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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性发展，汉字教学已经成为沙特阿拉伯的重要教育热

点。在目前沙特阿拉伯的许多高校中都开设有专业的汉字学习课程，且分成初级

汉语学习、中级汉语学习以及高级汉语学习三个等级。近几年，随着沙特国王大

学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汉语教学也成为沙特国王大学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范畴。

而汉字教学作为汉语教学的核心内容，是引导学习者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拓展其

汉语知识文化视野、丰富其汉字词汇量的关键性途径。因此，在本文研究中重点

分析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的现状以及存在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旨在为提高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水平创设良好的条件。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以沙特国王大学的 53 名初级汉语学习者为调

研对象，对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现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目前沙特国王大学汉

字教学来说，其中还存在着学生缺乏良好学习观念、教师教学方法有待优化以及

教学基础设施不完善的问题。导致这些偏误的原因是汉字本体结构复杂，数量庞

大、对汉字符号体系掌握不足、母语负迁移的影响、汉字音近字、同音字、形近

字较多、学生对汉字的认知问题、学生缺乏良好的汉字学习观、汉字教学基础设

施不完善。在对前面教学现状和汉字书写偏误原因基础之上，本文提出相对应的

解决措施，具体的措施为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汉字学习观念、优化教师的教学方

法并完善相应的基础设施。本论文通过对沙特国王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

学问题进行研究，可以为沙特国王大学今后的汉字教学发展与改革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汉字书写；汉字学习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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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ducation hotspot in Saudi Arabia. At present, many 

universities in Saudi Arabia offer professional Chinese character learning courses, 

which ar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elementary Chinese learning, intermediate Chinese 

learning and advanced Chinese learning.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t King Saud University, Chinese teaching has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t King Saud University. 

As the core content of Chinese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is a key way to 

guide learners to lear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xpand their Chinese knowledge and 

culture vision, and enrich their Chinese character vocabulary. Therefore, in this study, 

the focus i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at King Saud University, and attempts to propos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iming to create good conditions for improving the level of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at King Saud University. 

This study use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o analyze the status quo of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at King Saud University with 53 elementary Chinese learners from 

King Saud Univers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students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at King Saud University. Good learning concepts, 

teachers’ teaching methods need to be optimized, and the teaching infrastructure is not 

perfect. The reasons for these errors are the complex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the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insufficient grasp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system, the influence of the negative transfer of the mother tongue, the improper 

learning attitude of some students, and the relatively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similar sounds and shape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causes of errors 

in writing Chinese characters, this article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he 

specific measures are to guide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good learning concept of Chinese 

characters, optimize teachers' teaching methods and improve corresponding 

infrastructure. This thesis researches o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t King Saud University, which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in King 

Saud Universit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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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沙特阿拉伯国王大学（King Saud University）沙特阿拉伯最高学府、又称利

雅德大学。建于 1957 年。设有 8 个学院，以培养各方面高级人才为宗旨，尤以

伊斯兰教教育占重要地位。《古兰经》等伊斯兰教经籍为必修课。招收一定数量

的女生，但与男生分区学习。国王大学是沙特阿拉伯最古老和最有名望的大学之

一，位于首都利雅得，前身是绍德国王于 1957 年建立的利雅得大学。沙特国王

大学是沙特第一个非完全致力于教授宗教科目的大学。1982 年正式更名。其建

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沙特缺乏技术工人的状况。该校有 7 万在校生，其中

5000 名为博士和硕士生。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个难点。对于沙特学

生来说，每个汉字都是一幅图画，信息含量巨大，规律无从把握，而且将音、形、

义三者结合起来掌握。阿拉伯语属于非汉字文化圈，对于初级阶段沙特学生而言，

汉字是一套完全奇怪的书写符号系统，在认读、识记和书写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难

点，这一点在沙特学习者身上表现尤为突出。例如，在现如今沙特国王大学的对

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环节中，在教学方面呈现出一些不足，特别是在汉字偏

误方面，还有许多学生并不能充分掌握汉字的基础性特征以及学习规则。基于此，

如何优化沙特国王大学的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这已经成为重点。 

在本文研究中，笔者希望通过对沙特国王大学汉字书写偏误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归纳整理学生汉字书写偏误类型，把握汉字教学的难点及成因；针对这些问

题，提出一些适合沙特学生的汉字教学建议。在此基础上，希望能够对解决沙特

国王大学汉字教学难题、提高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的质量以及提高沙特学生学

习汉字能力等能有所帮助，也希望能够通过对汉字教学的改变，从而促进沙特学

生尽快掌握学习汉字的方法，提高汉语水平，为沙特阿拉伯和中国的友好交流做

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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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文通过对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现状以及存在问题的研究，分别从学生层

面、教师层面以及学校层面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措施，从而进一步完善沙特国王大

学汉字教学体系。 

1.2.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目前，在学术界研究中关于汉字教学的研究内容比较丰富，许多学者对泰国

汉字教学、韩国汉字教学等进行研究。但关于沙特阿拉伯汉字教学的研究内容是

空白。因此，本文选择沙特国王大学为研究对象，对其汉字教学问题进行研究，

可以丰富汉字教学研究，使教学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2）实践意义 

随着沙特国王大学汉语教学的不断发展，汉字教学已经成为汉语教学的核心

内容，汉字教学是培养学生良好汉语核心素养的重要中介。而在现如今沙特国王

大学汉字教学中，或多或少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本文重点调查和分析沙特国王大

学汉字教学现状与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措施，旨在为沙特国王大学汉

字教学发展提供一定的指导性建议。 

1.3 研究综述 

关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的相关文献研究，目前集中于两个方面。一

方面，是关于汉字特征以及基本性质的研究，这是了解学习者汉语学习需求的关

键；另一方面，是关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方法与模式的研究。在本文研

究中对相关内容进行总结与归纳，具体内容如下。 

1.3.1 对汉字特征的研究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发展过程中，其核心在于充分掌握各种汉字的

基本特征，因此，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内容往往集中于汉字形态、语音以

及语义方面。 

（1）关于汉字字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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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国家文字相比较，汉字字形存在着特殊性，这是引导外国学生掌握汉

字的关键性途径，同时也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中面临着的主要困境。在

初级阶段的汉字教学中，字形往往被放置在首要位置。对汉字的整体形体特征进

行明确分辨，仍然是高级汉字学习中的关键性内容。目前，有关汉字的字形研究

内容集中于笔画、部件以及整字三个方面，笔画属于汉字字形的最小与常见单位，

只有充分掌握汉字笔画，才能更好的学习各种汉字。在现阶段的学术界研究中，

有许多学者对汉字字形进行系统性研究，且研究内容富有良好的理论意义和实践

意义。 

例如，学者 Sun Peijian Paul（2021）对现行汉字的笔画进行名称与类别研究，

其调查研究结果证实，在现有的汉字笔画体系中存在着种类、名称二者缺乏规范

性的问题，大众对于汉字笔顺规则、笔画变化规律缺乏科学掌握。不管是在对内

汉字教学还是对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来说，其效率都可能会深受该问题的

影响。学者 Leixin Su,Zhu Zeng（2015）在研究中对汉字的笔画进行整体性研究，

立足于对外汉语的基础性教学需求，也对汉字笔形展开研究。学者 Michael Li

（2020 采集丰富的汉字字例，结合汉字构形研究其对于笔顺规则的重要影响。

在研究中提出：均衡性为汉字笔顺的关键性依据，而部件属于汉字的基本构字单

位，也是汉字发展中处于第二级的构形单位，其介于笔画、整字二者之间。 

（2）关于汉字字音的研究 

随着近几年汉字教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学者对汉字“字音”进行系统

性研究。从专业发展角度来说，汉字属于一种语素音节的文字，其音节代表为声

符，与很多国家汉字做比较可以得出，汉字最大的区别为其中的近音字、同音字

比较丰富。且这些同音字、近音字通常都被界定为形近字族，与字形存在着明显

的不同。只有明确其语音特征，才能在对外汉语教学发展中不断增强教学效果。

在现代化汉语言体系中，形声字比较常见，且往往用形旁来表示，对于汉字核心

意义的区分往往来源于“声旁提示读音”。 

Zhu Zeng（2015）从字音角度出发，研究母语非汉语的大学生学习情况，调

查这些大学生对于汉字字音的认知情况。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的结论：第一，对于

母语非汉语的大学生而言，其在汉字字音的认知方面，大多存在着对声母进行先

加工然后加工韵母的问题。第二，随着汉字组呈现时间的缩短，大学生对于汉字

组的音部判断存在着认知反应迅速的特征。所以，在汉字教学环节中，广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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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着重关注语音教学，对提高声母发音和韵母发音的科学性及准确性。Yan 

