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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中文教育作为面向海外母语非汉语者的中文教学，不

仅是一种以中文教育为核心的培养活动，更是我国教育“走出去”的

重要媒介。因此，在日常的教学中，要充分利用国际学生中文学习的

特点，遵循汉字构字规律，激发国际学生中文学习的兴趣，运用联想

记忆、创造中文语境等多种策略，提升国际中文学生识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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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汉字特点提升国际中文学生识字能力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东洲校区   季海燕 

语言是文化文明的重要载体，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国际

中文教育作为面向海外母语非汉语者的中文教学，不仅是一种以中文

教育为核心的培养活动，更是我国教育“走出去”的重要媒介，而且

对于塑造和展现国家形象、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具有重要意

义。 

一、国际学生中文学习的特点 

国际学生中文学习的特点因学生所属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背景、教

育体系、语言习惯等因素而异，但也有一些共性的特征。以下是对国

际学生中文学习特点的归纳： 

1.文化背景多样性 

国际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拥有各自独特的文化背景和语

言习惯。这种多样性使得他们在学习中文时可能受到母语、文化习俗、

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影响，从而表现出不同的学习特点和难点。 

2.学习动机多样性 

国际学生学习中文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可能是出于学术需求、

职业发展、文化交流等目的。不同的学习动机会影响他们的学习态度

和投入程度，从而影响学习效果。例如，出于职业需求的学生可能更

注重实用性和口语交流能力的提升，而出于文化交流目的的学生则可

能更注重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体验。 

3．语言难点共性 

汉字学习：汉字是中文学习的难点之一，其复杂的结构和笔画顺

序对国际学生来说是一大挑战。他们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来记忆和书写汉字。 

声调掌握：中文的四个声调对国际学生来说也是一个难点。不同

的声调可能代表不同的意义，因此准确掌握声调对于理解和运用中文



至关重要。 

语法差异：中文的语法结构与许多国际学生的母语存在差异，这

可能导致他们在理解和运用中文时出现困难。 

4．学习方式差异 

（1）自主学习：一些国际学生可能习惯于自主学习，喜欢通过

自学或在线课程来学习中文。他们可能更注重学习资源的多样性和灵

活性。 

（2）课堂互动：另一些国际学生则可能更喜欢在课堂环境中学

习，通过师生互动和同学间的交流来提升中文水平。他们可能更注重

课堂氛围和教学效果。 

5．具体国别特点 

（1）欧美学生：欧美学生通常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喜

欢在课堂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他们可能更注重口语交流和实践

能力的提升，对汉字书写和语法结构的掌握可能相对较弱。 

（2）亚洲汉字文化圈学生：如日韩学生，他们由于文化背景和

语言习惯与中文相近，可能在汉字学习和语法理解方面具有一定的优

势。然而，他们也可能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影响，在发音和声调掌握方

面出现困难。 

6．学习策略和方法的多样性 

国际学生在学习中文时可能会采用不同的学习策略和方法。一些

学生可能更注重记忆和背诵，通过大量练习来巩固所学知识；而另一

些学生则可能更注重理解和应用，通过实际交流和阅读来提升自己的

中文水平。 

综上所述，国际学生中文学习特点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教师应

根据学生的文化背景、学习动机、语言难点和学习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策略，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同时，教

师还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互动和实践活动，提高他们的中文水平



和学习兴趣。 

二、汉字构字规律 

汉字作为中文的书写形式，其构字规律是汉字学习和书写的基础。

以下是汉字构字的一些主要规律： 

1．基本笔画与变形 

汉字由八种基本笔画构成，这些笔画在不同汉字中会有多种变形，

但万变不离其宗。掌握这些基本笔画及其变形，是写好汉字的基础。 

2．独体字与合体字 

独体字：多为单独形体，由基本笔画直接构成，如“王”、“井”、

“天”、“木”等。这类字多为一些简单的象形字和指事字，占格时

字形舒张，四平八稳，重心与格子中心吻合，主笔多与轴线重合或平

行。 

3．合体字的构字规律 

合体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字或偏旁部首组合而成。合体

字根据部件的组合方式，又分为上下结构、上中下结构、左右结构、

左中右结构、品字结构（三叠字）、半包围结构和全包围结构等。 

（1）间距相等规律：在合体字中，相同笔画或相同部件之间的

间距往往相等，以保持字形的均衡和美观。如“三”、“川”、“州”

