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期               钱多：针对母语为阿拉伯语学生的对外汉字教学研究 ·7·

第 30卷第 1期                          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3年 2月 

Vol.30  NO.1                         Journal of Pingxiang College                           Feb.2013 

   

 

针对母语为阿拉伯语学生的对外汉字教学研究 

——以约旦 TAG 孔子学院汉字教学为例 

钱 多 

（沈阳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摘 要：本文从驻约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的切身教学经验出发，针对母语为阿拉伯语的学生在学习汉字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错

误，进行了调查研究和分析，根据学生特殊的学习目的设计了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节省了教学资源，提高了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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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教学多年来一直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个难

点。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的外国学生来说，每个汉字都是

一幅图画，信息含量巨大，规律无从把握，很难将音、

形、义三者结合起来牢固地掌握。这一点在母语为阿拉

伯语的学习者（以下简称阿拉伯学生）身上表现尤为突

出。本文以笔者在约旦 TAG 孔子学院的实际经验略谈

一下对阿拉伯学生的汉字教学。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汉字本身是方块字，基本笔画

除了方向不同外，大部分都是直线，而且笔画组合较多，

交叉点也多。因此，同其他习惯书写字母文字的汉语学

习者一样，阿拉伯学生也表现出同样的笔形错误、笔画

增减或删除错误、部件配合错误等。而阿拉伯语属于闪

含语系，闪米特语族，中闪米特语支，共有 28个辅音

字母，没有专用的元音，而是靠在辅音字母上方或者下

方加符号表示。阿拉伯文为线性文字，由弧线、圈、点

组成，无交叉。书写时从右向左。呈现上浮、下浮和中

线的结构。因此，阿拉伯学生在学习汉字时，视觉辨别

能力和汉字再现能力较差，又表现出一些特有的偏误，

具体说来： 

（一）书写习惯方面 

a．所有水平或接近水平方向的笔画都从右向左

书写； 

 

 

 

 

b．以实心的或空心的原点代替汉语中的短点和

长点； 

c．以弯角代替提、折等笔画中的直角； 

d．要求详细给出提、撇、钩等斜划的倾斜角度。 

（二）图形识别方面 

a．拘泥于每一笔画的粗细； 

b．将印刷中的一些特殊标记当成书写汉字的重点； 

c．极力要求“横平竖直”，如果书写时为了美观稍

微改变一点角度，就不认识； 

d．同一汉字，换一种印刷体就不能识别，更不用

说换一种字体； 

e．不能合理地分析还原笔画的交叉组合。 

三、字词切分方面 

当前大部分对外汉语教材是基于“词本位”的，对汉

字的处理本着“以词定字，随文识字”的原则。教学时，

学生最难理解的有以下几点： 

a．为什么有的汉字明明可以表达完整的意义，但

是不能单独使用，而一定要和别的汉字组合成词？ 

b．在某个汉字的众多义项中，如何正确地找出该

汉字在句子或词语中的义项？ 

c．方块字之间的间距相同，从表面看来，到底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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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是字？哪个是词？ 

（四）构字理据方面 

汉字的历史之长，改革之多，是阿拉伯学生无法想

象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表现为： 

a．花费较长时间理解单个汉字在音、形、义各方

面的演变过程； 

b．难以理解古代汉字的构字理据和现代汉字的字

式结构之间的关系； 

c．汉字的象形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激发了学员

的形象思维和联想思维，但也加重了学习负担； 

d．自行创造有阿拉伯特色的析字法，如“男”是

一个农夫，“休”是园艺工人。 

（五）信息处理方面 

汉字结构复杂多变，信息密度极高，在信息处理方

面，阿拉伯学生的偏误表现为： 

a．不能将汉字的形、音联系起来；有学生问：能

否从汉字的形体上看出声调； 

b．不理解长短笔画的区分意义，如不能区分“未”

和“末”； 

c．注意图形的整体特征，忽视细节差别，如“我”