Liu,Yingjuan Tang（2015）对汉字字音进行分析，并阐述泰国留学生汉字字音教

学问题。其认为，汉字字音是留学生学习汉语并掌握汉语的基础，提高学生对汉

字字音的掌握能力，势在必行。董秀梅（2020）阐述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

中的字音教学困境，并就如何改善字音教学模式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建议。 

（3）关于汉字字义的研究 

通过观察汉字构形的基本特征，其中较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其主要依据为字义，

其将汉字形体内部的蕴藏信息充分体现出来，在汉字学习过程中通过对构形、构

意进行分析，可以充分掌握汉字的基本字形，这种做法存在着良好的合理性与科

学性。对于现代汉字发展来说，其主体为形声字，因此，在现如今的汉字教学过

程中，其教学内容应当集中于形旁的发展规律与主要表征意义。在现有的学术界

研究中，有学者通过统计得出，形声字和汉字意义密切相关，存在着明显相关性

的汉字比例为 85.93%。在研究中通过对汉字偏旁表义性进行研究得出，其可以

让学习者的汉字学习难度有所降低。学者关莹（2015）在研究中对“形声字的形

符”展开系统性研究，最终得出去下结论：只有立足于一定的标准，才可以对形

符义、字义进行界定，也就是形符表义并非独立的，其存在着良好的系统性。郝

瑜鑫（2020）认为，中国汉字属于表意性文字，在千年发展以及持续性的文字改

革中，实现了繁体义到简体字的跨越，如果仅仅从汉字表面出发去对其字义进行

研究，对于广大研究者带来一定的困难。蒋拓（2019）立足于汉字字义视野，对

构建相应的教学网状结构，这可以改善现代汉语的教学模式，对对外汉语教学而

言非常重要。李彦菲（2020）从词义引申的方式和现代汉语字形与字义的关系角

度出发,研究汉字字义的网状结构，是其研究的创新点所在。 

1.3.2 对汉字教学模式及方法的研究 

一直以来，在学术界研究过程中，关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的内容比

较丰富，且深受广大学者的关注，但如何从汉字的特征与基本规律出发，并采取

可行性比较强的教学方式来突破汉字学习难关，从而提高外国学习者的学习效率，

让其在汉字学习过程中乘风破浪，这是现如今研究的重点。 

（1）关于汉字教学模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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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学者在研究中对汉字教学模式进行科学分析，本文在梳理现有研究资料

的基础上，可以将汉字教学模式总结为如下的几点：第一，为“先语后文”；第二，

是“语文并进”；第三，“汉字拼音交叉教学”；第四，“单独的听说读写教学”。这

些教学模式各有利弊，但关于教学模式研究价值，仍然比较突出。学者梁意民在

研究中对汉字部件进行特征分析，并充分探讨对外汉字的重要性。且在对外汉语

教学中的汉字教学研究的持续性发展下，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模式已经从

汉字教学自身逐步转移到更加广泛的研究内容上来，有许多学者对对外汉语教学

中的汉字教学体系中的“语”、“文”关系进行深层次分析，其存在着良好的参考价

值。同时，也对研究语言内部的技能关系提供有效条件。在研究学习者汉字掌握

能力、汉字教学内容的过程中，汉字能力基础性构成也成为现有研究的重中之重。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汉字类似于记号文字、音符以及意符，因此从这个方面出发

对“汉字能力”进行科学界定，往往就是通过汉字来准确记录各项信息并表达个体

掌握的一项基本能力。 

如刘景（2020）阐述，对外汉语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

环节。但是，在其重要性方面往往被忽略。就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的一些难点及相

应的策略进行分析，希望对对外汉语汉字教学工作者提供一些参考。李玉洁（2020）

在研究中通过案例分析方法阐述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存在的问题如师生

互动性不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薄弱、对汉字字形结构掌握不精准等。基于此，

对于今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而言，应当侧重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通过师生互动以强化学生对汉字字形结构的了解。李敏（2020）认为，在对外汉

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环节中，应当逐步优化教学模式。如可以将传统文化应用于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领域中，大力传播传统文化。通过对汉字进行结构拆

解，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深入了解汉字结构；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的贯彻传统

文化。李琬玲,鲁修红（2020）通过对泰国部分高校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模

式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之后，提出相应的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策略，这可

以更好的优化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模式。 

（2）关于汉字教学方法的研究 

目前，关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方法的研究，也成为现有学术界研究

中的重要焦点。例如，学者刘海波（2019）在研究中对泰国大学生的汉字学习状

况展开系统性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汉字教学方法。其在研究中围绕泰国大学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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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汉字课程开设的必要性，密切联系大学生的学习特征，制定出一整套完善的汉

字教学模式。在研究中，主要调研样本为泰国某大学，其通过研究得出，在对外

汉字教学中必须要树立因材施教的理念，对学习者进行分阶段管理。严格遵循循

序渐进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提高学习者的学习能力。李丹丹（2019）在研究中提

出：一直以来，汉字教学都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核心内容，汉字教学也存在着很多

问题。对于学习者来说，汉字是学习汉语、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性途径，只

有充分掌握汉字，才能更好的培养汉字学习者的听、说、读、写能力。由于学习

者存在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在汉字学习过程中面临着许多跨文化问题。所以，

在研究过程中立足于现有的跨文化视野，对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的基本现

状进行分析，然后结合跨文化环境下汉字学习难点，制定出相对应的对外汉语教

学中的汉字教学方案和计划。孟小湉（2020）结合汉字字形、汉字的结构规则与

汉字的形近字等内容，对留学生汉字学习过程中存在着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

希望可以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模式发展提供相应的价值。其通过研究提

出如下的建议：第一，需要准确把握汉字的整体性形体特征；第二，需要密切联

系汉字文化开展课堂教学活动；第二，需要加强对学习者认读、书写能力的培养。 

1.3.3 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在目前的学术界研究中，关于汉字基本属性与特征、对外汉语教

学中的汉字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等的研究内容比较丰富。在研究范围上，关于对

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的研究内容正处于持续性扩充和丰富的状态中，越来越

多学者围绕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的核心内容进行分析。但现有研究也存在

着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对沙特阿拉伯地区高等院校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

的研究内容相对空白，在各大数据库中很难检索到类似的课题研究资料。因此，

本文在充分借鉴现有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对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的现状与存在

问题进行分析，旨在为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指导性意义，

对实现汉字教学目标尤为重要。 

1.4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1.4.1 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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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梳理并归纳关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的相关文献，提出论文研

究背景、研究目的及意义、研究思路以及研究方法等。第二部分通过问卷调查方

法，以沙特国王大学的 53 名初级汉语学习者为调研对象，对沙特国王大学汉字

教学现状进行分析。第三部分对沙特国王大学学生汉字书写偏误进行分析，分成

从笔画偏误、部件偏误以及整体偏误三个方面出发进行研究，并对引起这些偏误

的原因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对沙特国王大学汉字偏误原因探究。第五部分对沙特

国王大学汉字教学的建议。第六部分对本论文研究内容进行总结。 

1.4.2 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 

为了更了解沙特国王大学汉语学习者对汉字教学的认识以及在汉字教学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等，本文借助问卷的形式对学生展开调查。在本文研究中对沙特

国王大学处于初级汉语学习阶段的 53 名学习者进行问卷调查，通过问卷调查充

分掌握沙特国王大学当下的汉字教学情况。 

（2）语料统计分析法 

通过收集沙特国王大学汉语系专业近 2017-2020 年来 130 名学生的考试试

卷。以学生答题所书写的汉字为分析对象，对语料中学生汉字总字数和书写偏

误字数进行统计整理，并分析沙特国王大学学生汉字书写偏误类型及造成这些

偏误的可能原因 。 

（3）访谈法 

汉语教师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活动中的施教者，沙特学生是对外汉

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活动中的学习者，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这两大参与主体对外汉

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最有发言权。因此，本文在研究开展过程中与对外汉语教师

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交谈，了解了他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等。通过与 4 名对外汉语

教师的沟通与交流，进一步总结出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存在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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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现状调查与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汉语教学已经被推广到沙特阿拉伯地区。

而在汉语教学中，汉字教学扮演着关键性角色。汉字教学的根本目标在于结合最

新的课程标准，以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进而拓展其知识文化视野，培养学

生的汉语言学习兴趣。但随着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的逐步发展，在汉字教学中

逐渐呈现出一些问题。因此，在本文研究中为充分调查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现

状，对沙特国王大学的 53 名初级汉语学习者进行问卷调查。 

2.1 调查目的 

调查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的基本现状，全方位调查汉字教学的一些基本特

征，进而总结出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存在着的优势与不足，为优化其汉字教学

提供一定的条件。 

2.2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沙特国王大学的学生，所有调查对象都处于初级汉语学习阶段，

共计调查对象 53 名，这 53 名调查对象都属于男性，汉语达到初级水平，且学习

汉语的时间大多超过 10 个月，他们的母语都是阿拉伯语。 

2.3 调查过程 

面向 55 名沙特国王大学初级汉语学习者发放调查问卷，共计回收有效调查

问卷 53 份，问卷回收的有效率等于 96.3％。利用 Excel 对回收回来的有效调查

问卷进行统计与分析，对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的发展情况进行系统性评估。 

2.4 对调查内容的介绍 

本次调查中主要调查沙特国王大学学生对汉字学习的兴趣、对汉字学习必要

性的认识、汉字学习难度、汉字学习能力、汉字学习问题、汉字教学情况以及学

生的汉字认读能力等 

2.5 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2.5.1 对汉字学习兴趣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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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沙特国王大学学生对汉字学习兴趣的调查 

1：1.89% 

2：1.89% 

3：13.21% 

4： 28.3% 

5：54.72% 

53 1-5 分表示（非常不喜欢--非常喜欢） 

1 非常不喜欢 

2 不喜欢 

3 一般 

4 喜欢 

5 非常喜欢 

你是否喜欢中文？ 

 

1： 3.77% 

2：11.32% 

3：11.32% 

4：24.53% 

5：49.06% 

53 1-5 分表示（非常不感兴趣--非常感兴趣） 

1 非常不感兴趣 

2 不感兴趣 

3 一般 

4 感兴趣 

5 非常感兴趣 

您对汉字感兴趣

吗？ 

 

