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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国际中文汉字教学中的部件教学法 
路都雯 

（吉林外国语大学  吉林长春  130012） 

摘要：部件教学法指在国际中文汉字教学中，通过教授汉字的部件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记忆汉字，一方面它较为系统地介

绍汉字的构成部件，使学习者更好地理解汉字的构造含义；另一方面，部件教学法可以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率，降低学习者的汉字

记忆负担。教师可以根据不同学习者的情况，灵活使用部件教学法，以达更好的教学效果。本文将从部件教学法的方法、特点与发

展三方面来探讨国际中文汉字教学中的部件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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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mponent Teaching Method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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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l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Jilin) 

Abstract:The component teaching method refers to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in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by introducing the components of Chinese characters to learners.On the one hand, it introduces the 

structural components of Chinese characters, enabling learners to understand the construction and mean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On the other hand, component teaching method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earners' learn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by reducing their memory burden.Teachers can flexibly use this method based on different actual situation 

and needs of learners to achieve better teaching results.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component teaching method from 

three aspects: methodology,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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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渐增强与国际地位的不断攀升，中国正

一步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与此同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了解中国的

需求也不断增加着，学习汉语正是国际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手段。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新征程新使命新

要求，要全面提升文化治理效能，建设文化强国。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必然要求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①这说明了中国提高文化

软实力的迫切性，而汉语的传播可以扩大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

力，汉语国际教育已然成为了国家和民族共同的事业。 

由于国际形势与疫情的影响，汉字教学迎来了空前未有的巨大

挑战，因此国际中文教师需要进一步学习研究汉字相关知识，找到

更容易让学生接受的方式进行讲解，有效减轻学生的畏难情绪，让

学习者有兴趣且有信心学会、学好汉字。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之

一，也是中文学习的重要基础，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汉字，教

师需要选择适合的汉字教学法。 

一、部件教学法 
张旺熹（1990 年，112）先生提出的部件教学法是一种用于汉

字的学习的教学方法。该方法将汉字分解为基本的部件，分步骤教

授每个部件的含义和用法，学生通过组合不同部件理解记忆生字。

张旺熹认为这是最形象直观的教学手段,能培养学习者认读和书写

汉字的能力，帮助学习者建立起对汉字的基本思维。 

部件教学法已经成为国际中文汉字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

继续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发展，本文总结了以下几种方法： 

（一）拼字法 

拼字法，即将多个部件进行有序的排列后组成一个完整的单字，

如以下几个部件就可以进行不同的排列来组成不同的字：“讠、氵、

十、丁、兑”等。 

例：“讠”：“讠”+“十”=计    “氵”：“氵”+“十”=汁 

“讠”+“丁”=订            “氵”+“丁”=汀 

“讠”+“兑”=说            “氵”+“兑”=涚 

（二）拆字法 

拆字法，指将一个完整的字拆解成为最基础的部件，就比如

“语”，形声字，可以拆解成“讠”和“吾”两部分，义从“讠”，

由“言”形变简化而来，表示说话的意思，声从“吾”，表示自己，

就可以用“和别人用语言表达自己”来加强学生的理解和记忆。 

（三）对比法 

对比法包含了两种方向的对比，一种指的是将一些形态相似的

部件进行辨析与对比，通过一些找茬游戏的方式来区分不同的部件，

牢记字形。比如“午”和“牛”，这个竖（丨）出头与不出头所代表

的含义就截然不同。类似的“由”、“申”、“甲”和“冫”、“氵”等

相似部件，都可以通过对比法来区分。 

另一种是将相同的部件在不同的位置进行对比，体会同一个部

件在不同字中所承担的功能的不同。比如：“山”在“讪、圸”等字

是表音功能，而在“崎、岖”等字中是表意功能。 

（四）图示法 

面对一些不易理解的部件，教师可以选择使用图示法配合解说，

加深学习者对字形字义的理解。比如“马”，指的就是哺乳动物马，

但仅从字形上我们很难看出二者的关联，这个时候就要观察字形演

变过程，如图： 

 

在甲骨文中，字形可以看出马脸以及马背上鬃毛的形状；金文

时期，还能看出马眼睛和马尾巴；再到小篆，马鬃、马头和马眼变

成三横，下面也变成四条腿；到了隶书时，出现了代表马蹄的四点；

演化至简体字，只用一横来代替。图示法清晰明了地展示了汉字在

历史作用下的发展，直观有效地帮助学习者理解与记忆。 

（五）肢体展示法 

很多汉字来自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与人本身息息相关，教

师在课堂上就可以利用肢体来做出与字和部件形状相仿的姿势。例

如：教师上半身直立，两腿分开，就形成了一个“人”字；“十”字

是双腿并拢直立后再打开双臂等。 

还可以借助小游戏，让学生一个做动作，一个猜部件，加深学

习者对于所学的部件记忆。美中不足的是，这个方法能展示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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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像“氵、辶”等常用部件就很难用肢体表现，更适用于初级

汉字课堂。 

二、部件教学法现存问题分析 
（一）部件的拆分程度不明确 

有的汉字是合体字，拆分后有不止一个部件，复杂一些的汉字

能拆出来多个部件，比如“啊”可以拆成“口”“阿”就停下，也可

以全部拆分成“口”“阝”“可”，这两种拆分其实都可以，只是不同

的教师有着不同的理解，在课堂上选择的教授方式也会不同。第一

种拆分方式更便于学生理解，形旁“口”和声旁“阿”，易于记忆；

第二种拆分方式就将一个字一拆到底，多了一个部件某种程度上可

能会加重学生记忆的负担。且有些字确实不适合完全拆分，如“宏”