和“找”； 

d．忽视相同笔画的数量，如把“谁”右边的四横

划写作三横划，“舞”中的四竖划写作三竖划； 

e．极其排斥笔顺的学习，以圈、点、线的任意组

合代替汉字正常的笔顺。 

约旦孔子学院成人学员的主要构成是从事对华贸

易的商人、中资公司的本土雇员或计划去中国留学的在

校大学生，其中后者的比例较小。这一群体普遍在年龄

上已经错过了学习外语的最佳时期，更注重口语交际，

学习的目的性较强——为了和中国人进行口头交流。因

此，面对信息容量巨大的汉字，有很强的畏难情绪，在

学习初期回避汉字。但是随着学习的深入，特别是到达

中级阶段，汉字的重要性凸显时，又表现出急躁的心理，

恨不得短时期内掌握全部汉字。而且，由于他们在工作

中应用网络较多，更重视汉字的认读和输入。针对这一

情况，笔者调整了汉字教学的顺序和方法，以期提高教

学效果，使汉字不再成为学生学习道路上的“拦路虎”。 

一、总体方针：放松对书写的要求，重视认读和电

脑输入 

由于约旦 Tag 孔子学院学员构成和学习目的的特

殊性，在学习的初期，还是坚持“随文识字”的方针。

在初级阶段，在大量口语交际训练的同时，把汉字讲解

同文化介绍结合起来，从“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象形

独体字讲起，沟通物象和文字之间的关系，使学员联系

现实生活了解每一个汉字的根本意义。在此基础上，分

析字理，讲解指事字和会意字，使识字教学更加场景化

和生活化。同时加强系统归纳，由基础汉字引申出汉字

的部件，集中识字，使学员牢固掌握 1000 个高频汉字

中的 44个常用部件及其意义（陈仁凤、陈阿宝 1998），

并认识到汉字的系统性和理据性，淡化了畏难情绪。 

以上都是为了使学员对汉字形体有充分的认识，使

其能够具有初步认读汉字的能力。尽管形声字占汉字总

体的 35%左右，但是在学习初期，对阿拉伯学生而言，

汉字的形和音之间的联系并不十分密切，所以还需借助

电脑拼音输入法。TAG 孔院为每台学员使用的多媒体

电脑上安装了中文全拼输入法，教学环节之一是要求学

员利用全拼输入法掌握当日所学汉字，教学方法比较灵

活。主要目的是为了训练学员将汉字形体和读音联系起

来，区分同音异形字，达到熟练认读汉字的程度。同时，

通过这一环节，学员饶有兴趣地将所学汉字联成句子，

主动认读课文中较为复杂的汉字，并把自己的想法用汉

字写成电子邮件，发送给中国的合作对象，既不感到任

何学习负担，甚至还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感。就目前来看，

这种教学方法极大地增强了学员的信心，变“被动灌输”

为“主动吸收”，受到了热烈欢迎。 

水到渠成，学员开始主动要求学习书写汉字。借此

契机，将原来已经学会的 44个部件扩大到 118个常用

部件，系统讲解汉字的 4类 19种结构，引导他们拆分

汉字结构，加强构件联系，进一步提高学员的汉字自学

能力。此外，还根据学员的特殊需要，有意识地遴选了

一些商务惯用语中的常用汉字给学员提前灌输，如：顺

祝商祺、已阅、同意、待定等。学员对个人签名尤其感

兴趣。 

二、重视“俗字源”到“正字源”讲解法的过渡 

对外汉字教学中，一直有“正字源”和“俗字源”

两种讲解方法之争，也就是传统文字派字理阐释和新说

文解字派的字理阐释之争。“正字源”讲解法以六书字

理为依据，系统科学，富有文化内涵，但是随着汉字历

史的发展，3500 个常用汉字中，有 37%的汉字的理据

部分或者全部丢失，书写元素和构形元素毫无瓜葛，反

而难以说明。此外，过多讲解文化内涵也降低了教学效

率。而“俗字源”讲解法多采用笔画、部件象形法，把

书写元素人为地阐释为富有意义的构形元素，使字形、

字义建立临时联系，调动了一切认知手段，风趣幽默地

加深了学生记忆，但是这种主观杜撰、不考虑汉字发展

系统性的讲解法，在学生学习的高级阶段，很快就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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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瓶颈”。 

面对这样的矛盾，笔者主张：根据学习效果，分阶

段、分对象地灵活采用不同的讲解法，过渡自然，最终

目的是扩大学生的识字量； 

在学习初期讲解基础象形字、独体字时，适合追根

溯源，阐释字形和所记载事物轮廓性状之间的联系，宜

用“正字源”讲解法。如：山、水、天等； 

讲解古代遗留下来的、字理尚存的会意字和指事字

时，宜用“正字源”讲解法。如：森、上、众等； 

讲解现代新产生的会意字时，宜用“俗字源”讲解

法，如：尖、歪、泪等； 

讲解现代汉字中理据丧失或理据阐释较复杂的汉

字，为了增加学生认读这部分汉字的线索和趣味，宜用

“俗字源”讲解法，如：哭（一个大人哭肿了眼睛，还流

了泪）、渴（暴日下的一个囚犯看到水，觉得口渴）等； 

在中级和高级阶段，宜用“正字源”讲解法讲授汉

字部首，系统归纳同类形声字，集中识字。如：“女”