对于汉字学习来说，需要学生对汉字具有强烈的学习兴趣与热情。目前的学

术界研究中，有许多学者认为，当学习者对某一种语言充满趣味性并表示出强烈

兴趣时，他们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比较强。结合表 2.1 的相关数

据可以得出，在对于中文的喜欢程度调查方面，在沙特国王大学中，有 1.89％的

学生为非常不喜欢，有 1.89％的学生为不喜欢，有 13.21％的学生为一般，有 28.3％

的学生为喜欢，有 54.72％的学生为非常喜欢。由此可见，在沙特国王大学汉字

教学过程中，许多学生对汉字的喜欢程度比较强，他们对汉字充满着强烈的学习

兴趣。而在对汉字感兴趣情况的调查方面，有 3.77％为非常不感兴趣，有 11.32％

为不感兴趣，有 11.32％为一般，有 24.53％为感兴趣，有 49.06％为非常不感兴

趣。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到，大多数沙特国王大学学生对汉字比较感兴趣，而只有

少部分学生对汉字不感兴趣。从总体性情况上来看，大多数沙特国王大学学生都

喜欢中文且对汉字充满兴趣，这对于提高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而言，重要性比较

突出，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良好的汉字学习能力。 

2.5.2 对汉字学习必要性的调查 

表 2-2 沙特国王大学学生对汉字学习必要性的调查 

1：3.77% 

2：5.66% 

3：13.21% 

4：11.32% 

5：66.04% 

53 1-5 分表示（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2 不同意 

3 一般 

4 同意 

您认为汉字必须学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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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非常同意 

根据表 2.2 的调查结果，在问题“你认为汉字必须学吗？”调查中，有 3.77％

的学生表示非常不同意，有 5.66％的学生表示不同意，有 13.21％的学生表示一

般，有 11.32％的学生表示同意，有 66.04％的学生表示非常同意。由此可见，随

着社会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汉语文化已经被广泛传播到很多国家与地区。对

于沙特国王大学来说，大多数学生认为学习汉字非常有必要。这充分说明学生对

汉字学习重要性的认识比较深刻和全面，他们深知学习汉字的重要价值。 

2.5.3 对汉字学习难度的调查 

表 2-3 沙特国王大学学生汉字学习难度的调查 

1. 79.25% 

2. 24.53% 

53 1. 认读 

2. 书写 

您认为汉字哪部分

最简单？ 

1. 11% 

2. 89% 

53 1. 读 

2. 写 

  

对您来说汉字的

听、说、读、写哪方

面最简单？ 

1. 43.4% 

2. 7.55% 

3. 9.43% 

4. 50.9% 

53 1. 读 

2. 写  

对您来说汉字的

听，说，读，写哪方

面最难？ 

汉字学习过程相对复杂，往往涉及到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但在读写教

学过程中，不同的学习者对学习难度的认识也存在着差异性。根据上述调查可以

得出，有 79.25％的学生认为认读最简单，而 24.53％的学生认为书写最简单。大

多数学生认为汉字的认读最简单，可以反映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沙特国王大学学

生在汉字学习过程中，在书写方面往往比较困难，且学生的整体性书写能力没有

认读能力强。为进一步了解学生学习汉字的难度情况，将汉字学习过程分解成读、

写两个方面，其中，有 74％认为读最简单，有 26％认为写最简单。关于汉字学

习过程，沙特国王大学学生对汉字学习难度的认识存在着差异性，这种差异与学

生个人学习能力、汉字知识接受能力、学习方法、学习兴趣等存在着密切关系。

而在最难调查方面，有 11％认为读最难，有 89％认为写最难。从难度数据表现

可以明显看到，有很多学生认为汉字书写是最难的，说明在汉字教学过程中，学

生对汉字写的掌握不是非常全面，而教师则需要将汉字写放在教学的重要位置上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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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对汉字教学情况的调查 

表 2-4 对汉字教学情况的调查 

1: 50.94％ 

2: 49.06％ 

53 1. 学过 

2. 没学过 

 

您经过专业的汉字

笔画学习吗？ 

1：56.6% 

2：43.4% 

53 1. 老师演示 

2. 自己练习 

您在学习汉字时，

您觉得教师演示或

自己练习哪种方法

对您来说更重要？ 

1: 66.04% 

2: 20.75% 

3: 20.75% 

4: 41.51% 

53 1. 跟着教师练习 

2. 跟着课本练习 

3．听写 

4.  对话 

 

 

跟着教师练习、课

本练习、听写、在

对话中练习，这四

种方法哪种对您学

习汉字最有效？

（多项选择题） 

1: 47.17% 

2: 67.92% 

3: 20.75% 

4: 30.19% 

5: 1.89% 

53 1. 利用黑板板书 

2. 利用电脑指导 

3. 采取听写方法 

4. 对汉字进行部件拆解 

5. 其他 

 

上课时，您的老师

如何教汉字？（多

项选择题） 

   汉字笔画在汉字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性比较突出，对于沙特国王大学学生学习

汉字来说，有 50.94％的学生学习过笔画，有 49.06％的学生没有学习过笔画。由

此可见，学习过笔画和没有学习过笔画的学生基本上各占一半，关于汉字笔画教

学，仍然是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的重点。而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有 56.6％的

学生认识教师演示最重要，有 43.4％的学生认为自己练习最重要。不管是对于教

师演示还是学生自己练习来说，其都可以让学生学习到一定的汉字知识。为充分

调查学生学习汉字的实际情况，也对学生认为有效的方法进行调查，其中，有

66.04％认为跟着教师学习最有效，有 20.75％认为跟着课本练习最有效，有 20.25％

认为听写最有效，有 41.51％认为对话最有效。从数据调查结果可以明显看到，

大多数学生认为跟着教师学习的效果最为突出，这也进一步证明教师在汉字学习

中的关键性地位。对于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方法来说，有 47.17％的教师采取

黑板教学方法，有 67.92％的教师采取电脑教学方法，有 20.75％的教师采取听写

教学方法，有 30.19％的教师采取汉字部位拆解教学方法，有 1.89％的教师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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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教学方法。很明显，在黑板上开展板书教学活动或者直接利用电脑进行汉字

教学，这已经成为沙特国王大学教师进行汉字教学的常用方法。 

2.5.5 对汉字学习能力的调查 

表 2-5 沙特国王大学学生的汉字学习能力调查 

1： 71.7% 

2： 28.3% 

53 1．是 

2. 否 

您平时在课后自觉

学习汉字吗？ 

1： 7.55% 

2： 26.42% 

3： 39.62% 

4： 11.32% 

5： 15.09% 

 

53 1-5 分表示（能力非常不好--能力非常好） 

1．能力非常不好 

2．不能 

3．一般 

4．能 

5．能力非常好 

现在，在没有拼音

时， 

在课外活动时间是否可以自觉学习汉字，将成为影响学生汉字学习能力的重

要因素之一。根据表 2-5 的相关数据可以得出，在课外，有 71.7％的学生自觉学

习汉字，有 28.3％的学生没有自觉学习汉字。可以明显看到，虽然大多数学生在

课外可以自觉学习汉字，但仍然还有一部分学生在课外缺乏汉字学习的积极性与

热情。而在没有拼音的条件下对沙特国王大学学生的汉字拼读能力进行调查可以

得出，有 7.55％非常不能认读汉字，有 26.42％不能认读汉字，有 39.62％认为一

般，有 11.32％能认读汉字，有 15.09％非常能认读汉字。在脱离拼音的情况下，

还有一部分学生不能认读汉字，说明当下沙特国王大学学生的汉字认读能力相对

薄弱，没有拼音，很多学生就不能认读汉字。 

2.5.6 对汉字学习问题的调查 

表 2-6 沙特国王大学学生学习汉字问题的调查 

1： 0% 

2： 1.89% 

3： 1.89% 

4：22.64% 

5：73.58% 

53 1-5 分表示（完全没有帮助—完全有帮

助） 

1 完全没有帮助 

2 没有帮助 

3 一般 

4 有帮助 

5 完全有帮助 

您认为阅读有助

于学习汉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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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3.96% 

2： 28.3% 

3：79.25% 

4： 7.55% 

5： 1.89% 

53 1.错字（如添加笔画、缺少笔画、笔画错

误等） 

2.写别字（如写成其他的汉字） 

3.提笔忘字 

4.汉字书写水平提升难度大 

5．其他的 

您在写汉字时一

般 遇 到 哪 些 问

题？（多项选择

题） 

  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采取阅读方法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对拓展学生汉字词

汇量、提高其汉语言文化掌握能力等影响比较大。在本次调查中发现，有 0％的

学生认为阅读对汉字学习非常没有帮助，有 1.89％认为没有帮助，有 1.89％认为

一般，有 22.64％认为有帮助，有 73.58％认为非常有帮助。由此可见，大多数学

生认为阅读对学习汉字都非常有帮助，说明阅读在该校学生学习汉字的过程中已

经取得一定效果。而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由于深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学生往

往也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通过调查得出，有 33.96％会遇到错字问题，有

28.3％会遇到写别字的问题，有 79.25％会遇到提笔忘字的问题，有 7.55％会遇

到汉字书写水平提升难度大的问题，有 1.89％会遇到其他问题。因此，在沙特国

王大学学生书写汉字的过程中，学生往往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汉字书

写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将会严重影响到学生的汉字学习能力。 

总结以上问卷调查结果可知，沙特特学生对汉字的重视程度不够，他们以

词汇代替了汉字学习，对汉语拼音的依赖程度过高，汉字认读和书写能力较降

低。这些问题对沙特学生整体汉语水平的提高都存在阻碍作用。 

 

