声字朗读、理解及其习

得中的重要性，因此留学生的教学就有必要注重其培养。在

实际教学中，我们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教

学策略。对于水平较低的学生，我们应在教授汉字时进行部

件知识以及部件使用规则的讲解，这种显性的教学方式可以

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学生获得相应的知识，从而为他们学习形

声字提供帮助。随着汉字识字量的增加，我们可以增加一些

探索性的学习步骤，让学生主动学习来发现形声字与其构成

部件之间的联系。比如为学生提供形声字，让他们查字典获

得其意义及读音信息，并基于这些信息来探索形声字与其部

件之间的联系，获得形声字的构成知识。另外，大量的语言

接触则是促进该意识发展的最有效途经，这对有一定识字量

的学习者尤其有效。在语言接触过程中完成的隐性的概率式

学习可以实现语言知识的深度掌握，保证该知识在形声字学

习和理解中的自动化使用，潜移默化中发挥影响。

3.2 深度挖掘部件知识，保障其充分理解

作为象形文字，汉字与字母语言的词汇存在较多差异，

其中表意性就是显著差异之一。字母语言的词汇与意义之间

存在明显的任意性特点，而汉字则有明显的表意功能。该特

点对形声字的教学也有启发。大部分的部件均为象形独体字

或由其变化而来，其本身携带语义。并且不少形声字的部件

组合中也体现一定的意义。留学生在汉字学习过程中通常对

汉字的书写以及不同汉字在书写上的细微差异不敏感，甚至

迷惑不解，从而出现学习困难，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了解其

语义或语义来源。那么，我们在教学中就有必要深度挖掘部

件知识，向学生讲授。充分了解部件的语义来源，学生就可

以较容易地掌握部件的笔画构成，这自然有利于其对形声字

的了解。

除了部件的语义知识外，部件一致性、独立性、字族、

常用位置以及组合特点等信息同样重要。因此我们有必要开

发相应的数据库上述信息进行统计，从而为教学提供借鉴。

基于量化指标的数据信息便于教师快速掌握部件的使用特

点，从而提供有针对性的教学。比如有的部件常用做声旁，

那么当用作形旁时就需要特别指出，让学生掌握。

部件知识的深度挖掘和全面讲解一方面能够降低学生对

形式上的组合特点的简单化使用，避免对组合分解策略的过

度依赖。另一方面，这些知识方便学生在大脑中组成部件知

识库，并分门别类地进行保存，有利于其准确使用。

3.3 采用动态呈现技术，形象展现汉字特点

在书写上，汉字与字母语言词汇也有显著差异。字母语

言词汇采用从左到右的线性排列，且字母的书写在何种语境

中均保持不变，不受所在单词的影响。汉字则是立体结构，

其书写时的笔顺知识也需掌握。另外部件的书写与其作为汉

字独立使用时不同，作为不同的部件时的书写也不相同。汉

字的这些特点需要通过显性的方式讲授给学生，最好的办法

就是采用动态呈现技术形象地展现出来。通过动态技术，将

汉字的书写过程呈现出来，将部件在不同环境中的书写差异

展现出来，便于学生学习了解。

4　结语

在来华留学生人数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汉语教学的重要

性也不断突出。本文对形声字的教学问题进行了探讨。基于

认知心理研究和形声字习得研究的发现，本文指出部件在形

声字学习中的重要性以及部件知识学习的必要性。为了提高

形声字的教学效果，本文指出留学生的教学应加强部件意识

的培养和部件知识的深度挖掘。另外，采用动态化的呈现技

术，让学生形象地了解汉字的书写和组合特点，也有利于他

们对形声字的快速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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