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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近字的分类与辨析 
毕莹 

（吉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130200） 

摘要：中国汉字，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形近字无疑是那一抹最神秘的色彩。它们字形相近，相差甚微，是小学阶段的学
生最难以区分的汉字，同时也是小学识字教学的难点。本文欲从小学生的角度根据小学语文教材中经常出现的形近字进行分类并加
以简单的辨析，希望能够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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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近字是指一些形体结构相近的字。近年来，关于形近字的研

究较多,主要从形近字的定义、形成原因、类型和识别方法等方面进
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其中大多是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
度研究形近字及其教学，而本文欲从小学生的角度，对语文教材中
常见的形近字进行研究分类并加以简单的辨析。 

根据构字的特点，形近字大体分为独体形近字和合体形近字两
大类。独体形近字虽由一个部件构成，但是两个或多个形近字之间
的笔形、笔画数、笔画组合关系以及笔画位置都是不同的，这也为
我们辨析形近字提供了良好的方向；合体形近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部件构成，主要根据部件的形似、位置以及数量的不同加以区分。 

一、独体形近字 
（一）笔形不同的独体形近字 
汉字的基本笔画包括点、横、竖、撇、捺，其中横可以衍生出

横钩、横折、横撇；竖可以衍生出竖钩、竖提，不难看出这些笔画
间的差别很小，因此由不同的笔形组合即可派生出一系列形近字。
如“干”和“于”，二者间的区别就仅仅是一个笔画，“干”字第三
笔是竖，“于”字第三笔是竖钩。这类形近字之间的差别很小，学
生在识字、写字过程中忽略某一笔画就会导致错误的发生。笔者整
理了小学语文教材中常见的以笔形区别的形近字，见表 1.1 

序号 独体形近字 笔形区别 
1 干-于 第三笔为竖 第三笔为竖钩 
2 见-贝 第四笔为竖弯钩 第四笔为点 
3 手-毛 第四笔为竖钩 第四笔为竖弯钩 
4 目-且 第五笔为短横 第五笔为长横 
5 用-甩 第五笔为竖 第五笔为竖弯钩 
6 才-寸 第三笔为撇 第三笔为点 
7 天-无 第四笔为捺 第四笔为竖弯钩 
表 1.1  笔形不同的独体形近字表 
（二）笔画数不同的独体形近字 
独体字由不同的笔画组成，多一笔或者少一笔就会产生不同的

字，因此独体形近字间的不同可能仅仅是“一画之差”。如“大”
和“太”相比，只少了一点。这细微的差别若被忽视，那么学生在
日后的学习过程中定会出现差错。由此，笔者整理了小学语文教材
中常见的以笔画数不同加以区别的形近字，见表 1.2 

序号 独体形近字 第一字与第二字笔画数区别 
1 大-太 少一点 
2 木-本 少一横 
3 了-子 少一横 
4 干-午 少一撇 
5 火-灭 少一横 
6 古-舌 少一撇 
7 日-白 少一撇 
8 王-主 少一点 
9 乌-鸟 少一点 

10 尸-户 少一点 
表 1.2  笔画数不同的独体形近字表 

（三）笔画组合关系不同的独体形近字 
汉字笔画的组合方式主要以相离、相接和相交为主，独体字的

笔画组合方式相对简单，也正因如此，这类形近字之间的差别更微
乎其微。如“八”和“人”，“八”字的第一笔与第二笔以相离的方

式组合，而“人”字的第一笔与第二笔以相接的方式组合，都是由
一撇一捺组合而成，由于笔画组合方式不同，形成的字也就不一样。
在小学语文课本中还有很多这样的形近字，见表 1.3 

序号 独体形近字 笔画组合方式的区别 
1 八-人 第一、二笔相离 第一、二笔相接 
2 石-右 第一、二笔相接 第一、二笔相交 
3 刀-力 第一、二笔相接 第一、二笔相交 
4 九-几 第一、二笔相交 第一、二笔相接 
5 元-无 第二、三笔相接 第二、三笔相交 
6 己-已 第二、三笔相接 第二、三笔相交 
表 1.3  笔画组合方式不同的独体形近字表 
（四）笔画位置不同的独体形近字 
在独体字里还有一种不易辨别的形近字类型，即由于笔画位置