2.5.7 汉字认读能力调查与分析 

在本次研究过程中为充分调查沙特国王大学学生在汉字学习过程中的认读

能力，在研究中从汉语初级教学系统中挑战出一部分汉字词汇，借助这些语料进

行文章编创，并用这些文章来验证沙特国王大学学生的汉字认读能力。在研究中，

之所以选择 HSK 一级、二级中的汉字词汇作为语料考察材料，是因为充分考虑到

当下沙特国王大学学生的汉字实际能力与教学情况。目前，对于上述调查的 53

名学生来说，他们学习汉字的时间大多数都超过 10 个月，且所有学生都经过 HSK

一级与二级词汇学习，又因为 HSK 教学词汇非常重要。所以，在本次研究中结合

HSK 一级与二级体系中的词汇情况，进行实验材料设计，对沙特国王大学学生汉

字认读能力进行调查。 

第一，认读调查过程 

结合 HSK 一级与二级体系中的部分汉字词汇进行短文编创，其中共计汉字

695 个，经过去重之后，汉字数量为 205 个，且在短文内容编创方面，尽可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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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国王大学学生的实际生活贴近。将编创短文发放给这 53 名汉字学习者，要

求这些学生在课堂中对短文内部的汉字词汇进行拼音标注，对不认识的汉字可以

使用括号标记。且在认读调查开展中，学生不能查阅手机、汉语言词典、学习资

料、课本等，杜绝学生进行相互讨论，严格要求独立完成。本次调查开展时间为

40 分钟，获得有效的实验反馈数据达到 50 份。 

第二，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在研究中对这 50 份有效的调查反馈数据展开统计分析。在 205 个不同的汉

字认读调查中，其中正确认读汉字超过 100 个的学生人数为 20 人，占有比例为

40.0％；正确认读汉字数量超过 150 个的学生人数只有 5 人，占有比例为 10.0%。

其余的 25 名学生在认读汉字过程中，正确认读汉字数量低于 100 个，占有比例

为 50.0％，在这 50.0％的学生中，还有 15 名学生汉字认读正确数量在 50 以下，

占有比例为 30%。由此可见，在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中，虽然有许多学生已经

完成 10 个月的汉字学习任务，但还有一部分学生的汉字认读能力相对低下。结

合调查反馈的实际情况可以明显看到，对于沙特国王大学学生学习汉字来说，其

在汉字认读方面存在着许多偏误。其偏误问题主要体现在汉字部件相同或者相似

而容易混淆或者因为汉字的整体字形比较相似而混淆。其中，结合汉字认读偏误

的具体情况可以分成如下几个类别： 

第一，很多学生在汉字拼读中只读一部分，进而引起汉字认读的偏误。比如

说，很多学生将“体”拼读成“本”，这是因为完全省略了“亻”，而直接将“体”拼读

为“本”。还有一部分学生将“汉”拼读为“又”，也是因为在“汉”字拼读过程中，学

生直接将该汉字的左边部件“氵”忽视，而直接将“汉”拼读为“又”。 

第二，和上述的汉字认读偏误恰好相反，通过实验观察发现，在汉字认读过

程中，学生之所以出现认读偏误，是因为部分汉字的偏旁部首增加一些部件。比

如说，“女”认读成“好”，“果”认读成“课”，而“汉”认为成“没”。 

第三，这一种汉字认读偏误比较常见，往往是因为汉字的偏旁部首相同或者

相似，或者是因为汉字的整体性形状比较相近，这容易引起沙特国王大学学生的

认知偏误。比如说，很多学生将“诉”认读成“听”，将“朋”认读成“明”，将“准”认读

成“谁”，将“还”认读成“这”，将“那”认读成“都”，将“觉”认读成“学”，将“雨”认读

成“雪”，将“好”认读成“妈。 

结合上述调查结果可以得出，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还有许多学生对汉语拼

音存在着依赖性比较强的问题，只要学生脱离相应的汉语拼音，学生对于学习过

的汉字就缺乏认读能力的问题。除此之外，对于形同、形近偏旁部首汉字来说，

也是沙特国王大学学生在汉字认读中面临着的重要困境。这充分说明，在沙特国

王大学汉字教学中，教师应当因人施教，帮助学生做好汉字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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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沙特国王大学学生汉字书写偏误调查与分析 

在现如今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过程中，还有一部分学习者在汉字书写方面

存在着一些偏误。在本文研究中从笔画偏误、部件偏误以及整字偏误三个方面出

发，对沙特国王大学学生汉字书写偏误的类型以及成因进行分析。 

3.1 汉字偏误语料来源 

本文以沙特国王大学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学生识字量小于 HSK 甲级字大

纲规定的 800 字，汉字主要通过汉字课和综合课习得。汉字课教材为《汉语初

级教程》（哈赛宁、罗辉，沙特国王大学出版社，2020。每周汉字课有 6 节课）。

本人通过对沙特国王大学初级阶段学生的中期考试卷和期末考试卷等书面材料

收集，获得了 465 汉字偏误。 

3.2 汉字书写偏误的类型 

3.2.1 笔画偏误 

笔画指在汉字书写过程中从起笔到落笔所写的点或线它是构成汉字的基础

结构单位。有一些学生在书写汉字的时候没有掌握记住汉字的基本笔画，没有认

真观察汉字笔画的多少，往往存在多写几笔或者少写几笔的错误。而且沙特学生

们对汉字笔顺、笔画及部件的组合规则不熟悉。沙特学生在书写汉字时，出现笔

顺偏误在所难免。 

从笔画数是否有变化，我们把笔画偏误分为笔画误加、笔画缺失，笔画替换，

长短混淆，交叉出头五个类型。 
表 3-1 笔画偏误类型统计 

笔画偏误类别 数目 占全部比 

笔画误加 95 27% 

笔画缺失 93 26% 

笔画错替 47 13% 

长短混淆 68 19% 

交叉出头 53 15% 
 

通过上面的数据，我们一眼就能知道学生最多的笔画偏误是笔画误加和笔画

缺失。因为笔画误加和笔画缺失在笔画偏误中的占全部比分别为 27%和 26%。且

通过分析学生的汉字书写情况，也有少部分学生存在着汉字多种偏误的问题。例

如，沙特国王大学学生部分学生在书写汉字“生”的时候，就有许多学生同时存在

着笔画误加以及笔画缺失的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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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画误加 

学生在书写汉字的时候没有认真观察汉字笔画的数量，对汉字的笔画数目了

解不清，随意将增加笔画的数量，产生的错字偏误称为笔画误加偏误。笔画误加

偏误总共有 95 例，由于数量比较多，在此不一一举例，部分情况如下所示： 
表 3-2 笔画误加展示 

 

汉 

 

学 

 

生 

 

英 

 

王 

 

是 

 

都 

 

爸 

 

哪 

（2）笔画缺失 

一些学生在书写汉字的时候随意将减少笔画的数量，尤其是同一类型的笔画

多次出现时，很容易缺少其中的某部分。笔画缺失偏误总共有 93 例，由于数量

比较多，在此不一一举例，部分情况如下所示： 
表 3-3 笔画缺失展示 

 

日 

 

谁 

 

高 

 

朋 
 

的 

 

再 

 
多 

 

姐 

 

今 

（3）笔画错替 

学生误将错误的乙笔画替代成正确的甲笔画，称为笔画错替。笔画错替常发

生在形近笔画之间。比如说，有的学生区别不出“贝”和“见”的最后一笔，很容易

把两个字混淆。他们认为“贝”和“见”的最后一笔是捺，但实际上“见”的最后一笔

是弯钩。并且还有很多学生无法区分竖钩，竖提，弯钩到底是应该向左还是向右。 

笔画错替总共有 47 例，占笔画偏误的 13%，部分情况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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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笔画错替展示 

 

今 

 

习 

 

人 

 

几 

 

见 

 

么 

（4）长短混淆 

学生书写汉字时，经常把短的笔画写成长的笔画，把长的笔画写成短的笔画，

容易混淆笔画的长短，这称为长短混淆偏误。比如，有些学生写“叫”字中的“口字

旁”时，把第一个笔画“竖”写得过长，把“口字旁”写成了英文字母“p”的模样。长

短混淆偏误总共有 68 例，占笔画偏误的 19%，部分情况如下所示： 
表 3-5 长短混淆展示 

 

吗 

 

几 

 

爸 

 

可 

 

这 

 

头 

  （5）交叉出头 

学生把笔画相接写成笔画相交、把笔画相交写成笔画相接，叫做交叉出头偏

误。比如有的学生把“王”字中的“竖”写得有点长，交叉出头，把它写成了相似“主”

字的字。交叉出头总共有 53 例，在笔画偏误中占 15%。部分情况如下所示： 
 表 3-6 交叉出头展示 

 

车 

 

国 

 

斤 

 

王 

 

可 

 

常 

3.2.2 部件偏误 

目前，部件偏误在沙特国王大学汉语初级学习者书写汉字的过程中比较常见，

部件偏误是取决于汉语学习者对汉字部件的认识不足，以及对汉字部件内容掌握

不到位。部件是由笔画组成的具有组配汉字功能的构字单位。学生书写汉字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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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些部件写错或替换，甚至会把部件拆开。部件偏误分部件误加、部件缺失、

部件替换、书写错误等四个类型。 
表 3-7 部件偏误类型统计 

 

部件偏误共有 63 例，其中书写错误比较多，占部件错误的 49%。其次就是

部件缺失比较多，总有 17 例，占部件偏误的 27%。数量最少的是部件误加，只

有 6 个，占 10%。结合上述数据可以明显看到，汉字部件书写错误是汉字部件偏

误中比较常见的问题，部件书写错误导致整个汉字的结构与意思都发生相应变化，

这对于沙特国王大学汉语初级学习者学习汉字来说，带来许多不良的影响，不利

于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 

（1）部件误加 

部件误加，是由于汉语初级学习者对汉字整体性部件的认识不足引起的。对

于初级汉语学习阶段的学生来说，有许多学者在汉字书写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增加

部件的问题。学生在书写汉字时任意增加部件，称为部件误加偏误。例如，根据

表 3-8 的汉字书写偏误展示可以明显看到，学生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存在着随意

