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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汉字的基本笔画只有 6 种，即：“横、竖、撇、
点、捺、提“，然而由笔画相互结合所构出的汉字却有成千
上万个，这必然会造成某些字形间的笔画重合，因而致使人们
难以区分。形近字的难以区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字与字之间
相同笔画数太多或笔画结合太过相似。汉字中大量存在的形近字
不仅对国外汉语学习者学习汉字造成困扰也对国内中小学生的书
写产生很大的影响。为了提高国内中小学生汉字书写正确率，
许多语文教师总结出了一系列帮助学生区分形近字的教学方法。
其中一些教学方法对国外汉语学习者的汉字教学也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

1　形近字的界定
王火对形近字的定义是“看起来像，结构一样，笔画相

当”。在他的观点里，“看起来相像必须得十分相像。像到什
么程度？像到你如果不注意就无法分辨他们各自是不同的字”。
王凤丽给形近字下的定义是“形近字又叫形似字，就是指形
体、结构、部件等方面看起来很相近又很难区分的字”。凡红
认为“形近字是结构相同、形体相近的字，是对字形结构相似
汉字的统称，其结构上的相似极易让人混淆，给人们的认读、
书写都带来了不便”。尽管学者们对形近字的表述有所差别，
但他们都普遍认为形近字的产生与汉字的部件、结构密切相关。

以上所提及的形近字都是对于母语为汉语的学习者而言的，
由于具有得天独厚的汉语学习环境，因而在学习新的汉字时，即
使在不了解部件、结构等术语情况下，根据已经掌握的汉字的笔
画、笔顺和字义或是汉字构成方式，也能够快速辨别汉字之间的
差异。但是对于国外汉语学习者，特别是非汉字文化圈的汉语学
习者，由于其本身的母语形式为线性排列的字母式组合与接触到
的有结构顺序的框架式汉字存在巨大的差异，因而难以接受汉字
的书写方式，并且难以区分汉字间的区别，特别是对于那些笔画
相同，结构相似的形近字，更是令他们难以掌握。在国外汉语学
习者的汉字认知观念和汉字掌握水平基础上，他们的汉字形近字
不仅包括结构和笔画相似，还包括他们认为的“非常相似”的形
近字。

2　形近字的分类
不同的学者划分形近字的角度也有所不同：王火依据笔画、

笔顺、部件等内容将形近字分成“特像字、对称字、旋转字、换位
字、大同小异字”五种类型；凡红将《新实用汉语课本》中存在的
形近字先依据字形结构分成独体和合体两种类型形近字，然后依据
笔画、字形、组合方式、部件位置等方式区分形近字；周文德则从
历时角度按照从古至今的方式区分形近字，包括传统汉字中的形近
字、汉字简化后形成的形近字、简化前后都是的形近字。

3　国内形近字教学方法
在汉语语境下，儿童能快速接受汉字的书写方式。在小学

语文教学阶段，语文教师一般通过笔画和偏旁来教授结构复杂的
汉字，并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在遇到生字时借用笔画和偏旁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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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词典，因而学生能较快接受形体差异较大的国外汉语学习者
所认为的形近字。但是处于儿童阶段的学生逻辑思维能力较弱，
在遇到差别细微的汉字或者是偏旁也十分相似的两个汉字时，学
生总是会写出错别字来。而青年阶段的学生此时已有一定的辨别
力及观察能力，已能区分偏旁十分相似的汉字，但是对于几乎一
样的形近字有时也会区分错误。对于成人阶段的学生而言，在掌
握一定的汉字构成方式，特别是已经熟练掌握的汉字偏旁部首的
意思后，拥有较强逻辑能力及观察能力的学生往往对于形近字已
经不再存在区分困难。所以说，国内形近字教学方法一般都是针
对小学阶段的学生，因而在教授区分形近字方法时总是采用趣味
性较强的方法以通过生动有趣的方式引起学生的关注，从而加强
学生的形近字记忆。

目前，国内提及最多的形近字教学方式就是通过歌谣、顺口
溜和讲故事等趣味性方式，帮助学生们区分除某一部件不同外，
其余都相同的形近字。顺口溜法是依据汉字的结构，通过先分析
部件或笔画的特点，然后结合生活经验和所学汉字来编成简短、
通俗、易记的话语，如：区分“拨”和“拔”，就可以编成“伸伸
手，伸伸手，头发长了拨一拨”和“拉拉手，拉拉手，朋友多点
好拔河”。歌谣法与顺口溜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歌谣法更具
有韵感，如：区分“池、地、驰、他”，歌谣为“有水养鱼虾，有
土种庄稼，有马奔跑遍天下，有人不是你、我而是他”。另外还有
许多其他方法，比如以旧带新法，依据字义理据法等区别形近字。
以旧带新方法是指通过与已学的汉字建立联系，加强形近字的记
忆，如：在教“最”和“碧”时，可以通过已学的“王、白、石、
日、耳、又”，然后让学生回答怎样成字，学生回答后再宣布答案，
答案后教师还可以再结合顺口溜“‘王’哥哥，‘白’弟弟，坐在

‘石’上同学习”，不断加深学生对这两个字的印象。
4　对国外形近字教学的借鉴意义
在对国外汉语学习者形近字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不同年