的不同而变成不一样的字。简单来说，同一笔画所处的位置不同，
形成的字也就不一样。如“主”和“玉”，这两个字里都包含一个
“王”字，而另一“、”的位置决定了不同的字，“、”在上方为主，
“、”在下方为玉。这样细小的差别对于小学生来说是很容易混淆
的，在小学语文教材中还有很多这类形近字值得注意，见表 1.4 

序号 独体形近字 笔画位置不同的区别 
1 主-玉 点位置不同 
2 庄-压 点位置不同 
3 庆-厌 点位置不同 
4 太-犬 点位置不同 
5 土-工 竖位置不同 
6 甲-由 竖位置不同 

表 1.4  笔画位置不同的独体形近字表 
对于独体形近字可通过儿歌的方式进行辨析，由于小学生思维

逻辑能力有限，因此儿歌的创作要简单明了、朗朗上口，且字数越
少越好，如：大点太，王点主，干撇午，古撇舌，木横本，火横灭……
诵读儿歌时还可以拍手打节拍，这样既增加了儿歌的韵律感又丰富
了课堂的师生互动性。对于低年级的学生，教师可帮助其编排儿歌，
中高年级的学生就可以自己总结规律创作儿歌。这样既帮助学生对
形近字有了更好的认识，同时还可以让学生总结规律，加深对形近
字的了解。 

二、合体形近字 
（一）部件相似的合体形近字 
部件相似的合体形近字又可以细化成两类：一类是有一个部件

相同的合体形近字；另一类是两个部件相似的合体形近字，其中有
一个部件相同的形近字多为形声字。如小学语文部编版教材中一年
级上册《小青蛙》一课中出现的“清”、“情”、“请”都为形声字。
“青”为声旁，主要表示读音；“氵”、“忄”、“讠”为形旁，则表
示意义。所以这类形近字在辨析时需要更多地加入思考，当然小学
语文教材上还有一系列这样的形声字，见表 1.5 

序号 合体形近字 区别性特征 
1 清-情-请 氵/忄/讠 
2 跑-抱-泡 ⻊/扌/氵 
3 村-付-寺 木/亻/土 
4 蛙-娃-哇 虫/女/口 
5 订-盯-叮 讠/目/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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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板-饭-返 木/饣/辶 
7 汗-杆-竿 氵/木/⺮ 
8 格-路-骆 木/⻊/马 
9 根-跟-银 木/⻊/钅 
10 姑-估-咕 女/亻/口 

表 1.5  一个部件相同的合体形近字表 
两个部件相似的形近字在小学语文范围里出现的频率并不大，

如“厌”和“庆”这两个字，都为半包围结构，其中“厌”字部首
为“厂”，而“庆”字部首为“广”，这两个部件很相似；同样“厌”
字里面是“犬”而“庆”字里面是“大”，这两个部件也是极其相
似的。这类形近字虽出现的不多，但仍值得引起关注，见表 1.6 

序号 合体形近字 区别性特征 
1 羽-弱 习/弓 
2 仓-仑 ⺋/匕 
3 昌-冒 日、曰/曰、目 
4 厌-庆 厂、广/犬、大 
表 1.6  两个部件相似的合体形近字表 
（二）部件位置不同的合体形近字 
相同的部件由于位置不同形成的字也就不一样，这类形近字通

常有两个相同的部件，部件所处的位置不同形成的字也就不一样。
如“杏”和“呆”，这两个字都由“木”和“口”两个部件组成，“木”
在上，“口”在下则为“杏”；“口”在上，“木”在下则为“呆”。
由此可见，部件位置的不同俨然决定了不同的字。在小学语文教材
中这样的字也有所体现，见表 1.7 