增加汉字部件的情况，对于正确汉字的部件掌握不准确与不合理，随便增加汉字

部件之后，直接形成错别字。 
表 3-8 部件误加展示 

 

多 

 

午 

 

（2）部件缺失 

这次调查中发现的部件偏误类型中最多的就是部件缺失。因为合体字由多个

部件组成，容易发生缺失。比如有的学生把“姓”写成了“生”，把“特”写成了“寺”，

把“吗”写成了“马”，把“语”写成了“吾”。部件缺失总有 17 例，占部件偏误的 27%。

汉字部件缺失会导致出现错别字的问题，在沙特国王大学汉语初级学习者书写汉

字的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到，还有一部分学生出现部件缺失的现象，他们在书写

汉字的过程中没有全方位掌握汉字的整体性部件特征。对于沙特国王大学学生书

写汉字偏误中的部件缺失问题来说，部分情况如下所示： 

部件偏误类型 数目 占全部比 

部件误加 6 10% 

部件缺失 17 27% 

部件错替 9 14% 

书写错误 31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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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部件缺失展示 

 

语 

 

哪 

 

特 

 
吗 

 

呢   

 

（3）部件错替 

学生在书写汉字过程中，容易受以前习得汉字的影响，将笔形相似的部件或

者含有部件汉字的另一部分错误代替所写汉字中，发生部件错替。部件错替占部

件偏误的 14%。部件错误替代的占有比例也比较大，特别是对于初级汉语学习者

来说，他们汉语文字词汇量还不是很大，只能够认识一些比较简单的汉字。在汉

字书写过程中，由于深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容易引起汉字书写偏误问题，导致

整个汉字的意思发生着巨大变化，这需要在今后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中采取科

学的方法并进行改正，对于学习者汉字书写偏误中的部件错替来说，部分情况如

下所示： 
表 3-10 部件错替展示 

 

的 

 

妈 

 

这 

 

识 

 

跟 
 

到 

 

（4）书写错误 

有的沙特学生由于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把一些部件写的不标准，或写错。

结合表 3-6 的相关汉字书写偏误展示可以明显看到，沙特国王大学初级汉语学习

者的整体性汉字书写能力不是很强，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汉字的整体美观性比

较缺乏，且汉字书写错误的现象也比较常见。甚至还有一部分学习者在书写汉字

的过程中，应用沙特阿拉伯本土语言的风格，没有书写出正确的汉语言文字。 

 

表 3-11 书写错误展示 

 

第 

 

他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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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吗 

 

是 

3.2.3 整字偏误 

对于汉语初级学习者来说，由于他们各方面的汉字能力比较薄弱，导致对汉

字的认读存在着一些误差。汉字认读能力的低下，往往也会引起汉字书写偏误。

而整字书写偏误在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过程中比较常见，有些汉字因为形，音

方面相似，所以很多学生容易写错整个字。形、音方面，把汉字整字形偏误可分

为形近而导致的偏误、音同音近而产生的偏误，音形近似而导致的偏误、和失理

据类四个类型。 
表 3-12 整字偏误统计 

整字偏误类别 数目 占全部比 

音近别字 6 16% 

形近别字 17 46% 

音形近似 3 8% 

失理据类 11 30%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整字偏误中最多的是形近别字偏误，占全部比 46%，其

次就是失理据类偏误，占有比例为 30％；然后，为音近别字偏误，占有比例为

16％；最后，为音形近似偏误，占有比例为 8％。由此可见，形近字偏误已经成

为沙特国王大学汉语初级学习者书写汉字过程中存在着的关键性偏误问题。对于

沙特国王大学汉语初级学习者来说，由于对部分形近字的偏旁部首掌握不到位，

加之个人词汇量相对匮乏，这导致在整字书写过程中出现形近字偏误的问题。 

（1）音近别字 

音近而容易误的错别字。这次调查中，有的学生把“哪”和“呢”字混淆了，因

为他们认为"na"和"ne "的音有点相似。还有他们把“活”字和“好”字混淆了，可能

是他们认为" huo"和"hao "的读音比较近，或者比较相似。而对于“fu”和“hu”来说，

也有不少汉语初级学习者在汉字书写过程中出现偏误的问题。对于初级汉语学习

阶段的许多汉字来说，这些汉字的发音比较接近，往往会引起学习者的偏误行为，

导致在汉字书写过程中无法准确区别出汉字的发音。汉字系统比较庞大，许多汉

字拼音存在着相似或者相近的问题，甚至拼音完全一致，但是汉字不一致，这给

沙特国王大学学生学习汉字带来一定的困境，特别是在前鼻音、后鼻音等的汉字

拼读上面，问题比较明显。 

（2）形近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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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近而容易误的错别字。比如有些学生把“我”字写成了“找”字，这两个字的

写法确实有点像，虽然它们形近，但它们是意思完全不同的两个字。还有的学生

把“人”和“入”，“日”和“目”字混淆了。随着沙特国王大学汉语初级阶段教育的不

断发展，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在汉字书写过程中，还有不少学习者出现形近字偏

误。所谓的形近字偏误，就是指这些汉字的形状比较接近，往往容易引起学习者

产生混淆行为，在汉字书写过程中用错误的汉字来取代，形近字引起书写的误差。 

（3）音形近似 

音和形近而容易误的错别字。比如有的学生把“友”字写成了“有”字，因为它

俩的英文拼音都是“you”，而且它们所以前两个笔画都一样，所以沙特学生们容

易把这两个字混淆。通过上述调查可以看到，音形近似在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

过程中比较常见，由于两个汉字的汉语拼音读起来一样甚至完全一样，导致学习

者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不能准确区别出相应的汉字，这就会引起音形近似的汉字

书写偏误问题，不利于提高沙特国王大学汉语初级阶段学习者的汉语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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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沙特国王大学学生汉字偏误原因探究 

中国文化的魅力吸引了大量沙特学生选学习汉语。然而“汉字难学”“汉字难

写”始终是沙特学生难以攻克的难关。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学生出现的各种汉字

书写偏误现象屡见不鲜。通过调查沙特国王大学汉语专业学生们的试卷，发现的

汉字书写偏误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汉字本体、学生对汉字的认知、教师的教学方法、

师资、教材以及教学基础设施等方面。 

4.1 汉字本体的客观原因 

4.1.1 汉字本体结构复杂，数量庞大 

汉字是表意文字，是由笔画、部件构成的整字。书写过程中不仅要掌握复杂

的书写规则，还要识记大量部件成分及汉字部件的拆分。冯玉华（2019）认为“汉

字构建单位组合方式的多样性造成了汉字结构的复杂性。”对于许多沙特国王大

学初级汉语学习者来说，他们往往认为汉字本体结构比较复杂，不容易掌握。 

 
图 4-1 沙特国王大学学生对汉字本体结构的认识情况 

根据上述数据可以得出，有 85.6％的学生认为非常复杂，有 10.4％的学生认

为一般复杂，有 4.0％的学生认为不复杂。由此可见，大多数学生认为汉字本体

结构比较复杂，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不容易准确掌握汉字的基本结构特征，这往

往会导致书写出现偏误问题。相比较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语言来说，汉字相对复杂，

其内容比较丰富，文字数量体系也比较庞大，这也是学生不能正确书写汉字的重

要原因之一，汉字书写正确的难度超过其他许多语言。 

 

 

86% 

10% 4% 

非常复杂 一般复杂 不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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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汉字音近字、同音字、形近字较多 

现行汉字中存在大量的形近字，同音字，音近字，在书写过程中由于沙特学

生记忆混淆而造成汉字相互替换的书写偏误。在本次问卷调查过程中设计问题

“您认为汉字音近字，同音字，形近字较多是引起汉字书写偏误的原因吗？” 

回答“是”的比例为 90.8％，回答“否”的比例为 9.2％。结合这些问卷调研数

据可以明显看到，对于现阶段沙特国王大学学生书写汉字来说，大多数学生认为

汉字音近字，同音字，形近字较多是引起汉字书写偏误的原因。比如，有的学生

不理解长短笔画的区分意义，比如不能区分“未”和“末”。多钱（2013）针对

阿语为阿拉伯学生的对汉字教学研究发现，“阿拉伯学生写汉字时，他们注意图

形的整体特征，忽视细节差别，如“我”和“找”。”在汉字书写过程中，这些

学生不能准确掌握各种同音字、形近字以及音近字等，甚至有时候还会出现多种

偏误的问题，在书写同一个汉字的过程中，不仅存在着一种偏误行为，而是存在

着多种偏误行为。因此，对于今后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来说，如何让学生充分

掌握汉字体系中的汉字音近字、同音字、形近字等，将成为汉字教学的重中之重。 

4.2 学生对汉字的认知问题 

   有些沙特学生学习动机不强和学习态度不端正，在动机不强烈的情况下，

对学习汉字所遇到的困难极易产生畏难心理，造成汉字学习提升缓慢的现象。

有的沙特学生在书写汉字时图快图省事，粗心大意地造成了一些汉字书写偏

误。在汉字教学过程中，学生对汉字教学是否感兴趣，将直接影响到汉字教

学的效果。所以，在本次访谈调查中设计问题：“您认为学生对汉字学习感兴

趣吗？” 

图 4-2 沙特国王大学汉语教师对学生汉字学习兴趣的认识情况 

25%

75%

感兴趣 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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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数据可以得出，有 75.0％的教师认为不感兴趣，有 25.0％的教师

