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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际中文教育的全面开展，汉字教学法的研究也逐渐深入。但对新时期母语识字教学法对国际汉字

教学的影响，缺乏不同角度的讨论。母语识字教学中有许多值得国际汉字教学借鉴的地方。本文首先对

几种有代表性的常用母语识字教学法进行概况分析，并对具有特色的辅助性教学法进行阐述。随后，根

据母语识字教学所体现的科学规律与原则进行分析与概括：1) 遵循教育学规律：循序渐进原则、直观性

原则和巩固性原则；2) 遵循心理学规律：意义识记原则、整体优先原则；3) 遵循汉字本体规律：突出

字形教学、分析汉字有理性；突出汉字教学“音–形–义”“字–词–句–文”“识–写–用”三个维

度间的关系。最后，根据母语教学法体现的规律和原则，探讨其对国际汉字教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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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in an all-round way, the research on Chi-
nese character teaching methods is gradually deepening. However, there is a lack of discussion on 
the influence of mother tongue literacy teaching method on international Chinese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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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in the new era. There are many aspects in the teaching of mother tongue literacy that are 
worthy of reference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At first, this paper makes a general 
analysis of several representative common mother tongue literacy teaching methods and expounds 
the characteristic auxiliary teaching methods. Then, according to the mother tongue literacy teach-
ing embodied in the scientific laws and principles of analysis and summary: 1) Follow the law of 
pedagogy: step by step principle, intuitionistic principle and consolidation principle; 2) Follow the 
laws of psychology: the principle of meaning memorization, the principle of overall priority; 3) Fol-
low the law of Chinese character ontology: highlight the teaching of font and analyze Chinese char-
acters rationally; It highligh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hone-form-mean-
ing”, “word-word-sentence-text”, “cognition-writing-use” in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Finally, ac-
cording to the law and principle of mother tongue teaching method, this paper discusses its enlight-
enment to international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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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汉字是汉语的书面形式和载体，是汉民族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教学是国际中文教育学

科重要组成部分[1]，是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也一直被看作是提高汉语教学效率的重要制约因素[2]。原国

家语委主任许嘉璐教授曾指出：“把对外汉字教学与母语识字教学这两项看来相距甚远的工作沟通起来，

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于双方是有益的”[3]。 
教学法是国际中文教育“三教”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4]，是指在某种教学思想指导下，对一系列固

定且成熟的活动方法、方式、步骤、手段和技术等进行的抽象概括，属于方法论的范畴[5]。汉字教学在

母语识字界被称为“识字教学”，因历史悠久而研究深透，相关研究已经超过千余篇。目前已统计出母

语汉字教学法共 60 余种[6]，被正式确定的有 21 种。不少教学法进行了多年实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果且形成了教学体系，还有配套的教具、学具、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光盘、报刊书籍。值得国际中文

教育领域汉字教学学习和借鉴。 
母语识字教学法在国际汉字教学方面的应用较为广泛。较多学者运用认知心理学理论来探讨汉字教

学问题，如徐子亮[7]、黄卓明[8]、万业馨[9]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探寻和总结汉字的认知规律。一些研究

集中于单一的母语识字教学法在国际汉字教学中的应用，如蔡雯捷[10]对字族文识字法在国际汉语汉字

教学中的运用进行了探讨，时筱婕[11]对韵语识字教学法在国际汉字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针对母语

识字教学法与国际汉字教学法之间的关系及启发，目前仅发现两篇，分别是潘先军以中国小学低年级一

年级的识字教学为参照系来考察国际汉语教学现状并提出相应对策及教学设想[12]。崔永华通过考察中

国儿童识字过程和教学方法，认为国际汉字教学可以借鉴中国母语儿童识字的过程和方法[13]。总体来看，

目前较少有研究从母语识字教学法整体出发，探讨对国际汉字教学的启示。 
本文首先对几种有代表性的常用母语识字教学法进行概况分析，并对具有特色的辅助性教学法进行

阐述。随后，分析概括母语识字教学体现的科学规律与原则。最后，探讨其对国际汉字教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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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母语识字教学法概述 

