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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留学生随文识宇的教学模式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 骆健飞

一 前人研究综述

对于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 ,特别是对那些母语是拼音文字的欧

生来说 ,汉字无疑是学习初始阶段的
“
拦路虎

”
。汉字难学的问题已经引起了

汉语教学界的研究和讨论。这包括针对对外汉字教学的汉字性质的讨论;利

件作为教学的单位的
“
以部件为纲

”
的教学安排;讨论比较激烈的还有到底是

“

分家
”
还是

“
双轨制

”
的教学模式 ;本世纪 ⒛ 年代以来 ,随着人们对第二语言学

论的重视 ,又出现了一批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汉字教学方法的文章 ,研

习者学习汉字时所用的策略和方法。所有这些研究 ,都是为了解决汉字难学、球抻

的问题。前人的主要研究,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

1.1 关于汉字的性质的讨论

讨论汉字的性质 ,不是单纯的为了汉

总体设计思想而提出的,万业馨(2004)就

个与对外汉语教学各项具体安排相去甚

每一项设计背后都有设计者的指导思想 ,

不清楚 ,又怎么谈得上让学生正确地认识

对外汉字研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

1.2 关于汉字部件教学的研究               |

很多文献指出,在教授留学生学习汉字的时候 ,部件教学的方法比单纯的笔

画、整字记Jlz法要强很多,张旺熹(1990)曾 指出,“汉字的独特性之根本,在于它奶

生成系统与立体结构。我们的部件结构教学 ,力 图利用这个独特性 ,遵循汉字本身

的客观规律,寻找一条汉字教学的有效途径。它的核心在于,在学生熟练掌握了少

量的基本部件的前提下,利用汉字有限的结构规律 ,去认读、书写汉字。我们希望

把
‘
汉字部件结构教学’

作为汉字教学的一个新尝试 ,在教学实践中加以动用,以劫

推动汉字教学方法的改进和教学水平的提高。
”
崔永华(1997),万业馨(200ω 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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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不同层面谈了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一部分研究得到了与此相对的结论 ,尤浩

杰(2003)指 出,非汉字文化圈学习者对高频汉字的加工只经历笔画和整字两个层

次,对低频汉字的加工则经历笔画、部件和整字三个层次 ;施家炜(2000)对初级阶

段非汉字文化圈学习者曾进行过部件教学和笔画教学的对比实验,结果两种教学

方法的差异并不显著。部件教学到底多大程度上能促进学生的汉字学习,我们应

该如何运用这种方法等问题 ,将在本文中详细讨论。

1.3 关于汉字的习得和认知的研究

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已 经逐步从教师如何教转向了学生怎么学的研究。

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更多讨论的是教学方法 ,却没有考虑留学生的实际情况(包

括心理的接受能力 ,习得的自然顺序和内在的习得过程等等)和实际需要 ,这样制

定的教学内容和采用的教学方法就会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对外汉字研究也

不例外,我们希望通过分析学生的习得和认知机制,来进一步指导教师如何安羽0汉

字教学内容和进度等。

1.4 关于对外汉字教学研究

如何把理论研究落实到实际教学中是我们的研究的目标,也是最终的落脚点。

让学生掌握多少汉字 ,掌握到什么程度,如何确定汉字教学的理想方案,以及如何

编写汉字教材等问题 ,在各种文献中也有不少的讨论 ,在文章中也会通过实例进行

展示。

总体来说 ,对外汉字教学研究 ,由 于研究时间不长,研究角度不同,很可能在某

些方面、某些观点上会出现冲突的现象 ,这篇文章也就是建立在梳理对外汉字教学

研究的基础上,以初级阶段留学生实际教学中的一个教学单元为例 ,详细探讨如何

设计对外汉字的教学课程,以期为对外汉字教学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思路。

二 初级留学生汉字教学的课堂设计

对于初级非华裔留学生来说 ,本文认为,根据课文中实际出现的汉字进行设计

和操练,是比较有效的方法,本文以《成功之路》系列教材的
“
起步篇 (1)”①中的第

八课为例 ,来说明如何进行对外汉字教学的课堂设计。

这一课的教学内容主要是
“
有

”
字句和方位词的教学 ,主要生词有:房间、里

边、外边、上边、桌子、椅子、书架、柜子、把、墙、左边、右边、旁边、下边、中间等,课文

① 邱军 :《 成功之路——起步篇(1)》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zOOs年版,第 69-77页 。本教材供零起点

留学生使用 ,每课书约学习 4课时,因 此 ,本书的第八课属于初级汉语教学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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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主要是 |

(D这是山本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书轵
和一个柜子。墙上有一张中国地图。桌子上有一本书、一个本子和一支韫 .

