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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教学实践,发现泰国华裔与非华裔学生书写特征存在的差异。对泰国华裔与非华裔学生汉字书写特征的差异进行调查。分析调查

结果,从接触频率、拆分部件能力、畏难情绪三个维度,找出泰国华裔学生汉字学习的优势,并尝试将这些优势合理运用到对外汉字教学中,对泰

国汉字教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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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对外汉语教学开始,汉字教学一直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个重难点,

并处于发展状态。泰国学生对汉字的书写规律和汉字形体结构没有正确的

认知,他们在感知汉字时本能地以对泰文字的认知为基础,而泰文字属于

拼音文字,字母书写十分简单,与汉字相差甚远,无论是字形结构,还是书

写顺序,都没有可借鉴之处(李闻梅2013)
[1]
。泰国不少汉语教师长期以来

都是将汉字教学作为课堂教学的从属,在教学环节中所占比重很小(吴水

发2016)
[2]
。 

泰国华裔学生和非华裔学生在汉字学习中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曹丹

莹2016)
[3]
。基于前人研究基础,笔者以公立学校宋卡王子大学附属中学

为例,找出华裔学生汉字书写特点,将一些可操练的元素,运用在对外汉

字教学中。 

1 华裔与非华裔学生汉字书写特征差异调查 

1.1发现问题 

本人从实践教学中发现问题,该校初中二年级学生有约50%为华裔学

生,华裔学生在学习汉语方面有着较为明显的优势,尤其在汉字书写方面,

这种优势更加突出。 

学生的作业是反映学生学习效果的最直接、最有价值的资料。本文所

搜集的偏误预料来自初级泰国学生从2017年10月1日到2017年12月1日的

听写作业,累计13200个汉字。在提取偏误的汉字时,笔者采用拍照的方式,

然后再按照偏误类型进行整理和归类。发现华裔与非华裔学生偏误类型的

差异有以下几种： 

1.1.1镜像错位的差异 

此类偏误的字有“庆”“号”“母”“亲”“乐”“好”,镜像错位偏误人

数统计中,华裔学生占比5%,非华裔占比20%。 

1.1.2笔画组合偏误的差异 

学生的基本笔画的偏误主要体现在,例如：将“猜”字的偏旁写为提

手旁,“母亲、童、祝”的“丶”写成短横。“母亲、童、祝”的“丶”的

偏误。学生的组合笔画的偏误表现为：(1)将组合笔画拆分为基本笔画,例

如：“号、第”竖折折钩被拆写,“童”字被拆写为“立、田、土”；(2)将

基本笔画组合成错误的笔画,例如：“国”字方框一笔成形,“祝”字丨丶连

写为一笔等。笔画组合偏误华裔学生占比5%,非华裔学生占比37.4%,总体

来看华裔学生出错的次数较非华裔的少。 

1.1.3笔画关系偏误的差异 

非华裔对相接的笔画出现较多的偏误,横竖的相接会出现较明显的相

交部分。比如“国”字,方框四角会不同程度外延,类似情况还有“母”字。

华裔学生没有这类问题。 

1.1.4合体字拆分偏误的差异 

学生听写使用的是无拼音格无田字方格纸,听写中出现将1个合体

字分写在两个方格里的现象,其中3%为华裔背景学生,42%为非华裔背景

学生。 

1.2提出假设 

根据对华裔与非华裔学生偏误类型的整理和归类,关于华裔学生与非

华裔学生汉字书写差异,提出以下三个假设：(1)假设“华裔”学生较“非

华裔”学生更多接触汉字；(2)假设“华裔”学生较“非华裔”学生更易

拆分汉字部件；(3)假设“华裔”学生较“非华裔”学生更少对汉字的畏

难情绪。 

1.3验证假设 

1.3.1问卷设计 

本文设计的问卷调查旨在找出,并分析出差异存在的原因。该问卷共

27题,题目包括以下三个方面该问卷调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汉字敏感

度的差异；(2)对汉字的认识(笔画、结构)差异；(3)对汉字畏难情绪的差

异。由于初级汉语学习者汉语水平有限,该问卷已翻译成泰语,并允许学生

对看不懂的题目进行现场提问。 

1.3.2调查对象的选取 

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本人以宋卡王子大学附属中学三个常规班为调查

对象,共计110人,发出问卷110份,收回有效问卷110份。经问卷调查,110

人中48人是华裔,62人为非华裔,录入电脑后随机删除7份非华裔学生问卷,

最终参与结果分析的问卷调查为：华裔学生48份,非华裔48份。他们均具

有初级以上汉语水平,学习汉语时间不完全相同。 

2 华裔与非华裔学生汉字书写特征差异分析 

2.1汉字敏感度差异分析 

华裔和非华裔学生对汉字的最初认识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这是由汉字

本身决定的。但华裔学生受到家庭的影响,在他们的记忆中有观看家庭成

员书写汉字的经历,这对后来他们对汉字的学习提供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华裔学生对汉字的敏感程度高于非华裔学生,这对华

裔学生书写汉字有着积极促进的影响。 

2.2对汉字的认识差异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关于汉字的结构意识和笔顺意识,华裔学生和非华裔

