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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文字，它是中华民族的

载体，是中华文化的独特形态，是记录中华文明的“活

化石”，四千多年延绵不绝的变化使得汉字在世界众多语

言中独树一帜。汉字是音义形的统一体，由部件以及笔

画构成的方块字。“这一文字符号，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

涵和审美意蕴，在科技发展的今天，反而越来越显示出

它的光彩”[1]。汉字的教学对于传播我国的文明与文化有

着重要意义。1

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了以汉字为桥梁的汉字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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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为中心，汉字文化的重大影响向周边辐射；现在，

汉字在环境辐射的基础上正在向世界范围内传播，掀起

了全世界学习汉语的热潮。因此，汉语成为各个国家与

中国在外交、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交流的重要桥梁。

汉字教学是学习汉语的初级阶段，汉字教学的重要性及

其在教学中的地位，直接关系到国际中文教学的质量。

一、学习者差异较大

国际中文教育的教学对象有从来没有接触过汉语的

外国人，也有母语或第一语言非汉语的华侨华人。人群

通常可以分为：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人（如日韩等亚洲国

家）和属于非汉字文化圈的人（如欧美等国家）。由于他

们对汉字的接触熟悉程度的不同、文化差异以及学习的

目的不同，教师应当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针对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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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圈的学生还是或多或少地保持着与汉字的联系，

因为他们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系统，汉字对他们来说并不

陌生，甚至熟悉。然而，这种熟悉对学生的汉字学习也

产生了双重影响。这就迫使汉字圈的学生相比非汉字圈

的学生在学习汉字时有自己的“烦恼”。正因为这些学生

有一定的基础，所以在学习汉字时抱有侥幸心理，低估

了汉字的学习难度，也不愿意花时间去练习汉字。因此，

教师先要做的就是提醒学生，不要因为自身母语的相似

性而轻视汉字学习，要帮助学生了解汉字体系，了解汉

字是与其他国家的文字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形、音、义

的联系是不一样的，这有助于学生定义他们的心理状态。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汉字的学习应与学生的母语系统分

开，以尽量减少母语的负迁移。其次在汉字圈学生的初

级学习时，要及时进行复习，因为他们本身有良好的基

础，有效的复习可以使学生的学习效果大步提升。在有

一点知识储备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所学知识与自己

的母语进行对比、归纳、总结和反思，系统的知识梳理

能帮助学习者真正的使用汉字。

非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一是深受母语与环境的影响

大，二来汉字本身的复杂性，结构上分为上下结构、左

右结构、半包围结构等，还有大量的同音字、形似字以

及一字多义，这些对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造成很大的认

知困难。一开始接触汉字时，学生们会因为写不好、读

不准、认不清而焦躁，对汉字产生“恐惧”，所以，首先

应培养他们对汉字的兴趣，汉字教学的成功是让学生对

汉语感兴趣的关键。其次，教师要让他们了解汉字，只

有对汉字有了一定的了解，才能逐渐了解汉字在一定语

境下的表音和表意性。充分结合学生的认知水平，选择

简单的汉字，用生动的文化故事来呈现字形的来源，如

用甲骨文来对日、月、山、目等这些简单字教学，对于

没有中文基础的留学生来说，关键是打好基础。同时重

视字形、字音、字义的紧密结合，三者不可偏废。教师

还应多多鼓励学生树立自信，在不断的重复中加深记忆，

强化汉字认知。

二、处理好“语”与“文”的关系

白乐桑（1996）指出：汉语中的“语”和“文”两

者之间的“领土之争”，这才是“纲”，其余是“目”。万

业馨（2009）认为妥善处理语文关系是汉字教学总体设

计的关键。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对外汉语事业初步发展，

学术界普遍采用“先语后文”的教学模式，这是属于

“语文分进”的一种表现方式，指在教学中把“语”和

“文”分离开来，设置单独的汉字课。学生在前几个月

只学习汉字的拼音，不接触字形，虽然分散了学生学习

的难点，消除了学生的畏难心理，但是后期的学习非常

吃力，割裂了口语与文字的联系。由于这种教学模式的

弊端显而易见，在随后很长一段时间采用“语文并进”