⋯⋯左边是⋯⋯,右边是⋯⋯

面对这些教学内容,我们设计了如下 9个环节,对其中的汉字进行教学和涮|

练,以期让学生们能完全掌握教师指定的重点生字。

2.1 导入环节

在课堂开始时,我们先用听写的方式 ,检查学生是否已经记住前课指定的脞

字。然后老师拿出已学过的简单独体汉字,这些独体汉字恰好是本课部分生字岱

备的造字成分,如在第八课以前 ,学生已学过
“
日
”
、
“
木

”
、
“
大

”
等汉字 ,而本课的生

字中,桌 、椅、架、间、柜等字 ,都用到了上述的造字部分 ,因此 ,对这些汉字的复习。

既可以让学生回忆起已学过的部分汉字 ,又可以自然地引人本课教学。教师可采剁
“
空书

”
的方法 ,引 导学生记忆这几个部件的具体写法。教师具体教写这几个部仵o

一笔一画地板书,注意一边板书一边读出笔画的名称,同时要求学生在练习本上
跟写。

2.2 认读本课生词及汉字

从这一环节开始 ,正式进人新课生字的学习环节。教师可以将本课生词(只培
汉字,不带拼音)打在 PPT上 (或做在字卡、备用黑板上均可),带领学生认读 ,并要

求学生单独认读。具体操作方式可以通过幻灯闪现每个生字 ,让学生认读 ;也可以

通过集中出现生字 ,然后教师要求学生认读指定的生字。

认读后,教师要求学生找出哪些生字中包含刚才写过的三个部件 ,即
“
日

`“
木

”
、
“
大

”
。教师可以在幻灯片上把这些部首用其他颜色标识出来。

2。 3 教写本课中一定要掌握的汉字

由于我们上面展示的生词和课文中,生字量比较大,因此,这种随文识字的教

学方法中,教师应该对教学材料中的生字进行选择,选择那些当前必须学会的汉字
进行教学 ,而对于一些不常用字 ,可以放到以后的教学中再进行处理,这样一来可
以让留学生缓解汉字学习的压力 ,另外也可以突出教学重点和难点。相对于本课 ,

我们认为,可 以挑出如下 10个汉字进行重点教学:房、桌、把、椅、架、柜、墙、左、

右、旁。

具体的教学步骤可以分为 :

第一 ,教师在黑板上画出田字格(最好在课前准备好 ,或者找专门画有田字格



的备用黑板)。

第二,教师在第一个田字格中书写第一笔,按照汉字书写的笔顺 ,后面的田字
格中依次增加笔画 ,最后一个田字格中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汉字。每一个汉字的教
写过程均遵循上述原则。

第三,教师在教写汉字时要读出笔画,并要求学生在练习本上跟写。一个汉字
教写完毕后 ,根据该汉字的复杂程度留出适当的时间,让学生自己练习。

第四,教写完毕后 ,教师通过幻灯片中出示
“
房、旁

”
两个已写过的形近字,引 导

学生辨别其中的差别。

2?4 部首学习环节

先把学生学过的有同样部首的汉字呈现给学生,如前课曾经出现
“
楼

”
、
“
校

”
等

带有
“
木字旁

”
的汉字,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复习这两个字 ,并提醒汉字意义。这两个

汉字包含了一个重要的偏旁部首
“
木字旁

”
。教师可采用

“
空书

”
的方法,引导学生

记忆这个部首的具体写法。

在此基础上 ,教师具体教写这个偏旁部首。一笔一画地板书,注意一边板书一
边读出笔画的名称 ,同时要求学生在练习本上跟写。然后展示本课所学习的几个
生字,让学生们指认哪些生字同样具有这个部首 ,教师带领学生学习,并在学习之
后稍加总结这个部首的大致意义 ,可 以用简单的语言进行概括,如

“
related to

订eeF等较为浅显的语言,让学生先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初级留学生随文识宇的教学模式研究

2.5 汉字书写活动

教师可以先用已学过的汉字造几个句子,如 :

(2ω 我的椅子在桌子旁边。
(2b)大卫的书在哪儿?