中的“厷”，可以继续拆分至“”和“厶”，但这样既让教师不好

进行讲解，也不利于学生记忆。就目前而言，部件拆分法缺少一个

明确的标椎和要求，一个相对复杂的合体字拆分到什么程度才更合

适，这还需要教师们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 

（二）部件及笔画的顺序存在偏差 

笔画的顺序，即笔顺。不同的部件在不同的位置上时，有着不

同的书写顺序。由于独体字的笔画较少，所以在课堂上，学习者能

通过老师的书写过程熟悉这个字的笔顺，但合体字会对部件的书写

顺序有要求，尤其是半包围和全包围结构的字。比如“国”，有的学

习者会先画出一个口字框，然后再把“玉”写进去，这样写出来的

字结构虽然正确但不美观。 

（三）部件难度分类不清晰 

国际中文的教学原则要求教师的教学过程循序渐进，加强重现，

那么部件教学也就要遵循这条原则，由易到难展开教学，这就需要

我们明确部件难易程度的划分。很多人认为笔画越少越容易学，但

是实际上笔画越少越难区分差别，比如“己”和“已”的字形之间

只有“乚”是否出头这一点细微的区别，教师如果不加以提醒，学

生就很容易忽略。 

且有的常用字拆分后也有不好记不常用的部件，如：“宏”和“雄”

中的部件“厷”，常用字中就出现了这两次，那么它就不适合被归类

到易学部分；与之对应的是“叭”字中的部件“八”，既是独体字，

又是常用数字，就很适合初级汉字教学，那么“叭”就可以在讲解

过程中被提及。由此，我认为部件教学法的难易划分不止要参考常

用字表，更要贴合日常生活。 

（四）无名称部件 

在汉字的演变过程有许多形变的情况，有的形变后甚至难以辨

认出它原本的形态，既不成字，也没有合适的命名，加大了教学难

度。如“矛、予、通”中的“”，它无法表明意义，无读音无命名；

“鼠”的上半部分是“臼”，下半部分没命名，自成一个部首，不能

拆分需要整体记忆，加大了学习者的认知难度。 

三、部件教学法的优化 
（一）建立学习者的自信心 

汉字的难学难写几乎已形成“刻板印象”，如何打破就需要教师

率先建立起学习者学习汉字的信心，这需要让学习者在完成每一个

学习阶段的学习后，有获得感和成就感。如：教会学生一个独体字

“日”后，学生了解到这个字代表的是太阳，那么“旦”、“旧”等

字就易学会书写，“阳”、“晴”、“暖”等字哪怕目前还不认识，也能

通过部件“日”猜测出与太阳阳光有关，教师再适时肯定学生的猜测，

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他们的学习自信心，加强学习者的获得感。 

（二）注重字形文化 

汉字中有大量的会意字和形声字，使用程度很高，它们基本是

象形字、指事字和其他不同的部件组合成的。但这些组合不是无序

且随意的，学习者初学时很容易产生困惑，不明白为什么这几个部

件要放在一起，这就需要在部件教学的同时注重字形文化，加强学

习者对整字的理解记忆，还能增进他们了解中华文化。 

（三）汉字教学教材 

目前的国际中文教学对应的有听力教材和阅读教材，但是缺乏汉

字教学的相关教材，那么从实际需要出发，就要求教师们根据学习者

的学习内容对汉字教材进行适当的调整，多从识字量、常用度等角度

考虑，将需要学会书写的汉字和只需要认读的汉字进行区分；从难易

程度和意义角度，区分初级汉字教学、中级汉语教学和高级汉字教学；

还要针对汉字文化圈和非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们对汉字的认知不同，

加强教材的针对性；同时，要更注重趣味性，让学习者从被动学习的

抗拒到感兴趣不抵触，甚至达到学习者有主动学习汉字意愿的效果。 

（四）增加教学资源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国际中文汉字教育很多都是网络教学，那么

网络教学资源就亟待开发和整合，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进行汉字

教学，都能在网络上找到合适的教学资源，大幅度提高教师的效率。

并且通过网络也能实现教学形式的多样化，原本的图片展示也可以

换成动画展示，汉字的笔画顺序也可以一笔一笔出现，这样的形式

就更生动更直观，更能刺激学习者记忆。 

四、结语 
在国际中文教学过程中，读、写技能不止是在听、说技能的进

阶，更能配合听、说技能的学习训练，在认读后的书写学习，能让

学习者更好得掌握汉字在词汇、语法和交际中的使用方法，进一步

加强了学习效果。汉字的学习是阶段性的，由认读到书写的过程需

要汉语教师采取科学的学习方法并进行细致的指导。相比汉语的语

音词汇与语法教学而言，汉字教学的进展始终处于相对靠后的情况，

部件教学法能通过一个相对简单的方式促进汉字教学，透过不同的

部件符号，帮助学习者进行记忆和书写，以达到推动国际中文汉字

教学发展与学习者正确规范书写汉字的作用。 

综上，加强教师对中国汉字与部件的理解，深入研究文字与部

件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构成规律，进而指导国际中文汉字教学

的进行，减轻学习者们“汉字难学”的印象，凸显汉字内涵的文化

传承，进一步推广国际中文教学，从而不断加强我国国际中文教育

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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