认为感兴趣。由此可见，大多数教师认为在汉字学习过程中，沙特国王大学学

生表现出不感兴趣的态度。特别是在汉字书写过程中，沙特国王大学部分汉语

学习者缺乏端正的学习态度，对于教师布置的汉字书写任务置之不理，甚至直

接敷衍学习任务，而没有树立良好的汉字书写价值观念，这也是沙特国王大学

学生书写汉字偏误的主要原因之一。学习态度不够端正，汉字书写积极性不

强，值得重视。冉晓丽（2013）对外汉字教学研究指出，“化费较长时间理解

单个汉字在音、形、义符方面的是对阿拉伯学生汉字学习不感兴趣的原因之

一。” 

在汉字书写偏误过程中，往往深受汉字教学问题影响。随着沙特国王大学汉

字教学的不断发展，沙特国王大学的汉字教学已经取得一定的进步，但在汉字教

学过程中，在学生层面、教师层面以及教学基础设施方面，或多或少都还存在着

一些问题，特别是一部分学生存在着“重词轻字”的不良思想观念，这是引起汉字

书写偏误的主要原因。因此，充分掌握当下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存在着的问题，

对解决汉字书写偏误问题产生重要意义。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将重点分析沙特国

王大学汉字教学存在着的问题。 

4.2.1 对汉字书写符号体系的掌握不足 

汉字是用来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对于很多初学汉字的沙特学生来说，

汉字就像图画，让他们不知道从哪儿下笔。表意体系的汉字和其他的拼音文字不

同，掌握起来确实有一些难度，汉字是一种复杂的结构体，是以直线构成的方块

文字，与母语为非汉语学习者所学的拼音文字的构成截然不同，汉字的形体组合

纷繁复杂，结构具有多样化，使得汉字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遇到重重阻碍。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可以得出，认为对汉字书写符号掌握良好的比例为 10.5％，

认为掌握一般的比例为 30.5％，认为掌握不好的比例为 59.0％。由此可见，对于

现如今沙特国王大学学生书写汉字来说，还有一部分学生对于汉字书写符号体系

掌握不到位，他们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无法全方位掌握各种汉字的书写符号与系

统，这往往导致他们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出现各种偏误现象，对于沙特国王大学

初级汉语学习者综合汉语能力的提升来说，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 

4.2.2 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 

沙特学生对于汉字规则不熟悉的情况下，就会依赖他们的母语知识。汉字作

为记录亚欧语系中汉语的书写符号，自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沙特学生的母语则

是属于表音体系的文字，在他们学习汉字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借助对母语文字

的认识来指导学习汉字笔顺，但是汉字的笔顺是在表音文字中所不具备的。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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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块体对于母语是非汉语的第二语言学习者具有相对的难度。他们习惯了本土

语言，像这样的方块文字具有笔画、部件的因素，使他们学习起来不那么容易。 

在现有的学术界研究中，多钱（2013）针对阿语为阿拉伯学生的对汉字教学

研究指出，“阿拉伯文为线性文 、由弧线 、点组成，无交叉，写时从右向左。

呈现上浮、下浮和中线的结构。因此，阿拉伯学生在学汉字时，视觉辨别能力和

汉字再现能力较差，又表现一些特有的偏误。”母语对于第二语言的学习带来很

多影响。在沙特阿拉伯学习汉语言文字的过程中，在书写汉字的时，他们往往用

沙特阿拉伯本土语言的思维去写作。因此，沙特学生不是按照汉语言文字体系的

内容来书写，这一定会现出母语对于沙特国王大学学生学习汉语的负面影响。 

4.2.3 学生缺乏良好的汉字学习观 

目前，在沙特国王大学初级汉字学习过程中，有不少学者存在着明显的“重

语轻文”的思想，学生在汉字的认读、书写方面不是很重视，这直接降低他们学

习汉字的主动性。对于具体的学习过程来说，有很多学生把汉语拼音当做学习汉

语的唯一途径。这些学生认为，只要他们掌握相应的汉语拼音，会“说话”，就会

离汉字学习目标更近一步。通过观察可以发现，有不少学生都存在着类似的错误

思想，在学习中不主动学习汉字、不关注汉字的形音义关系、不重视形近字的区

别、音近字与同音字的分类等，往往比较注重词汇与语法方面的知识，更加注重

汉字操练，而对于汉字认读、书写缺乏重视，甚至直接将这些内容当做汉语学习

中的末端。长时间下去，很多学生就出现汉字认读能力严重低于说读能力的问题，

导致在汉语学习过程中，整体性效率相对低下，汉语学习质量不高。 

结合问卷调查结果可以得出，认为汉字书写非常重要的比例为 25.5％，认为

一般重要的比例为 31.5％，认为不重要的比例为 43.0％。由此可见，还有很大一

部分学生认为汉字书写不重要，说明这些学生对汉字书写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导

致他们在汉字书写过程中缺乏端正的态度。例如，在汉语文字书写过程中没有行

程端正的思想观念，认为只需要会说汉语就可以，不需要去准确掌握汉字书写原

则和发展规律。 

另外，还有许多学在汉字学习中出现不正确的汉字观且对于汉字存在着一些

难情绪。一方面，“重语轻文”不良学习思想对沙特国王大学学生学习汉字带来负

面影响；另一方面，还有很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着不正确的汉字观，这也导

致他们的汉字学习效果低下。因为在还没有入学时，很多学生都没有从真正意义

上接触到汉字，在他们的心目中缺乏根深蒂固的汉字观念，思想方面存在着错误

认知。比如说，很多学生认为“汉字非常神秘”、“汉字是复杂难懂的汉字是无意义

线条儿的随意堆积”、“汉字是一件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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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教师教学方法有待优化 

随着沙特国王大学汉语言国际教育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汉语学习者对汉字

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汉字教学中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这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拓展学生知识

文化视野、增加学生汉字词汇量、让学生学习到更多知识。在访谈中设计问题：

“您认为在初级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中，应该更偏重哪方面能力的培养？”

其中，有 2 名教师认为应当注重学生听说能力的培养，他们认为只要学生可以顺

利听说汉语，那么，汉字学习过程将会更加顺利。其余 2 名教师认为应当注重学

生读写能力的培养，他们认为读写是汉字教学的重点，通过读写可以减少学生汉

字认读偏误现象。由此可见，对于沙特国王大学学生汉字教学而言，不同教师对

汉字教学侧重点的认识不足，对学生汉字能力的培养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但从

整体性情况可以看到，教师在汉字教学中往往都是围绕听说读写来培养学生的基

本语言能力。在汉字初级阶段，有的教师倾向于“以字为主”的教学方法，而有的

教师倾向于“以词为主的教学方法。对于前者来说，教师认为汉字教学的核心在

于“字”，因此汉字教学中应当以“汉字”为主。而对于后者来说，教师认为汉字教

学重点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而在汉字教学中坚持以“词”为主，可以在潜移默

化中培养学生良好的汉字学习能力。对于平时的汉字教学过程，4 名教师一致认

为需要及时纠错，他们认为在汉字教学中如果不及时纠正学生的错误，长此以往

必然会影响到学生的汉字学习能力，不利于培养优良的汉字学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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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对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的建议 

为促进沙特国王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的良好发展，需要引导学生

树立良好的汉字学习观念、优化教师的教学方法并完善相应的基础设施。在今后

沙特国王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过程中，学校要充分发挥出自身的管理

功能，通过完善基础设施的方法引进现代化多媒体，为助力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

学转型与升级提供优质的条件。 

5.1 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汉字学习观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过程中，学生是汉字学习的主体性对象，所以

不断提高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质量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考虑到教师与教材

因素；另一方面，还需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观念。 

5.1.1 学生要培养端正的汉字学习观 

学生在汉字学习过程中应当对“重语轻文”进行科学反思和不断审视，充分审

视其对于汉字学习的负面影响，应当将汉字学习与汉字拼音、语法、词汇等结合

起来。通过上调查可以发现，在沙特国王大学的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过程

中，还有许多学生存在着“重语轻文”观念。有不少学生觉得，读写就是汉语学习

的终极目标，而对于汉字书写来说不重要。在这种错误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导致

很多学生比较注重词汇学习而忽略汉字学习的重要性，并在汉语学习中甚至完全

采取拼音书写方法，学生的汉字认读能力比较低下。所以，在沙特国王大学的汉

字教学中，需要引导广大学生充分意识到汉字学习的重要性，了解不注重汉字学

习的后果。消除自身的“重语轻文”观念。只有形成科学与正确的汉字学习态度，

才能在汉字认读中更上一层楼。才能让学生在汉字学习中积极付出时间与精力，

而相应的对外汉语教学问题也会迎刃而解。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非常具有美感，

因此，教学过程中，我们要让学生理解汉字的美，加深他们对汉字的理解能力，

从而消除“重语轻文”的思想。 

5.1.2 改变重词轻字的不良学习习惯 

对于汉语学习来说，沙特国王大学学生应当高度注重汉语言文字，关注词汇

中的汉字学习。根据上述调查结果可以看到，许多学生在汉字学习中存在着不良

的“重词轻字”观念，这也是“重语轻文”的具体体现。例如，在汉语学习中由于深

受“重词轻字”的影响，导致很多学生在双字词、多字词等的学习过程中应用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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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译方式，自身的整体识记能力相对低下，他们往往比较注重词语的应用，而没