学生的差别不大,无论是华裔还是非华裔学生都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可以分

辨出它们结构的不同。但对于简单表意偏旁华裔学生的分辨力高于非华裔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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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对待汉字的态度差异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在使用社交网络和中国人聊天时,对键入语言的

倾向。结果表明,接近半数的学生(华裔和非华裔)都对拼音有较强的依赖

心理。对于已经学过汉语的泰国学生,无论是华裔还是非华裔,都对汉字有

一定的回避情绪,无较大差异。 

2.4得出结论 

根据调查结果的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学生对汉字的敏感度越

高,越有利于汉字的学习；第二,学生对汉字的畏难情绪越弱,越有助于汉

字的学习；第三,学生对汉字的拆分能力越强,汉字学习效率越高。 

3 调查结果对汉字教学的启示 

基于以上结论,笔者整理出对汉字教学的启示如下： 

3.1培养学生对汉字的敏感度 

华裔和非华裔学生对汉字敏感度的差别主要来自家庭环境因素,这种

因素是潜在的、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在课堂教学中可以作为辅助教学手

段,培养学生对汉字的敏感度。比如,丰富家庭作业的形式,找出今天你在

电视上看到的汉字并标注拼音和意义。此类教学手段可起到辅助作用。 

3.2弱化学生对汉字的畏难情绪 

3.2.1设计汉字听写梯度评分标准 

洛克定律指出：当目标既是未来指向的,又是富有挑战性的时候,它便

是最有效的。基于“跳一跳,够得着”的理论基础,设计汉字听写梯度评分

标准,比如,在听写生词“快乐”时： 
泰语(1 分) 拼音(2 分) 汉字(3 分) 得分

学生 A (√) kuaìlle(×) 快牛(×) 1 分

学生 B (√) kuàilè(√) 快牛(×) 2 分

学生 C (√) kuàilè(√) 快乐(√) 3 分

学生 D 无 无 快乐(√) 3 分  

教师在批阅时选择最优答案给分,避免学生零得分打击学生积极性。

学生为了获得更高的分数,更愿意书写汉字。社会学习理论的创始人班杜

拉(AlbertBandura)指出自我效能感越高,教师和学生设定的目标就越高,

他们致力于这些目标的可能性就越强。学生从“无从下手”到尝试书写,

实现了自我效能感,从而增强了学习动机。 

3.2.2鼓励学生的汉字进行书写表达 

教师的纠错行为会引发学生对写作的畏惧感,挫伤其学习汉字的积极

性(董蓓菲2006)
[4]
。因此,在汉字教学中教师应以鼓励和容忍为主,鼓励学

生写汉语日记,不会写的生词可用图画的方式表达。教师可通过类似的教

学手段,弱化学生的畏难情绪。 

3.3提高学生的拆字能力 

3.3.1笔画教学方面 

箭头标注书写方向解决镜像错位。汉字教学在遵循汉字几何性质的基

础上加强字形的书写训练是汉字教学中的首要任务(施正宇1998)
[5]
,镜像

错位出现的笔画都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如“丶”的方向、“勾”的方向、“撇

捺”的方向。泰语的书写也是具有一定方向性的,泰国幼儿在学习写泰字

时,也是通过箭头标注方向的形式进行学习。先以泰文书写方向特点为例,

再采用箭头标注书写方向引导学生书写汉字。 

类比数笔画解决笔画组合偏误。在教学中可以通过类比数笔画解决笔

画组合的偏误,帮助学生记忆。 

端点标注解决笔画关系偏误。“连点成线”早先是人们对天上星星的

想象,每一个星座都是依照连接若干个星星而形成的图形所想象出来的。

这一方法较多用于学前儿童的绘画学习。在汉字教学中,引导学生观察笔

画间的位置关系,确定笔画的起点和终点,并连点成线。该方法可有效地解

决学生汉字书写中的笔画关系偏误。 

3.3.2部件教学方面 

类比泰字结构掌握汉字结构。建立泰国学生的汉字结构意识,把汉

字分成若干个简单的部件,化繁为简。泰语由声母、韵母和声调组成,在

这三种元素排列的时候,它们的排列和汉字有相似处,即“平面排列”,

例如： (一个部分)对应汉字的独体字； (左右两个部分)对应汉字

的左右结构； (上下两个部分)对应汉字的上下结构； (左中右

三个部分)对应汉字的左中右结构。 

抄写合体字训练拆字能力。汉字词的字形信息先激活,接着是字义

信息的激活,最后是语音信息的激活(陈宝国、彭聃龄2001)
[6]
。设计限

时抄写合体字的课堂游戏,学生可以在短时内拆分复杂合体字并抄写,

对学生建立自信心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心理上有利于课文生词的书

写训练。 

观察记忆法代替机械抄写记忆法。“回忆默写法”利用学习者原有认

知结构对汉字进行结构分析和部件熟悉性的判别分析,使学习者对看到的

汉字有了更清楚的了解和更准确的认识(柳燕梅,江新,2003)
[7]
。本人拟将

“回忆默写法”改名为“观察记忆法”,突出学生观察分析汉字的过程。

在课堂上通过多媒体设备发出指令：“观察→回忆→书写→再观察→再书

写→再观察”,引导学生自我监控,记忆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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