等字中的横画或竖画间距相等。 

（2）主笔突出规律：在合体字中，通常有一个或几个笔画作为

主笔，起到支撑和平衡整个字的作用。如“丰”字的横画，“合”字

的撇捺等。 

（3）长画缩短规律：在合体字中，为了保持字形的紧凑和美观，

一些长笔画会缩短或变形。如“玩”字的底部横画缩短，“此”字的

捺画变成点。 

（4）高低错位规律：合体字中，左右或上下结构的部件有时会

形成高低错位的布局，以增加字形的动感和变化。如“抨”字的左右



部分，“秆”字的上下部分。 

（5）包围结构规律：包围结构的合体字，如全包围、半包围等，

其内部部件通常被外部部件所包围，形成一定的空间布局。如“国”

字的全包围结构，“麻”字的半包围结构。 

（6）章法安排规律：在书写合体字时，还需要注意字与字之间

的间距、行间距以及整体布局的协调。这涉及到书法中的章法安排规

律，如字间距相等、繁字应大、简字应小等。 

4．特殊部件与变形 

汉字中还有一些特殊部件和变形规律，如“宝盖头”、“四点底”、

“木字底”等，这些部件在汉字中的位置和形态往往具有一定的规律

性。掌握这些特殊部件和变形规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记忆汉字。 

综上所述，汉字的构字规律涉及基本笔画、独体字与合体字、合

体字的构字规律以及特殊部件与变形等多个方面。掌握这些规律对于

提高汉字书写水平、理解汉字结构和文化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三、遵循汉字规律，激发识字兴趣 

（一）借助游戏激趣，调动识字兴趣 

（1）编儿歌识字 

儿歌深受学生的喜爱，文字简练，通俗易懂，琅琅上口，易读好

记。“人”“入”“八”这三个字学生总是爱写错。在学习中就编成

小儿歌，撇下写捺是“人”，撇上写捺是“入”，撇、捺分开是“八”。

让学生一边说儿歌一边做动作，极大调动了学习汉字的积极性。《小

青蛙》这课带“青”的生字学生不易区分，在学习时就编成小儿歌，

借助儿歌来识记，有水方说清，有日天气晴。有言去邀请，有心情意

浓。有目是眼睛，有虫是蜻蜓。学生一边读儿歌，一边做动作，不费

吹灰之力学生便记住了这些汉字。因此，把教材中的不易区分的生字

编成儿歌，学生乐学、感兴趣。 

（2）故事激趣识字 



学生爱听故事，听故事会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而且他们

对老师有着很强的信任感和依赖性，所以听老师讲故事是他们最感兴

趣的事。因此，在识字教学中，我们可以用讲故事的形式，把学生引

入到教学的内容中去，教师的语言要生动、形象，故事情节要与教材

内容相符合，这样，“讲故事”的形式就能起到特别好的激趣效果。

在教学“看”字时，我给学生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古代的时候，有

一家人卖香油为生，这家的爸爸每天都要挑担去卖香油，傍晚才会回

来，每天他家的小女孩就到山坡上去向远处望，随着老师手摆在眼睛

的上面，做出向远处眺望的姿势，边做姿势嘴里边说：“看看爸爸回

来没有？”学生也随着做。这样，调动了学生学习“看”字的兴趣，

将很难记住的字形一下子就记在心理，轻易突破了识字的难点。 

（3）游戏激趣识字 

低年级学生都喜欢游戏，引导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游戏中识字，寓

教于乐会对识字产生浓厚的兴趣。在识字教学时，教师将活泼的游戏

带进课堂。如：猜字谜游戏，禾：一个小孩外戴帽，一横一竖来报到，

向左伸一脚，向右伸一脚。教师根据字形特点创编谜面，学生猜谜底，

学生猜谜的过程实际上是识记字形的过程，这种识记不同于机械识记，

是在积极的思维活动中记忆，印象深刻。逐渐教师鼓励学生开动脑筋，

观察字谜，展开联想，和同学合作或者独自创编字谜，让大家来猜，

学生看到同学猜出或者猜不出自己的字谜都会开心地大笑，因为他感

受到了一种成功的喜悦。游戏还有很多种，开火车游戏，找朋友游戏，

教师可以根据需要设计各种找朋友的情境，可以找形近字，可以为字

组词，还可以找偏旁等等。可以极大地调动学生识字的兴趣 

（二）了解汉字文化，增强识字兴趣 

（1）追根溯源，字理识字 

字理识字是依据汉字的造字规律和造字理据进行识字教学。要抓

住汉字的本质特点，运用字理识字，对汉字进行追根溯源，让学生知



道汉字背后的故事，体会中国汉字的文化底蕴。 

如象形字：按照物体的样子画出来的。如“木”，最初画的就是

一棵叶子掉光只剩树干的树。 指事字：指出这个事物的重点所在。

如“，刃”，就是一把刀上加一 点，那个点就是特别指出这把刀的

刀刃很锋利。 会意字：看到这个字，就能知道他表达的意思。如“，

休”，画的就是 一个人靠着大树休息。 形声字一个字由多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形旁，表示它的意义，一部分是声旁，表示它的读音。 