部、“扌”部等。 

三、在教学中充分应用电脑多媒体技术 

作为一线教师，笔者深深地感到目前的对外汉字教

学急需设计和开发专门针对外国学生的、多元智能的识

字多媒体教材、主题网站以及能够交流互动的网络学习

环境。利用现有条件，笔者在 TAG 孔子学院尝试引入

了汉语全拼输入法辅助教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前

文所述）。全拼输入法有效地帮助学员将汉字的音、形、

义三者有机结合，加强了记忆，但是学员依然是遵循的

阿拉伯语的习得习惯——由声到义再到形，而非是中国

人习得汉语时的“声、形、义”相结合的方法。所以目前

笔者正在计划引入以字理为基础的郑码汉字输入法，效

果有待研究。 

在软件方面 TAG 孔子学院还引入了《长城汉语》

和《多媒体汉字教学字典》进行辅助教学。学员在使用

过程中，不光能看到汉字笔画、笔顺的动态书写过程，

还能从一个部件联想到该部件的其他汉字，用不同颜色

标注汉字的每个组成部件和显得非常直观。学员还可仿

照例字进行书写，加深记忆。美中不足的是，TAG 孔

子学院没有将《长城汉语》作为教材使用，所以汉字范

围稍有出入；而《多媒体汉字字典》仅收录了 800个汉

字，不能完全满足需要。 

在硬件方面，TAG 孔子学院还配备了手写绘图

输出设备，以辅助学员学习汉字书写。学员在基本掌

握了汉字全拼输入法以后，被要求必须用写字板完成

课堂练习、课后作业等。电脑自动识别学员的手写痕

迹，“迫使”学员正确、美观地书写汉字，在课后辅

导和反馈评估环节实现了网上的互动交流。也提高了

教学效率和效果。 

四、创造汉字环境，提高汉字能力 

由于学员不是在目地语国学习，缺乏汉语环境，汉

字环境更是稀有，所以笔者尽可能地在孔子学院的教室

布置上增加了中国元素，挂上书法作品，设立汉语学习

园地，循环播放汉字 Flash等；带领学员参观中资公司，

收集中文版的报价单、宣传册、广告等；去中国餐馆练

习用中文菜单点餐；在教学过程中，使用从网上下载的

大量图片，如机场指示牌、机票、通知、表格等，对学

员进行有针对性的练习。通过这些实用性较强的汉字练

习，使学生有意识地运用已有的汉字知识，自觉地获取

信息，提高汉字能力。 

五、重视“字感”培养，提高“猜词”能力 

在对外汉字教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语文并进”

和“语文分进”两种观点。尽管观念禀异，但是大多数专

家一致认为“对外汉字教学长期处于困境的突出表现，

是汉字教学未能按汉字和汉字教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

教授汉字。”（李大遂，2008）。因此有专家提出要“从

基本结构单位——字出发，以字带词，以词带句”。这

种体系已经初见轮廓，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以该思

想为宗旨的教材出现。在教学过程中，笔者更注重均衡

培养“写、念、认、说、查”五种汉字能力，尤其强化

认读能力，重视培养“字感”；同时引导学员有意识地

主动了解汉字的多个义项，培养理解汉语构词方式和义

项选取的能力，鼓励学员根据熟悉的汉字猜测语篇的主

要内容，以期过渡到高级阶段的“猜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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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e Culture Remains in Jiangxi (Gan area) and the Leader of Yue—Wu Rui 

Zou Songlin 

（Pingxiang Museum, Pingxiang 337000,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e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data of cultural relics, the paper discusses 

about Yue culture remains in Jiangxi province and the traces of Wu Rui---the leader of Yue. Although the Yue 

relics unearthed in Gan area can not be comparable to the similar artifacts unearthed in the center areas of the 

State of Yue, the features and culture of which are quite the same, telling that Yue ancestors living in Jiangxi 

Province in the ancient time and the ones living in Zhejiang Province should belong to the same ethnic group; 

Wu Rui, a leader of Yue, was the first celebrity in Jiangxi, who ever reigned the areas at that ancient time where 

the Yue culture remains were found in Jiangxi. By means of tracing Wu Rui, this paper is to give a further 

explanation of what was historically recorded: “ There are hundreds of different kinds of Yue in south of 

Yangzhou”, which means the people all belong to a same Yue nationality, having different surnames only.   

Keywords: Yue culture in Jiangxi; Archaeological Remains; Wu R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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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for 

 Arabic-speaking Students 

——A Case Study on the Chinese Teaching in TAG Confucius Institute in Jordan 

Qian Duo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of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4,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s to mak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frequent mistakes in Chinese study made by 

Arabic-speaking students from Chinese teachers’ personal experience in Confucius Institute in Jordan. The 

teaching method based on the special learning objective can not only save teaching resource but also enhance 

teaching efficiency.   

Key words: Chinese teaching; Confucius Institute; Arabic-speaking stu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