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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国际中文教学中拼音使用与汉字习得问题的研究 
霍依桐  曲文吉 

（吉林外国语大学） 

摘要：近年来，随着国际中文教育的不断发展，学界对于初级阶段汉语教学的研究也愈加深入。有学者提出“全拼音教学”的
理念，认为作为注音工具的汉语拼音将有可能成为一种全新的汉语表达形态。这一教学理念下，初级阶段或可不必考虑汉字习得问
题。但笔者认为汉字习得应贯穿于汉语教学的始终，且应进一步走入国际中文课堂，与汉语拼音共同发挥作用。本文采取文献阅读
与问卷调查的方式，探讨初级国际中文课堂教学中拼音使用与汉字习得的问题，并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建议，为初级阶段的国
际中文课堂教学打开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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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use of Pinyin and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primary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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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Chinese teaching at the primary stage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n-depth. Some scholars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full 
Pinyin teaching"，and believe that pinyin will become a new form of Chinese expression. Under this teaching concept，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may not be considered in the primary stage. However，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should run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Chinese teaching，and should be further 
introduced into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classroom，and play a role together with hanyu Pinyin.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ading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of the use of pinyin and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primary international Chinese classroom teachi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open new ideas for the primary international Chinese classroo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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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级阶段国际中文教学中关于拼音使用与汉字习得问题的

讨论 
一直以来，国际中文教育都包括语音、词汇、语法、汉字四种

语言要素。传统意义上的国际中文教学指全汉字教学，汉字是教学
的基础，是最基本也是最必要教授的内容之一，汉语拼音则是辅助
性的注音工具。但近年来，学界出现了一种新的呼声——全拼音教
学。根据支持全拼音教学学者的观点，从学理上讲，只要满足适当
定型化的需要，并有拼音与汉字智能转换的支持，就可以在“受限
汉语”的基础上，即在“言文适配”的情况下，实现全拼音教学。 

二、初级阶段国际中文教学中拼音使用与汉字习得问题的分析 
（一）汉语拼音与汉字习得的关系 
《汉语拼音方案》颁布于 1958 年，是汉字的注音工具。汉字是

记录汉语的符号。为了方便汉语教学，越过记录语言的符号，以注
音工具代之，貌似是可以成立的。但中文是特殊的语言。早在 20 世
纪末徐通锵先生（1994）[1]就指出“字”是汉语结构的基本单位，提
出了字本位观点，并指出汉语是语素与音节的对应，以双音节音步
为规则。 

作为一种表意文字，汉字的字形与字义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形
声字在现代汉语常用字中所占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二，因而，汉字的
音、形、义有着紧密的联系和内在的逻辑规律。汉语拼音这一注音
工具虽然可以帮助我们更快速地掌握汉字的读音，但由于音节数的
限制，在对大量的同音语素进行分化并区分这一方面显然心有余而
力不足。若要真正习得目的语，掌握的应是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
作为文字衍生品的注音工具起辅助作用。因此，在汉语中，汉字作
为联结音义的中介，在中文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应是国际中文教育
的核心。 

（二）汉语拼音在习得汉字过程中的典型案例与分析 
1.回避汉字习得 
在国际中文教学中，汉字的学习对留学生来说尤为困难已成为

大家的共识。基于这种认识，在初级阶段的汉语课堂中，教师都会
在不同程度上回避写汉字的练习，留学生在汉语课堂中也不愿动
笔，更愿意参与口语表达有关练习。因此对于汉字，教师多以“会
读”为考核标准，关于汉字的辨析和书写考核则少之又少。在“认
读”汉字时教师又为了方便学生会说而不考虑难易程度地将所有汉
字对应的拼音都标注出来。这一现象不仅在初级汉语课堂中尤为明
显，在中高级汉语课堂中也习以为常。宗世海先生曾指出“有的模
式中小四门并不齐全，特别是在初级上的时候常常没有写作”。
（2016：24）[2]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不同课型的存在比例并不合理，

口语和听说课远多于读写课。这正是回避汉字习得的表现。 
2.拼音依赖造成的听说分离 
在有拼音标注的情况下，大部分初级阶段的汉语学习者都能够

正确朗读汉字，拼音与汉字似乎完美融合，被学习者所掌握。但习
得拼音与习得汉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具体的实践中，拼音与汉
字的矛盾逐渐浮现出来。 