我们针对较为常见的二十余种母语识字教学法进行了调查，调查范围是国际中文教育领域汉字教材。

采用 3 个标准：1) 2000 年以后出版；2) 在中国知网上被广泛分析；3) 在核心期刊上被研究。综合上述

3 项指标，选出 10 册(套)教材。对这 10 册教材进行调查发现，笔画教学法、部件教学法、字理识字教学

法、分类教学法、字根识字教学法是最为常用的 5 种教学法。而集中识字法、韵语识字法、立体识字教

学法、故事识字法因体现了汉字特色和汉字教学规律，本研究将其视为辅助教学法加以分析 1。 

2.1. 常用汉字教学法及其研究 

根据对母语识字教学法的回顾、及本文作者的专业教学经验、目前教材编写情况和相关研究，对国

际中文教育领域常见汉字教学法分析如下。 

2.1.1. 笔画教学法 
该教学法是最为基础的教学法，包括笔画命名、笔画顺序、笔画组合关系等的教学。运用该法有助

于学生提高汉字书写正确性和认知准确性，促进汉字字形及书写记忆。王汉卫和苏印霞[14]、刘士红[15]
等对笔画教学法的内容和方法进行了深入分析，创制了《对外汉字教学笔画系统表》，研制了笔画价值

效应表，加深了学界对笔画教学的认知。胡敏[16]等学者针对笔画教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设计。 

2.1.2. 部件识字教学法 2 
该教学法按汉字部件和部位名称来分析字形结构进行教学，是运用最为广泛、研究最多的教学法，

包括部件命名、部件结构、部件组合拆分等。最大优点是突破了字形难点，将部件作为汉字分析结构单

位，对构成合体字的部件及其部位用特定名称进行称说。张旺熹[17]、张雪辰[18]等探讨了部件教学法的

应用特点、优势及使用方法。李华、郭昱希[19]等以部件、部首作为研究视角，探索了汉字教学的应用研

究路径。 

2.1.3. 字理识字教学法 3 
字理是指汉字的构字依据和组成规律。字理识字是依据构字规律，运用汉字形音义的关系进行识字

教学的方法。也就是通过对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造字法的分析，运用直观、联想等手

段识记字形，达到识字目的[20]。可细分为象形溯源法、指事分析法、会意拼合法及形声归类法[21]。崔

永华强调部件拆分应尊重字源和造字理据[22]；涂涛构建了“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识字教学体系

[23]；李香平[24]和彭万勇[25]等阐释了其教学内容和方式。刘佳蕾等运用该教学法对汉字微课设计进行

了探索[26]。 

2.1.4. 分类识字教学法 
分类识字法教学是按照特定维度关系提出的教学方法。安子介把常用的 2000 个字按语义场分成十几

类进行教学[27]。分类有多种维度，但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字源或部件分类，如史艺[28]陆佳楠[29]，也有

学者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出发点，提出国际汉字教学的分类，如林季苗[30]。该教学法在少儿汉字教学

中被广泛运用，使用时要充分考虑到每个类别汉字的字频及字形难易度的统一。 

2.1.5. 字根识字教学法 
利用汉语语素构词特点，通过组合语素形成词语，从而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汉字。除常规组词法外，

 

 

110 册(套)教材分别为《体验汉字》(入门篇、提高篇)、《张老师教汉字》《汉字速成课本》《新编汉字津梁》《外国人汉字速成》

《轻松学汉字》《汉字突破》《中国字·认知》《汉字规律》《汉字多米诺》。 
2该识字教学法由河北论州教研室苏静白、沧州市实验小学郝金慧创立。 
3该识字教学由岳阳市教科所贾国均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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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包括“一字开花”、辨字组词、多音字组词等形式。如学完“明”后，可以学习由“明”字组成的词

语(“明白”“明亮”等)，以进一步巩固对“明”字的理解和记忆，并迅速拓展词汇量。学生不仅能够积

累词汇，还能发展语言和思维能力。在识字量相同的情况下，构词能力强的字传输的词语信息大，也更

有利于字–词–句–段–文的学习。郭小磊对字根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以文化为纲、字根为本”