有关注词语中的汉字意义，对于词语中汉字的结构漠不关心。比如“学习”，学

生知道是获取知识意思，但是他们很少深究的含义。“习”有“习惯、学习”等

含义。“习”的用法与“学习”不同。而导致学生对习得掌握偏弱。在这种过分

依赖于汉语拼音的学习模式下，对于很多汉语学习者来说，汉字对他们没有任何

意义，他们只会通过识记汉语或者阿语的方法去了解词语意义，去认识不同语音

的关系，不能掌握新词意思。很难根据汉字进行词语推导，在这种不良学习思想

的制约下，知道“鸡蛋”而不了解“鸡”的问题比较广泛。“重词轻字”对沙特国王大

学学生的汉字学习带来负面影响，会导致学生汉字学习质量与效果大幅度降低。

要想不断提高学生的汉字学习能力，必须要引导学生转变这种不良学习思维。 

5.1.3 引导学生认识偏误问题并积极改进 

对于沙特国王大学学生来说，还有很多学生在汉字学习过程中没有及时改正

错误。根据调查可以得出，有不少学生认为汉字体系非常复杂，当看到自身错误

的汉字拼写问题时，很多学生会产生望而生畏的心理。对于这种情况来说，需要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给学生更多的指导。对外汉语教师要与学生进行科学和有效沟

通，了解学生在对外汉语学习中出现的一些偏误问题，帮助学生及时改变自身的

学习观念，在汉字书写中出现错误时，第一时间就要想方设法改正。培养学生严

于律己的汉字书写习惯，让学生学习自觉改正汉字书写错误，这可以在潜移默化

中培养学生的汉字学习能力，对提高学生汉字学习积极性与兴趣产生重要意义。

简而言之，学生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主体性对象，学生的汉字学习思想观念不仅

会影响到教学效果，而且对于学生汉字学习素养的影响比较大，只有不断强化对

沙特国王大学初级汉语学习者的科学引导，才能更好的助力汉字教学发展，对传

播中国传统文化产生重要意义。 

5.2 优化汉字教学方法体系 

在本文研究中通过对沙特国王大学初级汉字学习者的调查可以得出，在汉字

书写方面，还有一部分学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偏误情况问题。对于汉字初级阶段

而言，还有许多学生对汉字笔画、部件等的认识存在着偏误。所以，在对外汉语

教学中应当强化学生的基础知识训练，让学生形成规范的汉字书写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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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加强笔画和笔顺教学 

汉字的主要构成元素为笔画，在汉字书写过程中，教师应当给予学生更多的

指导，让学生可以从笔画、笔顺方面着手，端正学生对汉字笔画的科学认识，让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练习笔顺，这是提高汉字学习者学习能力的关键性条件。

第一，对于该阶段教学来说，在汉字规范书写方面应当着重培养学生的良好书写

习惯于能力，例如，横要平、竖要直、撇向左下方向运笔；在进行派生笔画的书

写中要实现一笔完成，中间不能有任何停顿。在笔画书写方面应当做到长短适宜，

确保笔画的先后顺序正确等。第二，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为强化学生对汉字笔

画的整体性认识，还需要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按照整字、部件与笔画的顺序开展教

学，通过这种教学方法，可以让学生从整体性角度上掌握汉字规范书写方法和技

巧。另外，对于沙特国王大学汉字学习者来说，很多学习者在课堂活动时间的汉

字训练不足，教师可以在课堂中多给学生布置一些汉字书写作业，让学生在课外

时间进行汉字训练，要求学生在课外完成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根据规范的汉字

书写，同时，教师每天都要帮助学生批改作业，及时纠正学生在汉字学习中存在

着的缺陷与问题。还需要高度关注的是，在初级阶段的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

学中，因为许多汉字学习者缺乏充足的学习时间，导致在汉字书写方面存在着很

多偏误问题。为增强学生在汉字学习中的积极性与热情，需要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及时找到学生的偏误问题，并对学生汉字学习偏误保持一种相对宽容的心态，给

学生足够的信心，使用温和语言帮助学生纠正错误。在外国学生学习汉字的过程

中，他们认为汉字书写枯燥乏味。为培养学生对汉字书写的兴趣，教师需要积极

设计一些创新教学活动，以培养学生汉字书写兴趣为根本目标，指导学生进行汉

字书写，或者通过汉字书写比赛的方法，提高学生的汉字书写水平。另外一个重

要的问题是书写习惯。阿语的书写习惯是从右往左。学生十几年的书写习惯很难

改成汉语的书写模式。因此，我们要加强汉字书写规则的教学。比如，“国”字，

很多学生像写阿语一样，从右往左写好方框，在写里面的“玉”。这种书写的习

惯往往导致书写错误。 

5.2.2 让学生充分掌握汉字结构 

汉字属于一种平面、立体的方块文字，与线性排列的汉字拼音做对比，存在

着很大的差异性。汉字具备据义构形特征，属于一种系统性的表义文字，所以在

汉字的教学中让学生掌握基本形体结构，具备关键性价值。在对外汉字作业布置

过程中，结合学生的汉字书写情况可以看到，在进行汉字书写的过程中，学生存

在着不少偏误问题。特别是对于合体字来说，由于其部件错综复杂，且在不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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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其位置大多都是固定和不能随便变化的。而在汉字的内部结构中，发现其

结构与拼音文字存在着严重差异性。例如，他们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缺乏紧凑性，

这会影响到汉字的整体性结构。比如“妈”字，常常有学生写成“女马”。从而

割裂了汉字的本意。对于那些存在着多样性部件合体字来说，学生在书写过程中

经常会因为汉字的部件摆放缺乏准确性而影响到整体性结构，对存在着“辶”部件

的汉字来说，学生出现比较多的偏误问题。 

5.2.3 拆分汉字部件以优化教学效果 

对汉字进行部件拆分，给学生讲授一些科学的学习规律，可以不断提高学生

学习汉字的水平。根据心理学上的相关知识，在人类的短时记忆中往往可以分成

不同的 7 个记忆单位。而对于现代汉字来说，很多汉字笔画数量超过七笔，如果

将这些笔画当做学生认读汉的记忆单位，学生的心理压力往往比较大，不利于学

生进行汉字。目前有相关研究表明，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中对汉字结构

进行整体性拆分，其形成的记忆单位越小，对于学生学习汉字来说，效果越突出。

比如“沙特”的“沙”，三点水表示水的意思，而“少”意思是“不多”，“沙”

的意思是“细碎的石粒”，这与沙特的环境有一致性，从而让学生能够深刻体会

“沙”的含义，因此学生会很好的掌握这个字。对于对外汉字课堂而言，部件和

笔画做对比，对汉字部件进行拆分非常重要。在汉字教学中可以利用多媒体工具

对汉字部件进行拆分，让学生可以直观看到汉字各部分部件的特征，这对于学生

认识汉字、书写汉字来说，重要性比较突出。 

5.3 完善汉字教学基础设施 

教学基础设施对沙特国王大学学生的汉字学习产生重要意义，只有不断完善

相应的基础设施，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水平，从而助力

汉语言国际教育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因此，在本文研究过程中从完善基础设

施的角度出发，对今后沙特国王大学学生汉字教学提出一些针对性建议。 

5.3.1 加大对汉字教学的资金投入力度 

目前，沙特国王大学在全世界的排名是比较高的。近几年，随着沙特国王大

学高等教育体系的不断发展，沙特国王大学的学科体系越来越丰富。而为满足当

下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的发展需求，沙特国王大学也积极开设相应的汉语言

教育专业，通过汉语言文字教育可以培养出更多掌握汉语言文字的专业化人才。

因此，在今后汉字教学发展过程中，沙特国王大学应当加大对汉字教学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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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入力度，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汉字教学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在教育发展过程

中充分挖掘汉字教学存在着的技术难点与添加短板，然后投入更多资金进行改进

和优化，这可以让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质量得以有效提高。 

5.3.2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 

现阶段，对于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来说，其基础设施不完善也体现在学生

学习资源匮乏方面。对于这种情况来说，沙特国王大学可以为广大汉语学习者提

供更加丰富的学习资源。当下，《汉语初级教程》教材采用阿汉对译方法解释生

词，虽然这种方法有很高的效果，但是因为解释生词忽视了每个汉字的独立意义，

而不利于学生理解词语的整体意义。因此，解决此问题的方法就是要改进教材中

阿汉对译的生词释义方式。笔者认为，教材在对每个生词进行释义时不仅要给出

词语的整体意义，还要对组合词语的每个汉字进行具体解释。例如，在对“踢球”

进行解释时，不仅要给出整体意义“踢 ，球”，还要给出“踢”的意义，“球”的意义。

采用这样的方法对生词进行解释，就能帮助学生知词义不知字义问题的产生，而

且还可以提高学生识记词语的质量和效率。另外在编写教材过程中，还需要以汉

字为基础，对词语进行适合开拓。例如，教材在对“公”进行解释时，后面可以附

带“公司、公里”等与“公”有关的词语，并可以对每个词语进行阿语释义。结合学

生学习情况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这可以让学生的汉字学习积极性得到提升。 

5.3.3 引进多媒体技术助力教学升级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多媒体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

中的汉字教学活动中。通过对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

汉字学习兴趣；另一方面，还可以拓展学生的汉字知识文化视野，让学生的汉字

核心素养得以强化。所以，对于今后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来说，沙特国王大学

需要充分引进多媒体技术。例如，在对汉字教学基础设施进行优化的过程中引进

更多新媒体软硬件设施，让教师在汉字教学过程中可以直接利用多媒体平台进行

信息资源与数据检索，进而挖掘出更多有价值的学习信息与教育信息。特别是在

跨文化视野下，通过对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可以让学生掌握更多的汉语言传统文化，

这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上培养学生的汉字学习能力，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掌握更

多汉字语言词汇，这对于提高学生的汉字学习水平来说，重要性非常突出。通过

引进新媒体相关技术和设备，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的汉语言文字知识，让学生的学

习能力在潜移默化中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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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沙特国王大学汉语教学的进一步发展，对其汉字教学提出了