龄段学习者的学习心理及其能力的影响。在对青少年学生教学时
可以采取和国内小学生相同的教学方式，注意教学方式的趣味性，
比如也可以采取编顺口溜、讲故事的方式，还可以借助游戏形式，
比如采用大富翁的游戏模式，在游戏中设置区分“形近字”内容，
区分正确则可以获得步数或多投奖励，反之则后退或休息一回的
惩罚。总而言之，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提升学生对课堂活动的关
注度、喜爱度及参与度，以提升学生对汉字学习的兴趣。此过程
中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编顺口溜、故事还是设计游戏时，都要
注意学生对内容有一定程度的掌握。要么内容与学生所在的国家
文化有相似之处，否则在带有浓重国家文化色彩知识的情况下，
一定要先对学生介绍清楚相关文化背景，以避免学生由于听不懂
从而学不进甚至对学习汉语产生抵制心理。要注意学生的接受能
力，避免讲一些太过专业化的术语。教师也可以让学生自己总
结编出顺口溜等，加深学生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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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成人学习者，则可以在教学生汉字构字特点后，引导
学生观察，自己发现其中的不同。成人汉语学习者的形近字教
学可以主要以字义理据为主的教学，比如：在教”颗”和

“棵”时，可以对学生们解释“页”在古代战争中代表敌人
的头颅，所以“颗”用来形容人头数量，因为人头是圆的，
后来颗又逐渐用于形容圆形物品的数量，“木”指树木，因而

“棵”是形容植物的数量。通过字义的讲解，让学生掌握汉字
的构成方式，以后逐渐由学生自己归纳形近字。一定的趣味性
教学方式对成人汉语学习者也是必要的，过多的字理字据教学方
式也会引起学生的抵触。适当的字谜、顺口溜教学方式也能引
起他们的兴趣，但一定要建立在学习者能充分运用自己的逻辑思
维能力特别是汉语思维能力的条件下。

不论是对儿童、青年还是成人的形近字教学，一定要注意
对所学的形近字进行强化，即使是母语为汉语的学习者如果学习
之后不进行重复，一段时间之后也会存在遗忘，所以对外汉语
教师在教完形近字之后可以给学生进行反复的练习，依据艾宾浩
斯遗忘曲线通过不断的出现以刺激学生的记忆。

5　结语
对外汉语教学与国内语文教学有相似之处，因而对外汉语教

师在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时也可以借用国内语文教学的一些优秀教
学方法，例如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形近字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借
鉴已有的顺口溜或歌谣或游戏等趣味教学方式，也可以通过自己
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创，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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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在进行教学前会尽可能地根据教学目标进行教学设计
但是在教学的过程中又会根据实际情况来改变自己原来的预设，因
为教学设计是静态的，教学过程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于教学过
程的动态性，有很多情况是无法事先预判的，因此教师要构建一种
动态的教学设计来最大程度上反映动态生成教学法在课堂教学过程
中的使用。这就要求教师准备的教学设计的目标要具有整体性即整
个教学设计都要围绕教学目标来展开，要运用动态生成教学法就要
在教学设计中体现出教学目标能促进学生整体素质和全面发展以及
个性的培养。思政课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正确的思想立场以及正
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设计教学目标就必须科学、合
理，这样更有助于教师能从学生在课堂中的不断变化做出积极而富
有创意的调整以此来达到生成性目标。

（2 ）动态生成教学法的课中运用
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注重以问题导向，善于发现

课堂中可生成的资源，比如教材中的问题、活动导出的问题、教师
自拟的问题以及学生由于认知不足提出的问问等等，这些都可能成
为资源生成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蕴含着一定的教学价值，这就
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以问题为导向，善于抓住契机，把握生
成因素及时对学生施教形成生成性课堂。然在整个课堂教学过程中
不仅仅只会提出一个问题，教师还要注意提出一些趣味性的问题，
由于学生的心理具有好奇、好玩的特点，老师在提问的时候要注意
引起学生的兴趣，让学生积极主动去建构知识。不仅如此，教师还
要“巧问”这便是要求教师要找到合适的切入点进行提问，让学生
打开思维，问题不能太难打击学生积极性也不能太过简单让答案呼
之欲出。在这一整个课堂教学过程中，老师要随时注意学生的实际
情况，可以通过观察学生的神情、动作来判断是否适合提问和进行
价值引导，使课堂处于动态。

（3）运用动态生成教学法的课后思考
课后思考实际上就是教学反思，教学反思对教师来说具有重

要意义。那么运用动态生成教学法之后教师应该反思什么？可以
从下几个方面进行反思：（1 ）该教学法运用的有效性。有效
性反思实际上是教师要对这节课运用的动态生成教学法有没有起
到实质性的作用的思考，整体思考在教学过程中有没有注重问题
的生成以及师生和生生之间有没有有效互动促进问题的生成，整
个过程是否是处于动态的。（2 ）该教学法运用的可行性。在
运用该模式之前教师要进行教学设计，在教学设计中就要预设教
学过程以及学生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可行性反思要求教师思考在
教学过程中运用该教学法是否合适可行，例如是否抓住契机提出
开放式问题，在教学过程中是否为学生“留白”，切实反思该
教学法在某教学过程中的可行性，再之后运用该教学法时要作何
改进等等。

总之，笔者认为，要提高思政课堂中同学们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应立足于课堂实际教学过程，以开放性问题为契机，将
动态生成教学法有效运用起来，以“师生互动”、“生生互
动”为交流平台让课堂不断生成，焕发生命活力。但值得一提
的是无论运用哪种教学法都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让师生把课堂当做是享受生命的地方，让思政
课堂保持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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