的国际汉字教学之路[31]；张楠对该教学法进行了实验研究，并提炼出该教学法的三大优势[32]。 

2.2. 辅助教学法及其研究 

除上述常用教学法以外，一些符合学习者认知和汉字教学特色的母语识字教学法也可作为辅助教学

法出现在国际汉字教学中。 

2.2.1. 集中识字法 4 
全称为“集中识字·大量阅读·分步习作”。这是一种在全国范围内影响较大且行之有效的母语识

字教学法。运用该识字法，要先打好四个基础，即汉语拼音、基本笔画与笔顺、偏旁部首和基本字。随后

按照汉字规律集中识一批生字，阅读文章巩固生字；再集中识一批生字，读一些文章。通常先学构词能

力强的独体字，再用“基本字带字”方法来归类识字。该法可以概括为“音形义统一，字词句联系，认

读写结合，记比说兼用”。有研究者以海外华裔儿童为教学对象，将形声字与集中识字法相结合并应用

于线上汉字教学[33]。也有研究将其运用于汉语初级阶段辅助教材编写中[34]。目前该识字法在国际中文

教育领域的应用尚不普遍。 

2.2.2. 韵语识字教学法 
该识字教学法是根据汉字韵律特点设计出来的教学法，设计原理是先快速记忆、后理解消化。基于

汉语音节整齐、声韵配合抑扬顿挫的特点，以及字音字义场的优势效应，首先将常用汉字组成常用词语，

然后把这些字词编成句式整齐、富有韵律、短小精悍的韵文。该识字法也被称为“歌谣识字法”或“儿

歌识字法”。有学者分析了该法在汉语教材编写中的运用[35]，研究了该法对于国际汉字教学的启发。 

2.2.3. 立体结构识字法 5 
该教学法运用由几十块按汉字结构特点分割的形似“魔方”的教具和学具字块(整字或部件)，通过

移动或拼合这些字块，生动准确地演示汉字。教具学具可以进行偏旁归类、组词造句、同音字比较、形

近字比较。学生在教师的示范下，动手操作学具感知汉字结构特点。三维的实体教具和学具将传统的汉

字教学由平面变为立体，在教学实践中收到良好教学效果。相关研究有基于小学低年级的教育实验研究

[36]，有基于立体识字构建的教学模式研究[37]。在国际中文教育界尚未见到运用该教学法进行的研究。 

2.2.4. 故事教学法 
该教学运用精心编排的故事短文进行汉字教学。故事是多种汉字信息和资源的整合，在多种故事情

境中帮助学生理解记忆汉字。在故事情境中，汉字及其词语会以多种形式出现。该教学法在低龄学习者

的课堂教学实践中有所运用[21]；李娇[38]和李靖[39]也对故事教学法在母语识字教学中的运用进行了探

讨。 
除上述教学法，还有一些母语识字教学法很有特色。“奇特联想识字法”吸收“奇特联想记忆法”

和“暗示学习法”的研究成果进行快速识字[40] [41]。“快速循环识字教学法”借助意义识记原则，在汉

字音、形、义之间构建联想之网。另外，随着计算机辅助识字教学技术的发展，“双拼计算机辅助识字

 

 

4该识字教学法由辽宁黑山北关实验学校创立。 
5该教学法由中央民族大学赵明德老师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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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多媒体电脑辅助识字法”应运而生。 

3. 母语识字教学体现出的科学原则 

二十余种母语识字教学法尽管视角不同，但充分利用了汉字形、音、义的固有联系，形成了快速、

高效、科学实用的多元识字法，遵循了教育学、心理学、汉字构成及汉字教学的规律[42]。国际中文教育

的学习者多为国外成人，与国内儿童虽有差异，但在心理机制、认知规律等方面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且

两类学习者学习的都是汉字，并通过字词的学习提高汉语水平。因此母语识字教学法取得的成效值得国

际汉字教学借鉴和吸收。 

3.1. 遵循教育学的规律 

3.1.1. 渐进性原则  
语言教学的重要认知规律就是循序渐进，即循着语言自身存在的难易差异排序[43]。学习者的认识是

有序进行的，是由已知到未知的逐渐深化的渐进过程。国际汉字教学应遵循汉字学习的基本规律，循序

渐进地进行教学[13]。识字教学有“序”进行，首先就要尊重学生认知发展特点，理清学习阶段差异[44]。 
笔画教学法和部件教学法针对汉字字形繁难的特点，将笔画和部件作为拐棍、分步骤突破汉字难点。

集中识字法把教学内容分作“笔画–部件–整字–词语–语篇”几个层次。这样由字到词到句到文，学

生学习循序渐进直至完全掌握。 

3.1.2. 直观性原则 
该原则是指在教学实践中通过实物、教具及现代化教学技术手段，利用学生各种感官，为学生正确

理解汉字知识和认知能力创造条件。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指出：一切知识都是从感官的感知开始