的方法，将二者融合起来，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听说

读写训练同时进行。但是这样一来汉字的教学就完全依

附于词和课文，教师不能遵循学生的认知水平由易到难

进行教学，汉字变成了从属地位。

这两种方法既有其优势又有弊端，印京华根据汉

语和汉字的特点提出了一种新的理念——“分进合击”，

“语”和“文”先分进，再合并。学生在初期最大的两

个困难就是“汉字”和“读音”。在“分进合击”的教

学模式下，学生至少要保持一个学期汉字课与口语课的

“分进”，在汉字课中掌握汉字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在口

语课中学习汉语发音和简单的日常用语，当学生掌握好

汉字课和口语课的基础知识后，再进行“合击”，将听

说读写融为一体，进行综合教学 [2]。“语”和“文”应该

“分”、“进”在不同阶段，汉字教学不只是汉字的教学，

讲解汉字时融入词义、词语，使学生们充分感受构词的

魅力。

三、教学方法相对单一

传统的汉字教育方法采用的是“黑板加粉笔”这一

教学手段，依靠教师一笔一画来示范书写，这样不利于

留学生的思维发散，学生丧失对汉字学习的兴趣，同时

加重了教师的劳动负担，教学进程缓慢。教师一个一个

字教，学生一个一个字学，缺乏归纳总结，就像一盘散

沙。在课堂中，学生的学习活动也是由教师主导。一项

针对国外汉语学习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学生较为喜欢

的方式是游戏教学法，以及通过视频、软件来学习汉字，

相比之下用板书来教汉字是最不受欢迎的。”

在进行汉字教学时，教师是引导者，可以借鉴传统

的教学方法。然而，传统的教学方法远远不够的，教师

必须在教学方法和技能上进行创新。如果在课堂上只是

一味的只讲汉字，学生对汉字就会有刻板的印象，学习

起来枯燥乏味，甚至感到反感，可以在教学中将汉字与

文化结合起来。通过汉字所蕴含的表意信息、历史文化

背景、审美情趣等多元文化因素，采用多种有效的教学

方法来增加学生对汉字的兴趣，减少他们对汉字学习困

难的恐惧，使其在学习汉语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汉字

的表意特性使其在形义之间、音义之间、字义变异的联

系中，常能折射出古代社会的某种文化烙印。”[3] 在教学

过程中，可以通过导入关于这个汉字的故事、制作展示

汉字演变的视频等教学方式，使学生在特定情境中感受

汉字的魅力。如在讲解“休”字时，教师可以这样展示：

一个人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特别累，然后背靠一棵大树

坐了下来，“休”是休息之意。进行汉字文化教学是为了

学生更好的理解，这会使得学生认为课堂是生动有趣的，

激发他们继续学习的欲望，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循序渐

进的阐释中华文化。在教学中要以学生为中心，引导学

生自主学习，帮助他们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包括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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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义和词形，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教师在讲解汉字时可

