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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众所周知，对外汉语教学是我国传统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之

一，对外国人了解我国文化、提升我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甚

至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因此在未来的发展过

程中，我们应当不断地加强对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视，促进对外

汉语教育水平的进步与提高。汉字教学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有自己的特点和特性，这就要求我们要从多方面

来分析汉字教学面临的困难，探索出有针对性的教学对策。虽

然《汉语拼音方案》的公布解决了汉字的注音问题，也帮助母

语为拼音文字的汉语学习者更好地学习汉语发音，大大提高了教

师的语音教学效率，提升了学习者的汉语交际水平[1 ]。但是，

由于汉字“笔画繁、字数多、读音乱、检索难”，初级汉语

学习者在汉字学习上仍然有很大难度，加上部分教师对汉字教学

的重视度不够，通过汉字传播文化的认识或能力不足，汉字教

学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可见，汉字教学面临的问题亟待解决。

1　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教学的重要性

对外汉语教学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汉字教

学，其原因在于汉字是一种渊源流长的表意体系的文字，是形体

复杂的方块结构，对于初学者来说，这种方块字本身就笔画复杂，

再加上多音字、形近字、一字多义等现象存在，汉字往往难以分

辨和记忆，所以对其进行针对性的教学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加强对外汉语中汉字的教学能够让汉语学习者更清楚

地了解每个汉字所传达的意思，只有对单个汉字理解透彻，才能

更好地使用汉字进行组词、造句，甚至拆词、造词，具备灵活运

用汉字的能力，从而更好地跟中国人进行有效的沟通。而如果汉

语学习者没有这种汉字使用能力，那就只能是死板地、被动地理

解和表达，不利于沟通的有效进行，学习者更无法通过汉字理解

中国人的语言逻辑。由此可见，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

基础，更是学习者更好地跟中国人沟通、理解中国人思考逻辑的

一个基础。

其次，加强对对外汉语中汉字教学的研究有利于我国传统文

化的传播。汉字从古时的简单图画逐渐发展演变为今天的方块字，

又从复杂难写的繁体字到人人可写的简化字，既凝结了几千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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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民的智慧，也彰显了当代人民积极改变谋求更好发展的决

心，无疑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之一。因此教好汉字，对帮助学

习者感受我国古今人民智慧和传统文化魅力具有不可言喻的重要

意义。

最后，对于汉字教学的重要地位，吕必松先生是这样认为的：

“汉字教学就是汉语教学的‘牛鼻子’，只要紧紧地抓住了这个‘牛

鼻子’，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就可以得到显著提高[2]。”由

此可见，加强对汉字教学的重视，分析这个“牛鼻子”面临

的困难和探索相应的对策，将有利于教师更好地教、学生更好

地学，从而促进对外汉语教学水平的进步与提高，有利于提升

我国文化软实力，促进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加大中国文化

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2　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教学的困难所在

通过上述内容我们清楚地了解了对外汉语中汉字教学的重要

意义，那么目前，汉字教学又面临着哪些难题呢？在未来的发展

中我们应怎样去克服这些困难？

总的来看，学习者是汉字学习的主体，汉字教学面临的问题

会因为学习者身份不同而有所变化，比如使用表音文字的学习者

可能极度依赖拼音，而对汉字敏感度非常低；东亚“汉字文化圈”

的学习者则容易因为母语中时有类似形状的字而张冠李戴，记忆

错位。虽然如此，不同身份的学习者在汉字学习方面也面临着共

同的困难。根据相关的调查研究，有74%的学生表示在汉字学习

过程中产生过一定程度的畏难情绪，甚至有部分学习者在学了一

段时间的汉字后产生轻微的排斥心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汉

字本身的特性，即外形复杂且相似，多音字、形近字又较多。因

此研究者们对学习过程做了一些探讨，认为汉字教学中首先可以

采取这个办法：学习基本笔画[3]。对于这个建议，笔者深以为

然。了解汉字的笔画，将有利于学习者更好区分字与字之间的不

同，了解汉字的笔顺，则能帮助学习者更好地记忆怎么写，从而

解决汉字写不对、记不住的问题。

此外，对外汉语中汉字教学所面临的另一问题就是教学时长

不够。通常来说，汉字的书写教学往往只在刚开始的几周设置，此

后书写讲解便不再多；亦或是在学习一段时间之后，教师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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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词为教学单位，忽略了组成词的单字。没有充分的时间支