的。在可能的范围内，一切事物都应该尽量放在感官的跟前。 
汉字是由笔画、部件组成的，具有很强的可分析性，很适合采用形象化的教学手段。立体结构识字

法正是根据汉字字形特点和教育学直观形象原则设计而成，改变了老师口授的方法，运用按汉字结构分

割好的教具直接演示。学生能迅速理解记忆所学汉字的结构，再通过学具的使用进行组词造句。在可能

的范围内，一切事物都应该尽量放在感官的跟前。字理识字教学法的教育学基础就是让学生通过感官直

接感知具体事物，切实获得物体的表象和概念[45]。 

3.1.3. 巩固性原则 
该原则是指在理解所学内容的基础上，将所学知识和技能牢固地记忆在脑海中以达到熟练的程度，

需要运用时可以及时准确地再现。语言知识与技能的掌握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应做到循环往复、加强

重现、以旧带新、逐步深化、螺旋式提高[46]。 
识字是一种感知和记忆的过程，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感知记忆，使字的音、形、义自然结合起来更

便于记忆。以集中识字法为例，该法识字量大，要求高，因而可以组织多样化的有意义练习，如形近字

和同音字比较、偏旁部件归类。另外，韵语识字也充分发挥了字义场的优势效应，利用汉语的韵律特点

把字词放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使识字和理解世界相结合。各种方法结合使用，可以使所学字词得到充

分复习和重现。 

3.2. 遵循心理学的规律 

3.2.1. 意义识记原则 
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明确理解字词意义才能牢固掌握。字理识记在进行音、义教学的同时，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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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汉字形体由来的分析，使学生对字形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掌握汉字内在联系。学生学习汉

字由开始时的盲目机械识记逐渐发展为以思维活动为主的意义识记，这一过程中他们以特有的方式进行

编码和加工。通过教师对汉字构字特点和规律的讲解，并随着识字量的增加，能够逐步向科学的识记汉

字方向发展。因此，在教学中应根据学生心理特点，有计划地引导学生科学地识记汉字[47]。 

3.2.2. 整体优先原则 
心理学格式塔训练强调经验的整体性。实验证明，汉语非母语学习者学习汉字时是整体性感知，也

就是首先接受整个汉字结构，即思维科学领域所说的“完形”[48]。在教学初期，识记汉字的心理过程大

致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泛化阶段。即对字形结构各组成部分及音形、义三者之间建立模糊联

系的阶段。第二阶段为初步分化阶段。即字形各组成部分及音、形、义三者之间初步建立统一联系的阶

段。第三阶段是精确分化阶段，即形成字形结构各部分及形、音、义三者之间统一而牢固联系的阶段。

由此可见，人们的认知是从“整体到局部”的过程。 
识字教学分析字形时采用综合–分析–综合的思维方式，按整体–部分–整体的程序来进行，正是

符合“整体优先”的原则。部件识字法、字理识字法和立体结构识字法先让学生有一个初步的整体印象，

通过视觉感知字形的大体轮廓，再分解其部件。这样分解字形很符合感知对象对整体性的要求，从整体

的表象进入细节的理解。 

3.3. 遵循汉字本体的规律 

汉字在内部结构方面存在多种规律和密码。汉字依结构分为独体与合体两类，独体字除独立成字外，

大部分可作偏旁、部件。合体字结构分为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包围结构三大类。汉字笔画间存在相交、

相接、相离三种关系。此外，汉字笔顺规则也具有充分完备的特点。从造字原理的角度看，形声字占 90%
以上，且形符和声符仍具有较为良好的表意或表音功能。“以分析形体结构为中心环节的部件教学符合