以运用多种教学法，如部件讲授法、笔顺教学法、形声

字符教学法等，将汉字教学与网络技术结合起来。

四、教材编写方面的问题

国际中文汉字教学的教材通常为“随文识字”类教

材，指在综合课本中融入有关汉字的知识，大量的汉字

均匀的分布在整个汉语教学。将汉字放在语境中，在学

习课文时进行识字教学，避免了音义形的脱离，有利于

学生掌握这个汉字具体的用法。但是选取的汉字很大程

度上受限于综合课本的内容，选取的汉字要与课文同步，

这就破坏了汉字内在的逻辑性和系统性。另一种类型为

独立的汉字教材，就是将汉字的内容独立成书。如张朋

朋著的《新编汉语·识字篇》，主要为集中识字，这类教

材有利于教师在教学中便可以由简到难、由浅入深的讲

授汉字，也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保留了汉字知识

传授的完整性，学生可以学到系统的汉字知识。但是教

材中的主要内容是汉字的音、义、形，缺少了具体的句

子、课文和语境，学生在学习过程不好理解，感觉吃力，

并且不明白所学的字应该用在什么词和句子里，难以学

以致用，逐渐失去学习汉字的兴趣。

汉字教材的两大主要内容是汉字知识和练习题目，

教材对汉字的选取要基于使用频率，对生字的数量控制

合理，生字的编排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进行；汉字的

线条是笔画，多数教材会把每一个字的笔顺罗列出来，

但是学生对笔顺的重视度不够，教师在教学中要重视笔

顺的教学，加强训练；在教材中穿插一些文化小知识，

汉字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比如有关汉字特征或

者意义的小故事，能在帮助学生认识汉字的特点上起到

很大的作用，同时调节课堂的气氛，使课堂变得有趣味；

练习题目可以使学生巩固知识点，教师能及时的得到反

馈改进教学的进度和内容，汉字教学的练习题目主要有

认读和书写练习，练习题目的设置既要锻炼学生的独立

思考能力，也要使学生在课下有交流互动。总体来看，

汉字教学的教材编写在内容和练习题设置上，与时代接

轨，符合学生的认知，增加教材的趣味性，多元化的教

材以及使用效果更好的教材使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

五、疫情期间线上教学面临挑战

2020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在安全

前提下，留学生无法来我国学习，国际中文教师也无法

前往国外进行教学，师生不能面对面交流。汉字的教学

活动开始由线下转为线上，这对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

汉字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进行线上教学时出现了一

系列新问题。根据调查，大多数的留学生表示更喜欢线

下教学的方式，来到中国学习或者和老师在课堂互动可

以快速提升他们的汉语水平，只有少部分学生表示喜欢

通过网络学习汉语。线上学习，很多老师是“新手”，线

上教学经验欠缺。学生群体复杂，接受度不一，教师难

以掌握学生真实的学习情况，课堂监管有难度，存在多

种不可控的因素，学生很少和老师进行眼神和动作交流。

作为对外汉语教师，我们应不断提升自身技能，除

讲课能力外，还要求教师具备互联网应用、教学活动设

计、组织管理课堂的能力及解决突发问题的能力等 [4]。

首先要做的是熟练的操作网络教学软件，在课堂中采用

微课、短视频这些有趣的方式，调节课堂气氛，加入游

戏元素、抢答、闯关等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能够有

效的提问与互动；建立学习小组，成员互相监督，分享

经验，及时解答学生疑难，与学生交流尽量多使用汉语，

培养他们的语感。教师可以向学生提供一些网络学习的

资源，如汉语学习网、网上北语、网络孔子学院等，这

些网站科学性高，能满足学生的不同需要，还可以向学

生推荐相关的节目，比如《汉字听写大会》、《汉字英

雄》、《奇妙的汉字》，能够加深对汉字的理解。因为条件

的限制，教师不能时时督促学生，所以学生的自主学习

尤为重要，多样化、趣味化的教学内容、习题、教材可

以帮助教学效果大大提升。线上教学离不开网络教学软

件的支撑，钉钉、腾讯课堂等网络教学软件还有进一步

的发展空间，如对师生交流模式、作业模式、考试模式

的完善，提升软件的性能。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应该积

极补足我国国际中文在线教育的短板，发挥其潜在战略

价值，提高中文国际传播能力，这是挑战，也是机遇 [5]。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汉语在国际交往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进入新世纪，作为中国和其他各国文化交流

的平台，国际中文教育承担着传播中华文化的重任，探

索和深入解决“汉字难”的问题，不仅是语文教学的内

在要求，也是文化传播的需要。汉语承载着中国优秀的

历史文化，学生能说流利的中文是不够的，他们也应该

是一个能够通过不断学习和探索来书写汉字和汉语的学

习者。对外汉语学校教师要不断更新自身的教学理念，

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为我国的国际交流提供

人才。

参考文献：

[1]（汉 ） 许 慎 . 说 文 解 字 注 [M]（. 清 ） 段 玉， 裁

注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 张馨予 . 对外汉语初级汉字课教学设计 [D]. 哈尔滨

师范大学，2021.

[3] 陈枫 . 汉字的文化意蕴与对外汉字教学 [J]. 军事经

济学院学报，2008

[4] 李颖 . 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构建设计——以对外

汉语课程为例 [JJ. 科教文汇（上旬刊）2021（1）：74-75.

[5] 文秋芳，杨佳 . 从新冠疫情下的语言国际教育比

较看国际中文在线教育的战略价值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0（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