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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初级阶段留学生汉字书写教学策略 
◆林小燕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浙江杭州  311231） 

 
摘要：汉字数量繁多，形体结构复杂，初级阶段的留学生书写起来很困
难，汉字书写能力普遍较低，偏误情况较为复杂。目前，对外汉语课堂
的汉字书写教学，没有引起汉语教师的足够重视。本文为对外汉语汉字
书写教学提出了可参考的教学建议，已期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总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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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汉语的书写符号，是记录汉语的工具，是中华文化的
重要载体。留学生除了学习用汉语进行听、说、读之外，最重要
的一项就是学习汉字的书写。正确规范地书写汉字，养成良好的
汉字书写习惯，是留学生汉语学习的基本任务。在对外汉语教学
中，汉字书写教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初级汉语水平的留学生，接触的汉字少，对汉字的结构只是
粗浅地了解；对汉字笔画、部件的认识还很模糊；汉字书写的偏
误较多。初级阶段留学生常常将汉字设想为图画，对汉字字形随
意进行改造，不按照笔顺书写。一些留学生深受母语拼音文字的
影响，同时对汉字笔画又不了解，造成笔画误添或遗漏。有的留
学生根据自己的主观性对汉字部件结构进行变换，经常产生部件
缺失或增添的现象。初级阶段的留学生汉字书写存在着很多问
题，且偏误情况较为复杂，对外汉语教师常为此感到困扰。 

一、汉字本身的原因 
汉字是属于表意体系的方块语素文字，由“横、竖、撇、捺、

钩、点、提”等笔画构成的汉字，与由二三十个字母按一定规律
单向线性排列起来的拼音文字相比，有着天壤之别。汉字笔画多
样、结构错综复杂，对于没有任何汉字背景的留学生来说，汉字
如同一幅幅画，像一堆杂乱的线条搅在一起。汉字数量繁多，初
级阶段的留学生认识的汉字太少，所学汉字的结构简单，无法掌
握汉字的结构规律。汉字中形似字、同音字多，难于区别。所以，
书写汉字无疑是留学生学习汉语初期遇到的主要困难之一。 

二、教学不当的原因 
目前的留学生课程一般没有设置独立的汉字书写课，留学生

的汉字书写附带在综合课程中随文识字。汉字书写的内容基本与
综合课同步，例如往往从你好、谢谢等汉字开始学习书写，而有
些是书写比较复杂的汉字，让初级阶段的留学生感觉到书写汉字
很有难度，尤其是母语非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容易产生恐惧和
畏难情绪。 

汉语教师教留学生书写汉字，主要方法是让留学生跟着老师
依样画葫芦，死记硬背，留学生感到既乏味又困难，容易失去兴
趣和信心。初级阶段的留学生很少有喜欢写汉字的，尤其是欧美
及非洲学生，他们宁愿选择逃避，或者不写，或是用写拼音代替
汉字，汉字书写往往成为他们学习汉语的障碍。如何让留学生爱
上书写汉字，是需要对外汉语教师努力解决的问题。 

一、加强独体字书写示范，引导留学生掌握汉字结构和书写
规则 

母语非汉字文化圈的初级阶段留学生，看到汉字与他们的母
语文字完全不同，会产生恐惧心理，丧失汉字书写的信心。因此，
教师在进行书写教学时，首先选择字形简单，笔画少且使用频率
比较高独体字。教师应引导留学生区分母语文字和汉字结构的差
异，加深对汉字的认识，形成系统的汉字概念，为合体字的教学
打好基础。 

教师在示范书写汉字时，要讲清楚汉字的结构，让留学生树
立汉字结构观，不让他们形成汉字是图画的观念。初级阶段的留
学生最好借助田字格来学好写汉字。首先让留学生观察田字格中
生字的结构，观察各部分的大小、高矮、宽窄，明确各部分构字
部件在田字格中所占的比例和准确的位置。留学生了有了整体的
认识后，再一笔一划地书写。 

教师要注重汉字书写规则的正确示范。留学生开始书写汉字
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笔画、笔顺正确，间架结构合理。教师直
观、形象的示范，让留学生感觉到一个个复杂的汉字是怎样书写
出来的，能引导留学生把握汉字特点和书写规则。留学生写汉字

常常不使用正常的握笔手势，他们往往攥着笔，跟作图一样，把
纸来回转着写。所以留学生书写汉字时，教师也要观察留学生的
写字习惯，包括写字或握笔的姿势是否正确，发现留学生写字姿
势不对，要及时纠正，让留学生养成正确的写字姿势和良好的写
字习惯。 

二、结合汉字文化，提高留学生汉字书写的水平 
汉字形体结构的特点和形体结构的艺术变化，在汉语表达中

形成了汉字的文化现象。对外汉语教师要利用汉字的这种文化功
能，激发留学生书写汉字的兴趣。 

汉字的象形表意功能，使它在汉语表达中产生了大量的形容
词汇，例如：田字格、米字旗、国字脸、十字路口等。这些利用
字形产生的形容词，在日常描述中起到了非常形象生动的沟通效
果，能引起留学生浓厚的兴趣，加深对汉字形体的印象，减少书
写的偏误。汉字象形结构的组合，给留学生识记汉字带来一定的
帮助，如双木为“林”，三木为“森”，三人为“众”等。利用这
一方法还可以区分同音词，如“立早章、弓长张”。 

三、采用多种形式，激发留学生书写汉字的兴趣 
教师应采用多种形象直观的教学手段，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

情景，变抽象字符为直观形象，变枯燥的写字为趣味的活动，努
力使留学生乐于动笔，喜欢上写汉字。 

教师可以巧妙假设，把汉字人格化。引导留学生把字看作人，
一个部件一个笔画就可看作人的肢体，如：“立”字“丶”像头，
“一”像肩，“丷”像脚，“一”像地面。头正肩平，双脚并拢，
立于地上……教师边示范书写边演示，把抽象的书写符号变得生
动、形象。如果是象形字，可引导留学生观察字和图，如“山”、
“伞”等字，通过字和图的对比，产生联想，发现其中的规律。
用这种方法记住汉字字形，留学生书写时错误率就会大量降低。 

通过有趣味的汉字游戏，帮助留学生区分形近字、了解汉字
结构。如加减法：添一笔变新字、加两点变个字、三笔成字；找
字中字；猜字谜；拆字、组字等。通过游戏，留学生区分清楚形
近字的差别、汉字的结构等，减少留学生汉字书写的偏误。 

定期举行留学生规范汉字书写比赛，为了营造气氛，可以邀
请中国学生一起参加汉字书写比赛。鼓励留学生积极参加校外的
学生汉字书写比赛，通过训练，参加比赛，提高留学生汉字书写
水平。 

在课堂中营造更好的书写汉字氛围。这种良好氛围的创设，
对留学生写好汉字的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可以采用自评、互评、
教师评价等方式。建立奖励机制，对书写正确规范的都要及时鼓
励。如此一来，留学生写汉字的兴趣就调动起来了。 

初级汉语水平的留学生，接触汉字的时间短，识字量少，对
笔画、部件的学习和认识不够深刻，对他们来说书写汉字是一件
枯燥无味的事情。教师要利用汉字具有形体上的可视性特点和文
化功能，教学时必须想方设法调动起留学生书写汉字的兴趣。留
学生能够正确、规范地书写汉字，是提高汉语交际能力的基础，
是我们对外汉语教师的重要任务。只要对外汉语教师通过不断的
教学实践，总结出留学生汉字书写教学的方法，留学生的汉字书
写水平一定能得到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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