更多与更高的要求。因此，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法、语料统计法以及访谈法等对沙

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现状与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本文研究可以分成六个章节，第

一章梳理并归纳关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的相关文献，提出论文研究背景、

研究目的及意义、研究思路以及研究方法等。第二部分通过问卷调查方法，以沙

特国王大学的 53 名初级汉语学习者为调研对象，对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现状

进行分析。第三部分对沙特国王大学学生汉字书写偏误进行分析，分成从笔画偏

误、部件偏误以及整体偏误三个方面出发进行研究，并对引起这些偏误的原因进

行剖析。第四部对沙特国王大学学生汉字偏误原因探究。第五部分对沙特国王大

学汉字教学的建议。第六部分对本论文研究内容进行系统性归纳和总结。通过本

论文研究得出：对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现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目前沙特国王

大学汉字教学来说，其中还存在着学生缺乏良好学习观念、教师教学方法有待优

化以及教学基础设施不完善的问题。导致这些偏误的原因是汉字本体结构复杂，

数量庞大、对汉字符号体系掌握不足、母语负迁移的影响、汉字音近字、同音字、

形近字较多、学生对汉字的认知问题、学生缺乏良好的汉字学习观、师资力量不

足、汉字教学基础设施不完善。因此，为促进沙特国王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

字教学的良好发展，需要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汉字学习观念、优化教师的教学方

法并完善相应的基础设施。在今后沙特国王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过程

中，学校要充分发挥出自身的管理功能，通过完善基础设施的方法引进现代化多

媒体，为助力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转型与升级提供优质的条件。而对于教师群

体来说，也要树立与时俱进的教育观念，从汉字教学的重难点出发，对沙特国王

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进行科学改进和优化。 

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在于研究思路创新，在充分借鉴现有研究经验的基础上，

对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现状与存在问题进行研究。首先调查汉字教学现状，然

后调查学生的汉字书写偏误类型与原因。最后，调查汉字教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

相应解决对策。当然，本论文研究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样本量

的选择不是很大，只有 53 名研究对象。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为不断提高个人学

术研究水平，应当开展大样本研究，继续增加样本量，采集更多一手调研数据与

资料，对沙特国王大学汉字教学现状与存在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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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汉字认读调查 

你们好！我叫阿里。今年 18 岁，我来自沙特阿拉伯王国。这次是我第一次

来北京学习汉语，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家有四口人，爸爸是医生，妈妈是英文

老师，姐姐是运动员，在体育馆工作，哥哥是演员。我在 2017 年开始在沙特国

王大学学习汉语，我有两个汉语老师，第一位是沙特人，他现在是汉语系的主

任，第二位是中国老师。我希望以后能在沙特做一名汉语老师。我非常喜欢学

习汉语，对汉语非常感兴趣。因为我觉得汉语很有意思，但是学习汉字有点儿

难，我的汉字写得不太好看。我的汉语老师告诉我，学习汉字非常重要，我们

应该好好学习汉字，我也知道汉字很重要。我有不少的爱好，打篮球、踢足

球、跑步、游泳、跳舞我都非常喜欢，我觉得这些爱好可以让我的身体更好。

但是最近我不舒服，因为北京的天气很冷，雨下得很多。昨天，我的同屋和我

一起去医院看了医生，大夫告诉我要多休息、多喝热水、多穿衣服，然后给我

吃中国药。 

明天八号是我中国女朋友的生日，她不是北京人，而是上海人，她说上海

很漂亮，我准备和女朋友一起在餐厅过生日，然后吃生日的蛋糕。她跟我说，

中国人平时过生日的时候喜欢吃面条儿。我也是非常喜欢吃中国的面条儿，觉

得中国菜非常好吃。但是我觉得用筷子太难了。我还喜欢吃包子和饺子，沙特

也有包子和饺子，但是中国的包子和饺子比沙特阿拉伯的贵，我希望以后它们

的价格会便宜一点，因为我的钱不太多，但是下个月我准备找一份工作。 

我的班一共有 25 个人。我们的老师是一个女人，她很漂亮，住在五道口。

她家离学校很近，所以她每天骑自行车来学校上课。她很喜欢书法和唱歌，但

是她不喜欢跳舞，觉得跳舞很累。我们明天下午准备和老师一起去电影院看电

影，那个新电影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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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针对教师的访谈 

1.您认为在初级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教学重要吗？为什么？ 

2.关于汉字的“听、说、读、写”，您认为应该以哪一方面的内容作为汉字教

学的起点？ 

3.您认为应该怎么处理汉字教学与语言教学的顺序？ 

4.您认为在初级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中，应该更偏重哪方面能力的培

养吗？ 

5.您觉得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是否有必要分阶段进行？ 

6.在初 级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的前 6 个月，在板书方面，您一般采

用何种形式呈现？ 

8.您认为学生对汉字学习感兴趣吗 

9.在汉字初级阶段，你更倾向于“以字为主”还是“以词为主？为什么？ 

10. 在平时的汉字教学中，你认为需要及时纠错吗？ 

 

 

 

 

 

 

 

 

 



 

 38 

附录三：针对对学生的调查问卷 

1.你是否喜欢中文？ 

ةینیصلا ةغللا بحت لھ  

（1-5 分表示非常不喜欢--非常喜欢） 

 1 2 3 4 5 
 

  
 

  

 非常不喜欢          非常喜欢  

2.您对汉字感兴趣吗？ 

ةینیصلا زومرلاب متھم تنا لھ  

（1-5 分表示非常不感兴趣--非常感兴趣） 

 1 2 3 4 5 
 

  
 

  

 
非常不感兴趣                       

非常感兴趣 
 

3.您认为汉字必须学吗？ 

ةینیصلا زومرلا ملعت بجی ھنأ دقتعت لھ  

（1-5 分表示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 

 1 2 3 4 5 
 

  
 

  

 
非常不同意                           

非常同意 
 

4.您认为汉字哪部分最简单？ 

؟زومرلا ما ةیتوصلا عطاقملا طسبلأا ءزجلا كیأرب وھ ام  

认读 

زمرلا ةءارق  

书写 

زمرلا ةباتك  

5.对您来说汉字的读、写哪方面最简单？ 

زمرلا ةباتك ،زمرلا ةءارقكداقتعاب لھسا مھیا  

读 

ةءارقلا  

写 

ةباتكل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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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您来说汉字的读，写哪方面最难？ 

زمرلا ةباتك ،زمرلا ةءارق  كداقتعاب بعصا مھیا  

读 

ةءارقلا  

写 

ةباتكلا  

7.您学过汉字笔画吗？ 

ةینیصلا عطاقملا طوطخ تسرد لھ  

学过 

اھتسرد  

没学过 

اھسردا مل  

8.您在学习汉字时，您觉得教师演示或自己练习哪种方法对您来说更重

要？ 

 بردتلا ما ملعملا حرش للاخ نم ملعتلا لھ ،اھملعتل بسنلأا ةقیرطلا يھام ،ةینیصلا زومرلل كتسارد للاخ

اھتباتك ىلع كسفنب  

教师演示 

ملعملا حرش  

自己练习 

يسفنب بردتلا  

9. 跟着教师练习、课本练习、听写、在对话中练习，这四种方法哪种对您

学习汉字最有效？ 

 عبرلأا قرطلا هذھ نم يأ .راوحلا للاخ نم بیردتلا ، ءلاملإا ،  باتكلا تابیردت ، ملعملا عم بیردتلا

؟ةینیصلا زومرلا ملعتل كل ةبسنلاب ةیلاعف رثكلأا  

跟着教师练习 

ملعملا عم بیردتلا  

照着课本练习 

باتكلا تابیردت  

听写 

ءلاملاا  

对话 

راوحل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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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上课时，您的老师如何教汉字？ 

؟ةرضاحملا ءانثا زومرلا ةباتك میلعت يف ةینیصلا ةغللا سردم اھمدختسی يتلا ةقیرطلا يھ ام  

在黑板上 

ةروبسلا ىلع ةباتكلا  

在电脑上 

رتویبمكلا ىلع ةباتكلا  

听写 

ءلاملإا  

拆分汉字部件 

زمرلا لیلحت  

其他 

11.您平时在课后自觉学习汉字吗？ 

؟كسفنب زومرلا ةباتك ةسراممب ةداع موقت لھ  

是 

معن  

否 

 لا

12.现在，在没有拼音时，您能认读您已经学过的汉字吗？ 

ةیتوصلا عطاقملا ىلا عوجرلا نود  زومرلا ةءارق نلاا عیطتست لھ  

（1-5 分表示非常不能--非常能） 

 1 2 3 4 5 
 

  
 

  

 
非常不能                           非

常能 
 

 

13.您认为阅读有助于学习汉字吗？ 

؟زومرلا ملعت يف كدعاست ةءارقلا نا دقتعت لھ  

 1 2 3 4 5 
 

  
 

  

 
非常没有帮助                         

非常有帮助 
 

 

14.您在写汉字时一般遇到哪些问题？ 



 

 41 

ةینیصلا زومرلا ةباتك ءانثا كھجاوت ام امئاد يتلا تابقعلا يھام  

错字 

ئطاخ لكشب زمرلا ةباتك  

别字 

رخآ زمر نم لادب زمر ةباتك  

提笔忘字 

حیحص لكشب زمرلا ةباتك ةقیرط ركذت مدع  

汉字水平难以提高 

ةینیصلا زومرلا ةباتك يف ياوتسم نیسحت بعصلا نم  

15.您认为汉语最难学的部分是？ 

؟ةینیصلا ةغللا ملعت يف ةبوعص ربكلأا ءزجلا وھ ام  

语音 

قطنلا  

语法 

دعاوقلا  

汉字 

زومرل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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