面对一名已学习汉语一年左右的非洲留学生，教师在教授“什
么”一词时将其拼音标为“shí me”，读为“shén me”。在教师
示范朗读后，学习者选择了“shí me”这一读音。而在另一次初级
汉语口课堂中，当教师将“漂亮的校园”中“的”一字读音标注为
“dì”时，学习者并没有发现问题，而是按照教师标注的读音继续
读下去。“的”作为助词在汉语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但
该学习者却完全依赖拼音标注，缺少辨析能力。由此来看，学习者
过于依赖拼音而导致的听说分离现象是汉语拼音对汉语习得产生
的、急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关注并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小结 
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发现许多教授过多次的旧词若不标注拼音，

学习者就不会认读，甚至养成只认拼音，无视汉字的坏习惯。而“全
拼音”教学是对这些“疑难杂症”的妥协与退让。拼音使用正确与
否是根据汉字判断的。即便是口语课堂，汉语拼音也只能解决语音
问题，在形、义上对汉字有极大的依赖性，并不能够作为独立语言
使用，也不可能完全等同或替代汉字。因此若要习得汉语，不学习
汉字显然是不现实的。对外汉语教学应坚持字本位原则，只有做到
习得汉字才能真正习得汉语。 

三、拼音使用与汉字习得问题的调查研究 
（一）学生问卷调查 
1.调查方案 
笔者观察到初级汉语教学中，强化汉字学习可以有效减少学习

者对拼音的过度依赖，大多数学习者也对汉字学习有着极高的兴
趣。为了进一步了解初级阶段教学和学习活动中拼音使用对汉字习
得的影响并探究学习汉字的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发布网络问卷的形
式向母语为非汉语的汉语学习者进行了相关信息的收集。本次研究
共发放问卷 10 份，收回有效问卷 10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100%。其
中俄罗斯留学生 6 人，韩国留学生 2 人，哈萨克斯坦留学生 2 人。
问卷中共七个单项选择题。根据反馈结果本文将调查结果整合成五
组，每组两人。 

2.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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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问题 
组号 

 
1 

 
2 

 
3 

 
4 

 
5 

您认为初级阶段汉语学习时最难学习的部分是？ 语音 语法 汉字 汉字 汉字 
您认为初级阶段学习汉语时是否存在口语训练多于

书写训练的现象？ 
否 否 是 是 是 

您认为初级阶段学习汉语时关于书写的训练有多
少？ 

一周两 
至三次 

每次课上都有书
写训练 

一周两 
至三次 

每次课上都有书
写训练 

每次课上都有书
写训练 

初级阶段学习汉语时，对于已经学习过的词汇，如
果不标注拼音，您可以做到正确朗读吗？ 

能正确朗读
60%-80% 

能正确朗读
20%-40% 

能正确朗读
40%-60% 

能正确朗读
80%-100% 

能正确朗读
60%-80% 

您认为在初级阶段的汉语学习中，您是否存在过度
依赖拼音，汉字习得缓慢的现象？ 

是 是 是 是 是 

您是否排斥（不喜欢）写汉字？ 
我喜欢 
写汉字 

我不喜欢 
写汉字 

我喜欢 
写汉字 

我喜欢 
写汉字 

我不喜欢 
写汉字 

您认为写汉字对您在初级阶段学习汉语有帮助吗？ 很有帮助 很有帮助 很有帮助 很有帮助 很有帮助 
（二）调查结果分析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大多数第二语言教学都比较重视汉字的习

得，但仍存在重视口语大于书写能力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不喜
欢书写汉字的同学即便每次课上都有书写训练，当他们在面对已经
学习过的词汇时，如果不标注拼音，其能正确朗读的汉字只有
20%-40，其他人在 60%-80%之间。而对于喜欢书写汉字的同学，
在每周只有两至三次的书写训练且口语训练多于书写训练的情况
下，其能正确朗读的汉字却能达到 60%左右。当喜欢书写汉字的学
习者每次课上都有书写训练时，他们能正确朗读的汉字高达到
80%-100%。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被调查者均认为在初级阶段学习
中存在过度依赖拼音、汉字习得缓慢的现象。 

可见，只说不写，片面地读写分离，甚至单纯地依赖拼音标注
来达到认读汉字的目的，只会让拼音教学对汉字习得产生更严重的
反作用。尽管学习汉字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存在难度，但大多数学
习者仍然对写汉字充满兴趣，并认为写汉字对于学习汉语有着重要
的作用。从调查结果来看，对书写汉字的重视程度越高，学习者能
够脱离汉语拼音，独立认读汉字的程度就越高。 