序号 合体形近字 区别性特征 
1 杏-呆 第一个字上下部件互换 
2 吞-吴 第一个字上下部件互换 
3 机-朵 第一个字部件位置变化 
4 加-另 第一个字部件位置变化 
5 咕-固 第一个字部件位置变化 
6 叶-田 第一个字部件位置变化 
表 1.7  部件位置不同的合体形近字表 
（三）部件数量不同的合体形近字 
合体字是由两个及以上的部件组合而成，而部件数量的不同又

可衍生出一类形近字。 如“大”和“头”，这两个字之间相差部件
“、”；“买”和“卖”之间相差部件“十”。就“买”和“卖”而言，
由于二者本身相差甚微就很容易令学生难以分辨，偏偏二字的读音

也很相似，这变令学生更加难以区分了。而小学语文教材中这类字
还有很多，见表 1.8 

序号 合体形近字 区别性特征 
1 大-头 第二个字比第一个字多部件“、” 
2 十-斗 第二个字比第一个字多部件“、” 
3 尺-尽 第二个字比第一个字多部件“、” 
4 买-卖 第二个字比第一个字多部件“十” 
5 力-办 第二个字比第一个字多部件“、” 
6 免-兔 第二个字比第一个字多部件“、” 
表 1.8  部件数量不同的合体形近字表 
对于合体形近字的辨析，最简单的办法要学会“找不同”。如

“清-情-请”这组形近字不但字形相近，读音也雷同，对于小学生
来说要有明确的辨析方法才能加以区分。建议从汉字的字义入手：
“清”字部首是“氵”，其意义与“水”有关；“情”字部首是“忄”，
其意义与“心”有关；“请”字部首是“讠”，其意义与“语言”有
关。教予小学生这样的方法，不但能令他们学会辨析形近字，而且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理解字义的方式去辨析其他形近字，可谓一举两
得。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识字教学一直是低年段小学语
文的重点教学任务，而且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版）》
里面明确指出“识字写字教学要注重培养小学生的自主识字能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对学生的识字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小学低年
级是识字和写字的关键时期，是掌握汉字规律，形成汉字书写意识，
养成良好书写习惯的关键阶段。因此，学生对形近字类型的分辨能
力及良好的辨析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其实低年级学生对于汉字
的掌握情况不容乐观,一方面由于教材本身的识字量很大,另一方面
教师的教学方法也参差不齐，尤其学生对形近字的辨析能力更差，
因此笔者整理了小学常见的形近字并加以分类，日后将更加深入地
研究有关形近字的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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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检验的结果可以存在一些误差，然而，化工企业必须在产品的说
明书中标明其功能以及各项技术指标，所出现的误差应该在合理的
范围中。而化工材料检测人员必须持续强化自身对于化学分析技术
的学习。同时化工企业也应该强化化学分析的管理，以此能够充分
降低化工材料检测中应用化学分析技术所出现的误差[4]。 

五、化学分析技术今后的发展方向 
化工技术在持续的发展进步中，其给大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

大的便利。化学早已被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此同时，其又和其
他的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化学分析技术的适用范围也
随之变得更加广泛。在化工材料检测中应用化学分析技术主要是针
对化工材料的特性进行检测，推动化学反应的整体进程等方面。 

化学分析技术主要的方法是实验，所以，实验设备的先进与否
直接影响着实验的结果。在化学分析技术的今后发展过程中，化学
分析设备先进性也必须随之提高。而随着人类科技的快速进步，化
学分析的实验设备也必将更加具备全面性。其还可以探索和计算机
技术进行结合，从而以此确保实验数据能够进行直观地分析，降低
实验过程中的各种干扰，进而例化学分析技术的化工材料检测的优
势得到有效发挥。使实验结果更加准确[5]。 

结论 

综上所述，化学分析技术在化工材料检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伴随着化工技术的快速进步，化学分析技术早已不只局限于化
工行业，与此同时，其还对国防军事、科学研究以及医疗等多个领
域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持续深化化学分析技术的研究，不断提
高化学分析的灵活性和准确性，从而以此为化工材料检测工作提供
更加准确的信息与数据，对我国的化工行业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有促
进作用。伴随着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的持续发展，我国化学分析技术
未来的发展空间将会非常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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