汉字特点。把部件作为分析汉字结构的单位进行识字教学，表现了对汉字特点的深刻了解”[49]。因此笔

画教学法、部件教学法的设计符合汉字构成规律。 
母语识字基于对汉字本体规律的深刻认识，处理好了三个关系，即“音–形–义”“字–词–句–

文”及“识–写–用”的关系。  

3.3.1. 音–形–义的关系 
清代汉字学家王筠认为，“夫文字之奥，无过形音义三端。而古人之造字也，正名百物，以义为本而

音从之，于是乎有形。后人之识字也，由形以求其音，由音以考其义，而文字之说备”。从现代语言文字

学理论来看，汉字所记录的语素是有音有义的，也是形音义的统一体[50]。如韵语识字法就结合了音形义

的特点，寓识字于韵文的朗读之中。通过认读韵文，记忆汉字形体结构，在语境中联系生活实际识字，

因而可使低龄儿童短时间内认识大量汉字。在探求汉字音形义的过程中，有学者认为应追溯字源，把字

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因此字理教学法也被认为是以音形义为基础的教学法。 

3.3.2. 字–词–句–文关系 
汉字一字多义，要理解字义，必须通过其所组成的词及由词组成的文来学习，即“据词定音、据词

字义”“字不离词，词不离句”[51]。安子介先生曾提出“读句学字”，即在句子中巩固生字(特别是一些

虚字)，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其语法意义。在句段文中，孤立的字词可以传达出完整的意义，变成表达思

想的工具。学生在上下文中体会语境和情景，可以通过实际运用掌握字义和汉语构词规则，并丰富语言

和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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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根教学法具有“以字组词”的功能。汉语以单音节的根词为主，比如学会“电”字后，可以扩展学

习“电视”“电梯”“电话”等词语。陈曦[52]、蔡雯捷[10]、王璐[53]等分析了该教学法的原则、教育学

心理学机制及语言学理论基础等。 

3.3.3. 识–写–用关系 
汉字教学包括识、写、用三个方面，即识字教学、写字教学、用字教学。识字是写字的基础，写字是

对识字的巩固。而用字是运用汉字进行表达，这是汉语教学的最高要求，也是汉字教学的最终目的。只

解决其中一个或两个方面并不算完成汉字教学的任务。母语识字教学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将这三个方面统

一在一起。比如笔画教学法重视汉字笔画的构成、笔画书写的顺序，注重汉字内部细节，以提高汉字书

写的正确性。故事教学法则关注汉字的理解和运用。这些方面结合起来，从识–写–用三个方面合力破

解汉字。 
国际汉字教学在这三个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脱节，因此应该借鉴母语识字教学法。 

4. 母语识字教学体系对国际汉字教学的启示 

基于对母语教学法规律与原则的分析，下面将从汉字结构、汉字记忆及汉字教学对象三个方面探讨

其对国际汉字教学的启示。 

4.1. 汉字结构方面 

4.1.1. 突出字形难点 
充分利用汉字构成规律去指导教学，就会降低汉字教学的难度。在汉字音形义中，字形是突出的难

点。母语识字教学法很多以字形教学为重点，分步掌握字形。笔画教学法、部件教学法均从字形角度予

以突破，集中识字法也是从基本笔画入手，学习笔顺及偏旁部首，再学习基本字。通过“基本字带字”

“形声归类”，利用形声联系和形义联系规律，使音形义结合统一。 

4.1.2. 分析汉字的理性 
汉字是科学型、智能型的文字，汉字造字具有深刻的逻辑性和内在规律，反映出古人对事物的认识，

为后人在识字时提供了充分的理性条件。以形声字为例，随着汉字的演变，形声字所占比例在提高。甲

骨文中形声字只占 30%多，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已超过 90%。这表明，形声是一种富有活力和字理价值

的构字方法[54]。 
字理识字教学的本质特点就是把教学过程变为分析、理解、记忆汉字音、形、义之间联系的过程。

李运富[40]明确指出，世界上唯有汉字有字理，只是不同文字的理据方式不同而已。字理识字法正是遵循

这种规律，充分发展人的联想能力去揭示古人的造字奥妙，使学习者如同掌握了密码一样简单易学。当

然，分类识字、立体结构识字等教学法等也充分挖掘汉字的理据特性。 

4.1.3. 重视识字与阅读的关系 
古人就曾将识字寓于阅读之中，《三字经》《千字文》就是流传广泛的蒙童识字教材。 
有人认为，在国际汉字教学初级阶段，学生学字的负担已经很重，再加上阅读这个包袱，恐怕会不

堪重负。阅读识字讲究生字词的出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在学生头脑中能建立起正确、鲜明的

汉字印象[55]。 
识字教学与阅读教学不是非此即彼，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还可以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给学习者提供