（三）小结 
初级汉语课堂的汉字习得并非天方夜谭。汉语课堂必须重视对

于书写汉字能力的培养。书写可以更好地帮助学习者识记学习的内
容，也可以帮助学习者记住汉字的发音。即便有学者支持使用拼音
教学，也不能无视汉字。国际中文教学可以更多地考虑让汉字教学
更加简单易懂，而不是让汉字消失在国际视野之中。 

四、拼音使用对汉字习得的影响 
（一）拼音使用对汉字习得的积极影响 
在初级国际中文课堂教学中，汉语拼音基本上是学习者的开学

第一课，也是学习汉语的起点。它能够帮助处于基础阶段的零基础
汉语学习者越过语音认读的障碍，暂时避开汉字这一学习难点。在
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中，拼音先行已经成为众多对外汉语教师的共
识。这一理念确实具有巨大的便利性。 

汉语拼音是声、韵、调有规律地组合在一起的，因此汉语学习
者在学习拼音时是有规律可循的。初学者能够掌握并运用这些规律
进行汉语语音的学习，摆脱传统的机械记忆字词。它也能够让初级
汉语学习者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运用汉语进行简单的交际沟通的能
力，满足汉语学习者多元的汉语学习目的，是能够帮助他们较为迅
速地达到其汉语学习目的的高效率的汉语辅助工具。 

（二）拼音使用对汉字习得的消极影响 
拼音先行的教学理念值得肯定，但初级阶段的汉语教学是一个

充满变化的复杂性过程，如果一味因循守旧，不考虑具体教学实际，
很容易造成汉语教学误区，甚至产生难以磨灭的消极影响。 

掌握汉字的标准有两点，一是认读，二是书写。使用汉语拼音
可以帮助汉语学习者解决汉字的认读问题。真正的认读汉字则需脱
离拼音的帮助，做到在没有汉语拼音标注的情况下也能正确读出汉
字，否则，就是认读拼音，而非认读汉字了。至于书写汉字更多强
调的是对汉字字形的学习，教师若在教学中只强调字音，不重视字
的形和义，学生也会对其避而远之，久而久之就会对书写汉字越来
越忌惮，甚至产生畏难和抵触情绪。 

五、初级汉语教学中拼音使用与汉字习得问题的建议 
（一）在拼音先行的同时做好拼音与汉字的衔接工作 
拼音先行这一点无可厚非，但不应在整个初级阶段中一直强调

汉语拼音的主导地位，应明确汉语拼音是汉字的辅助工具。具体来

说，在前期教授汉语拼音时可以以音带字，教授汉语学习者一些简
单的汉字，并在教授过程中讲解汉字的结构和由来，以激发汉语学
习者对汉字的学习兴趣，减少畏难情绪。 

随着学习者掌握汉字数量的增加，学习者会在这一过程中逐渐
摆脱对汉语拼音的依赖，对于常见字词做到正确认读与书写。这就
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尤其注意学生对汉字的掌握情况，在教学
时有意识地删去学生已熟练掌握的，或者通过练习和主观能动性的
发挥能够逐渐掌握的字词的注音，为学习者创设良好的汉字习得环
境。 

（二）与现代教育技术相结合，打写汉字与手写汉字兼用 
汉字是结构复杂的方块字，由基本笔画产生的变体非常之多，

对于部分学习者来说识记字形尤为困难。加之日常生活中学习者采
用电子键盘打写汉字的情况居多，可以考虑打写汉字与手写汉字相
结合，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可以增加课堂上的汉字出现率，降低学
生写汉字的时间，提高效率。但需注意的是，国内大多数电子键盘
只显示声韵结构，并不标注声调，这并不利于汉语学习者打写汉字。
因此无论是从熟练使用拼音还是从汉字习得的角度，在电子键盘中
引入声调都是十分必要且具有实践意义的。 

六、结论 
本文认为在国际中文教育中，汉语拼音不能够完全代替汉字，

全拼音教学这一理念忽视了汉字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是
一种舍本逐末的态度和妥协。过度依赖拼音不仅影响汉字习得，更
影响对外汉语教育中语言要素教学的完整性。汉语拼音与汉字两手
都要抓。我们应重视汉字的习得问题，不能过度依赖汉语拼音的注
音功能，做好拼音与汉字的衔接工作，配合现代教育技术寻求汉字
习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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