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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图解汉字教学法的研究现状及其在泰国初级汉字教学中的应用现状进行了调查。从调查发现,现阶段该教学法的相关研究较少,

已成书作品类型单一,且在泰国汉语教学应用中,存在着使用方式简单,教学范围较小,部分应用图片牵强附会的现象。针对上述现象,通过实验研

究总结出了“扩大推广”“添加动态图片”“改善已有图片”“构造汉字图片库”“合理使用理据”改进方法,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效果。 

[关键词] 图解汉字教学法；初级汉字教学；教学方法新探 

 

汉字与汉语相辅相成,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阶段。目

前有关汉字教学的方法有游戏教学法、笔顺教学法、部件教学法、图

解汉字法等。其中,图解汉字法是众多一线汉语教师最常使用的方法

之一。上海师范大学郭可经教授指出,拼音文字是偏向用大脑左半球

的单脑文字,汉字是大脑左右半球并用的复脑文字。而图片的识别与

记忆,主要是依靠右脑。泰语属于拼音文字,在泰国汉语学习者学习汉

语的初级阶段,教师使用图解汉字教学法不仅能讲解汉字,还能锻炼

泰国汉语学习者运用大脑右半球进行思维的能力。因此,本文将结合

自己在泰教学经历,以及相关调查,对图解汉字教学法在泰国初级汉

字教学中的应用现状进行分析,并通过实践实验努力总结出行之有效

的改进办法。 

1 图解汉字的研究现状 

图解汉字教学法,即在汉字教学过程中,选取常用高频、象形表

意、构字能力强的汉字或部件,融入造字理据、字源知识,用图像、

图形等手段将汉字转码为图示化信息的一种汉字教学法。目前有关

图解汉字教学法的研究资料较少,笔者分别从中国知网、当当网等

几个大型网站,对有关该教学法的论文及书籍进行了统计和调查。

论文统计结果显示,详细讲解的相关论文仅有两篇,其他涉及到该

研究的论文也十分稀少。书籍统计结果显示,运用图解汉字观念进

行出版成书的书籍也不多,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利用图画和象形

字,讲解汉字字义及汉字演变来源,对所讲汉字进行组词,讲解词

意。以《常用汉字图解》和《汉字图解字典》为例,此类书籍约7本。

另一类书籍是利用卡通图片构造汉字字形,讲解汉字的字形及字

义。以《象形有图识字卡》为例,此类书籍数量较多,但收录的汉字

重复率较高。 

通过上述调查发现,有关图解汉字教学法的理论研究甚少,已成

书的作品类型单一,仅有两类,而这两类书籍分布极不均匀,运用象形

字介绍的书籍,收录汉字较多,但形式较少,另一类收录汉字较少,形

式较多。由于这些理论研究较少,可提供给一线汉语教师的理论基础

较为薄弱,因此,笔者针对该教学法在泰国初级汉字教学中的应用情

况进行了调查。 

2 图解汉字教学法在泰国初级汉字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此次调查以问卷调查法为主,辅以访谈法,调查对象为泰国汉语