(2⊙ 大卫的书在书架上。
(2Φ 这是我和大卫的房间。
(2Θ 我的床在左边,大卫的床在右边。
(2D我 有一把椅子。

教师通过幻灯片出示上述句子 ,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 ,限时让小组成员共同把
刚刚写过的汉字挑出来 ,并派代表写到黑板上。看看哪组找出来的最多,而且写得
又对。

2.6 字组认读环节

教师先准各如下字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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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 的房间、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一本书、在左边、在右边、薤

旁边、汉语书、英语书、在中间、宿舍楼旁边、学校里边⋯⋯

教师通过幻灯片闪现上述短语(只有汉字,不带拼音),让学生认读 ,为之后更

大的认读单元做准备。教师要让每个学生都将上述短语认读一遍。

2.7 连字成词、连词成句的练习

教师先准备如下更长的字组或句子 :

(40这是我的房间。

(4b)我 的房间里有一张床。

(4⊙ 墙上有一张中国地图。

(40我 的床在左边,大卫的床在右边。

(4Θ 床在桌子旁边。

(4f)桌 子上有什么?

(4g)桌 子上有书、本子和笔。

(4h)桌子上没有词典。

(4i)大卫的书都在书架上。

(妁)汉语书在上边,英语书在下边。

(40词典在中间。

教师通过幻灯片闪现上述小句(只有汉字,不带拼音),让学生认读 ,为之后的

课文认读做准备。教学组织方式可以选择全班学生齐认读后个别学生认读 ,个别

学生认读后全班齐认读 ,男 生齐认读后全班齐认读 ,女生齐认读后全班齐认读等.

总之要达到充分操练的程度。

2.8 快速阅读并回答 问题

教师可以根据重点汉字,编写较为短小的文章,如 :

(5)这是我和大卫的房间。我们的房间里有两张床、两个桌子、四把椅

子、一个书架和一个柜子。我的床在左边,大卫的床在右边。我们的桌子在床

旁边,椅子在床旁边,我 有两个椅子,大 卫有两把椅子。大卫的桌子上有一张

中国地图和三本书,我 的桌子上有一本词典和五支笔。我的桌子上没有书,

我的书都在书架上,上边是英语书,下边是汉语书。

教师可以采取将小短文打在幻灯片页面上,让学生阅读 ;也可以采取把小短文

打印出来分发给学生 ,让学生阅读。具体的操作时间可以分配为:阅读 ,限时 2分

钟;读后回答问题 ,限时 3分钟;教师订正答案,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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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总结、布置作业

在本课的书写、认读环节全部结束后 ,教师要对本课的教学重点进行
`总

结,再

给学生们呈现本课的重点生字,让学生复述 ,要求学生在课下要对重点生词、生字
都有所掌握 ,并对教师规定的十个必须掌握的字进行重点复习,保证能在第二天完
成听写任务 ,正确、流利地写出这些汉字。

通过回顾对外汉字教学研究的历史 ,可 以发现 ,汉字教学已经越来越受到汉语
教学界的重视 ,出 现了很多研究成果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有价值的新的东西 ,也尝

丬编写了一些专门练习汉字技能的教材和辅导书 ,辅助汉字教学。

本文通过一个个案的分析 ,讨论了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如何从引人汉
字模块、讲解汉字的基本规则和构字的基本精神 ,从基本笔画 ,到独体字 ,再到合体
字 ,每一个环节如何进行充分的讲解和练习 ,引 导学生循序渐进的学习,扎扎实实
的打好基础。在讲课时努力把字和词的教学结合起来 ,做到有意义的练习,达到最
佳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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