水平适合的有意义的阅读文本，可以在多种语境中提高汉字字形、字音、字义的联系及重现率和使用频

率[13]。学习者可以通过反复感知和逐渐强化音，达到融汇贯通，进而把理解单位由字扩展为词和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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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成句子，从而密切识字和发展语言的关系。韵语识字法、故事教学法等都非常重视阅读教学。 

4.2. 汉字记忆方面 

4.2.1. 充分利用无意识记忆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无意识记忆与有意识记忆相比，记忆负担轻且在大脑中所占的空间少。对于低

龄学习者而言，初级阶段，无意识记忆、机械记忆占有优势；而在随后的学习阶段，意义记忆则明显体

现出优势。也就是说，随着知识经验的不断丰富，言语和思维得到发展，学习者的机械记忆相对减少，

意义记忆日益增强[54]。海内外有很多低龄汉语学习者，因此应充分利用无意识记忆进行汉字教学。 
韵语识字法和故事教学法结合运用时会“上行标拼音，下行拼汉字”，学生会在读拼音时有意无意

间注意到下面的汉字，如果能在多种语境和篇章中见到同一个汉字，久而久之便能产生出“无意识记忆”

的效果。也就是从陌生到有印象，到熟悉再到掌握运用的过程，最终把无意识记忆转化为有意识记忆。 

4.2.2. 充分利用汉字的系联关系 
“系联”即互相贯连，即为两点或者多点之间基于逻辑属性连接起来。汉字系联将汉字置于一个有

意义的网络之中，发掘汉字内在的关联性，从而迅速掌握汉字。具体来说，包括声音系联、形体系联、字

词句系联等多种途径。声音系联体现为同音字、近音字、形声字声旁等的系联，形体系联体现在笔画、

部件、形声字形旁等的系联。字词句系联体现为由字组词，由词连句，由句成文。分类教学法、字根识字

教学法、集中识字教学法等充分运用了汉字的系联关系。 

4.3. 汉字教学对象方面 

当然，在国际汉字教学中借鉴母语识字教学法，要考虑到其适应性和适配度的问题。 

4.3.1. 教学对象的适用范围 
母语识字教学和国际中文教育对象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需对学习者的认知特征差异(如记忆能力、

分析能力)等进行考虑[13]。 
首先，母语识字教学属于第一语言学习范畴，国际汉字教学属于第二语言学习范畴。国内大多数母

语学习者每天沉浸在母语环境中，在没有正式学习汉字之前，已掌握了一些汉字的字音、字义，所以更

应突出字形教学。而国外初学成人学习者对汉字音、形、义均一无所知，在教学初期遇到的困难多一些，

在突出字形的同时，音义教学也要跟上。其次，儿童和成人在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

儿童短时记忆能力强，长时记忆能力差，有一定的归纳推理能力，但演绎推理能力差。成人学习者一般

都接受过一定的基础教育，有较多的知识积累，可以进行概括和归纳，并综合处理语言材料。比较而言，

母语识字更注重从形象性教学入手，而国际汉字教学则可以兼顾运用归纳、演绎和分析等方法综合进行

汉字教学。 

4.3.2. 教学对象的社会环境 
由于国内儿童具备了充分的语言交流环境，所以口语表达能力和听力理解能力已具有良好的基础，

只要在书写上稍加培养，书面表达能力就可有很大提高。“集中识字·大量阅读·分步写作”识字法正是

根据这一特点进行教学的。但这一方法对于初级阶段海外汉语、汉字水平都很低的学习者并不完全适合。 
此外，国内母语学习者身处丰富的汉字文化景观和汉字社会环境。在公共场所，汉字举目皆是；在

家居之内，汉字也触手可及；在网络世界，汉字是唯一的文字媒介。而海外初级阶段汉语学习者的汉字

环境则无法与之相比，至多在唐人街、华人社区可以见到一些汉字。因此，国际汉字学习者更需要综合

运用多种母语识字教学法，将基础知识夯实，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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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结 

本研究系常用母语识字教学法的分类概述及其对国际汉字教学的启示。教学法看起来只是操作上的

技术，但是任何教学法背后都有教学理念、教学理论作为指导理念。新时期国际汉字教学法不仅应融合

原有母语识字法的优点，而且应结合国际汉字教学的特点不断更新，以促进国际中文教育领域汉字教学

进入全新的时代，展示汉字教学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和未来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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