教师志愿者。此次问卷调查共分发问卷87份,回收87份,无效问卷0份,

有效问卷87份。问卷共有11个问题,主要考察在泰汉语教师对图解汉

字教学法的熟悉情况及使用情况。 

问卷第一部分调查了在泰汉语教师对图解汉字教学法的了解情

况。虽然每位在泰汉语教师都会使用图片作为教学辅助工具,但大部

分教师对图解汉字教学法的了解并不充分,非常了解的教师仅3.45%。

以此为基础,笔者采访了部分在泰汉语教师,他们表示,在教学中会利

用图片进行汉字教学,但不知其名称为“图解汉字教学法”。 

问卷第二部分调查了在泰汉语教师对图解汉字教学法的使用

情况。大部分教师使用的是普通图片,使用含象形字图片的教师数

量最少。同时,教师对图片的使用目的明确,教授字义和字形,仅有

少量教师选择教汉字的演变历程。对比教师在使用图片讲解字义、

字形、演变历程的频率,讲解字义的频率最高,讲解汉字演变历程的

频率最低。 

问卷第三部分调查了教师对图解汉字教学法的主观态度。结果

显示,该教学法广受认可,且十分重要,但仍待进一步的提高。笔者

将教师的意见汇总如下：第一,含象形字的图片便于讲解汉字演变

历程,但是此教学过程在初级阶段难以实施,学生的汉语水平有限,

难以理解相关语言；第二,适合初级阶段学习者的图片较少,且没有

已成型的可供检索的数据库；第三,部分图片在解释汉字时有些牵

强附会,不利于学生理解；第四,随着汉字的演变,许多字义发生了

变化,如果仍用象形字来解释,易使学生产生误解。 

综上,图解汉字教学法在泰国初级汉字教学中已被广泛使用,但

大多数教师在此方面的理论知识储备量较少,教学方式比较单一,仅

从字形、字义及演变过程三个角度进行教学。同时,教师也反馈此方

法在教学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3 图解汉字在教学中的改善 

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经历及调查问卷中教师们提供的建议,针对

图解汉字教学法的特点,提出以下四点改进设计： 

第一,大量推广图解汉字教学法,普及图解汉字教学法的概念。许

多教师现在仍处于使用了图解汉字教学法而不自知的情况,因此,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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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法需要进一步的推广。教师在学习图解汉字教学法理论基础的同

时,也能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针对不同国家学生的特点,完善图解汉

字教学法,使得图解汉字教学法的理论研究部分越来越充实。比如,

在调查问卷中部分教师所提出的“根据学习者不同的年龄阶段和学习

目的,适当调整图解汉字中辅助工具的内容。” 

第二,增添动态图片,扩大图解汉字教学法适用范围。目前教师

们在使用图解汉字教学法时以已有的静态图片为主,基本不存在使

用动态图片的情况,然而,在笔者的调查中,部分教师指出“使用动

画”。也有教师认为部分动词可利用PPT动画效果,让汉字“动”起

来,使学生得到更清晰的理解。 

第三,利用现代多媒体工具,整合运用部件组合方式进行汉字

图解。改善现有教学图片,加强教学表达效果,增添该教学法可教学

内容。现阶段图解汉字教学法的运用以讲解字形和字义为主,部分

教师也用来讲解汉字的演变历程,其他方式用之甚少。但是,部分教

师指出,还可以利用图解汉字教学法进行更多的教学内容,比如教

师们所提到的“利用PPT动画进行笔顺教学”“利用部件拼合法练习

合体字”。笔者对“家”字进行了教学实践,利用两张图片,分别讲

解了“豕”和“宀”。在教学过程中,笔者采取图片制作手段,淡化

原有图片的色彩,插入“豕”和“宀”,使“豕”和“宀”附着在图

片上,使图片的表达效果更加。同时,笔者利用PPT动画,按照笔画出

现的顺序,依次出现笔画,最终成字。在两个部分都教学完毕之后,

笔者将两张图片进行组合,同时将两个部件进行组合,呈现出“家”

字,并进行解释与说明。 

第四,整理现有的教学图片,剔除因汉字演变而产生字义改变的

图片,构造一套能代表现阶段简体字字义且表义明确的汉字图片数据

库。“希望能有汉字字形字义图片库。”“系统性的教学。”“甲级汉字

可以用图解法汇编成册”这些语言都表达了众多教师对一个实用性强

的汉字图片数据库的需求。笔者认为,可以建设一个汉字图片数据库,

每位教师均可投稿,删除重复的图片。再将所有的图片根据汉字分类,

每次使用时由教师自行选择适合学习者的图片。 

第五,合理利用汉字理据,加强教学图片的逻辑性,切勿望形生

义。汉字具有理据,即使大部分理据已经淡化,我们依旧能从简化字

的部件组合中寻找到蛛丝马迹。例如：“尖”,形成尖的形状就得由

大到小；“看”,将手放在眼上远看。在初级汉字教学中,合理使用

理据,可加强图解汉字的逻辑性,使其表现力更丰富。但是,理据也

不可随意使用,特别是不可为了突出字形,而强行使用错误的“理

据”。例如,在讲解“朋”字时,使用两个月亮的图形辅以“天上有

两个月亮”的解释。这样的解释便是错误的“理据”,“天上有两

个月亮”不具逻辑性,且“⺝”即使经过演变,在“朋”字中依旧不

表示“月亮”的含义。正如李俊红所指出的“切勿望形生义。”在

运用图解汉字时,合理使用理据解释汉字结构的来源及含义,可加

强教学效果,错误的使用理据反而会使汉字失去其严谨性。汉语教

师在使用图解汉字教学法时,应把握住字理的使用方式,创造更佳

效果。 

4 结语 

从此次的调查研究发现,虽然图解汉字教学法在泰国初级汉字教

学中使用的频率较高,在教师们使用的方式比较单一,不足以充分利

用该方法在汉字初级阶段教学中的优势。因此,笔者结合教师们的建

议,提出了上述五点改善方案。尽管如此,图解汉字教学法仍需汉语教

师们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与实践,在实践中完善图解汉字教学法,为

初级汉语学习者们提供更多高效、有趣的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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