追根溯源，字理识字，析形索义，因义记形，可以让学生更加深

刻地理解汉字，感受汉字本身所蕴藏的文化内涵，潜移默化受到汉字

文化的熏陶。 

（2）巧编字谜，趣味识字 

字谜识字，既充满趣味性又有一定的挑战性，更易激发低年级小

学生的识字兴趣，提高识字教学效率。低年级学生注意力集中时间短，

字谜识字也可以有效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如：乖：乘人不备（拆字法）。俄：先人后己。乃：后起之秀（特

指法）。碍：砸左边，得右边（拆拼法）。翠：刘邦闻之喜，刘备闻

之悲（会意拼字法）。 

用猜字谜的方式帮助学生识字，能较好地增强学生的形象思维能

力，让学生感受到中国文字特有的魅力。教师在教学中，既可以自编

字迷，也可以利用网络、书籍等资源搜集一些适合学生学习的字谜，

还可以启发学生自己编字谜，让他们感受到创作的乐趣，激发学生对

汉字的热爱之情。 

（3）结合历史，故事识字 

中国流传着许多经典的传统故事，故事中蕴含着各种道理和美德。

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特点将传统文化中的历史故事渗透到识字教学中。

例如学习生字“让”时，可以引出“孔融让梨”这个历史典故。通过

故事，学生对“让”的基本字义的理解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同时学习



到人物身上的传统美德。学字知史，学字明理，识字中不断进行美德

熏陶，汉字的文化意蕴也将深深根植于学生之心。 

四、国际学生中文学习汉字的方法和策略 

国际学生在学习中文汉字时，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和策略来提高学

习效果。以下是一些建议： 

1．基础学习 

掌握汉语拼音：汉语拼音是汉字发音的基础，通过掌握汉语拼音，

国际学生可以更准确地发音，从而更容易记住汉字。 

了解汉字结构：汉字由笔画和部首组成，了解汉字的结构有助于

国际学生更好地记忆和书写汉字。可以从简单的独体字开始，逐步过

渡到复杂的合体字。 

2．学习方法 

制作汉字卡片：将汉字及其对应的拼音、释义和例句写在卡片上，

方便随时复习和记忆。这种方法可以帮助国际学生巩固所学汉字，并

加深理解。 

利用多媒体资源：利用手机、平板电脑等多媒体设备，可以下载

汉字学习 App、观看汉字教学视频或参与在线汉字练习。这些资源通

常具有丰富的互动性和趣味性，能够激发国际学生的学习兴趣。 

结合实物学习：将汉字与实物联系起来，通过实物来记忆汉字。

例如，在学习“苹果”这个汉字时，可以拿一个苹果实物来辅助教学，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记忆。 

3．练习与巩固 

多写多练：通过反复练习书写汉字，可以加深对汉字的记忆和理

解。国际学生可以使用汉字练习册、写字簿等工具进行书写训练。 

阅读中文材料：阅读中文书籍、文章或绘本等，可以帮助国际学

生接触更多的汉字和词汇。同时，通过阅读还可以了解中国的文化和

社会背景，提高语言运用能力。 



参加语言实践活动：参加中文角、语言交换活动或中文演讲比赛

等，可以提供实际的语言练习机会和反馈。这些活动有助于国际学生

提高口语表达能力和自信心。 

4．学习策略 

制定学习计划：明确学习目标和方法，制定合理的学习时间表。

这有助于保持学习的动力和热情，避免拖延和懒散。 

联想记忆：将汉字与具体的事物、形象或故事联系起来，帮助记

忆。例如，可以通过联想来记忆汉字的笔画顺序和部首位置等。 

创造中文语境：尽量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中文进行交流，如与家人、

朋友或同学用中文对话、写中文日记等。这有助于培养国际学生的中

文思维能力和语感。 

5．注意事项 

保持耐心和毅力：学习汉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持续的努力

和耐心。国际学生应该保持积极的态度和信心，面对困难时不轻易放

弃。 

注重实践应用：学习汉字不仅仅是为了记忆和书写，更重要的是

为了在实际交流中运用。因此，国际学生应该注重实践应用，将所学

汉字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综上所述，国际学生在学习中文汉字时，可以从基础学习、学习

方法、练习与巩固、学习策略以及注意事项等方面入手，采用多种方

法和策略来提高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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