撑汉字学习，学习者通常只能简单机械地去认读和记忆汉字，

无法用正确的方式习得汉字，也无法深入了解汉字背后的意义，

比如无法知道“手”为什么要这么写，“取”为什么跟耳朵

有 关 ，“ 包 ”、“ 抱 ”、“ 跑 ”、“ 泡 ” 怎 么 区 分 ， 错 过

了许多汉字学习的乐趣和技巧。可见，只有充分的时间支撑才

能够保证学习者学会汉字，了解汉字构成并运用汉字，深刻理

解汉字文化，以及找到汉字学习的乐趣和技巧。除了所需的学

习时长外，汉字的练习也不够多，有的只要求初级学习者能认

即可，尤其是疫情情况下，很多学习者只能通过网课学习，于

是教师只要求学生能用手机或电脑打字即可，学生的实际辨认和

书写能力有所欠缺。毫无疑问，这会影响学习者后期的汉语学

习，尤其是当拼音不再出现。

最后，对外汉语中汉字教学中面临的另一大困境就是教师自

身汉字知识不足，无法提供学习者相应的汉字文化知识，具体

的教学路径和方法也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不排除部分教师仅是

作为汉语汉字的使用者而不是使用和研究者的现象[4]。由此可

见，从教师的角度去解决这一问题也很有必要。只有不断加强

对外汉语教师的专业水平和专业素质，从思想上认同汉字教学的

重要性、从文化上理解透彻汉字的含义、从方法上提升教学设

计，才有可能提升汉字教学的质量，提升对外汉语教学的整个

体质量，更好地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3　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教学的发展对策

面对上述问题，我们应当对症下药，找到具有针对性的解

决方法，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针对学习者的畏难情绪，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如何帮

助学习者找到汉字不难辨、不难记的方法。如上文提到，这个

问题可以采取笔画教学的方式，即为汉字的笔画教学设置比较合

理的课程安排。只有让学习者对汉字的基本笔画结构有足够细致

的了解，才能更好地分析汉字之间的异同，区分形近字，比如

“ 我 ” 和 “ 找 ”，“ 在 ” 和 “ 右 ”，“ 人 ”、“ 八 ” 和

“入”等；掌握了汉字的结构，例如左右结构、上下结构、

半包围结构、包围结构等，就不会把一个字写成两个字，比如

把“起”写成“走”和“己”，或两个字写成一个字，如

把“正文”写成类似“政”。而学习者对汉字书写顺序有一

个整体的把握，比如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等，有

助于学习者记忆汉字的书写，同时再加以适当的书写练习，形

成手部的肌肉记忆，就能解决汉字易混、易忘，或者有时写

对、有时写不对的问题。弄清楚了基本的笔画笔顺，以及记住

了一定数量的汉字，相信学习者能减少很多畏难情绪，并在未

来的汉字学习中会发现记得越多越轻松。

对于汉字教学时长不足的问题，除了适当增加汉字教学的课

时安排和在课中适当分配给汉字教学一些时间，我们还可以选择

线上教学的方式来为学生拓展教学资源和渠道，弥补线下教学时

长不足。随着网络教学的兴起，许多教学平台应运而生，尤其

是疫情之后，更是发展迅速，比如腾讯课堂、钉钉、学习通

等软件。教师在平台上除了开直播课，也可以录制汉字教学视

频，同时利用网络资源，搜索汉字相关图片、视频等，比如

呈现汉字从图画到最后简体字的整个演变过程，来丰富课堂内容

和上课方式。此外，教师还可以推荐与汉字学习相关的小程序

或汉字游戏等相关资源给学生，辅助学生学习[5]，比如填字谜、

看图选字组成语等。通过这些方法，不仅可以延长教学时长，

还可以让学生在空闲时间自由学习，同时增加汉字学习的乐趣，

提高汉字教学效率，提升汉字教学效果。

最后，国家语合中心、学校等各教育单位可以定期或不定

期对教师开展培训，帮助教师提升汉字文化素质，同时教师自

己也要保持一颗谦虚的心，多学习多钻研，只有拥有足够深厚

的文学功底，对汉字的历史有足够多的了解，才能生动形象地

将汉字的来源和演变及所蕴含的文化背景等讲解出来。比如

“手”是一个象形字，也就是所谓的“图画字”；“取”是

一个会意字，是古时士兵为了记录自己的战功而取走战败敌人的

一只耳朵，右边的“又”字是手的另一种形状，因此也能解

释“受”，即用手接受别人给过来的东西；“抱”、“跑”、

“泡”则是由表意的偏旁和表音的“包”组成的形声字，分

别表示用手抱、用脚跑、水起泡的意思。教师积累了这些文化

知识，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汉字的意思，记忆汉字的写

法、用法，真正提升汉字教学的效率，同时也能从中了解汉字

的造字方法，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文

化、学习中国文化。

4　小结

汉字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否学好

汉字，影响着学习者能否真正理解汉字、运用汉字，以及了解

文字所蕴含的文化并通过汉字学习理解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因此

要不断加强对汉字教学的重视和研究，正视汉字教学面临的各种

困难，从汉字本身、教学过程、教师自身等多方面有针对性地

提出解决方案和发展对策，才能更有效地提高汉字教学的效果，

促进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提升，从而更好地传播我国的传统文

化，提升我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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