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老师帮助学生突破汉字书写难题的教学实践

一、教学背景与学习挑战

在摩洛哥哈桑二世大学孔子学院的线上汉语课堂上，志愿者教师丁老师正为一群小学生

教授初级汉字书写课程。该孔子学院长期致力于推动中摩文化交流，并借助在线教学的方式，

为更多学生提供学习汉语的机会。然而，面对完全不同于阿拉伯文字体系的汉字，这些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难，其中，汉字笔顺的掌握成为他们迈向规范书写的第一道难关。

由于摩洛哥学生的母语是阿拉伯语，他们习惯从右向左书写，并且其母语文字以连写为

主，而汉字则强调笔画的独立性和书写顺序。这种书写习惯的差异，使得学生在学习汉字时

容易出现笔顺混乱、笔画顺序颠倒、缺漏笔画等问题。此外，小学生的书写习惯尚未养成，

导致部分学生在书写汉字时存在较大的随意性，难以遵循标准笔顺。

为了帮助学生正确掌握笔顺规则，并在日常书写中形成良好的书写习惯，丁老师结合《发

展汉语·综合教程 1》第 2 课的内容，设计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教学活动，从规则讲解、示范

演练到互动练习，逐步提升学生的笔顺掌握能力。

二、教学策略：分步讲解与互动实践相结合

1. 建立认知：笔顺规则的讲解与演示

丁老师首先采用可视化教学法，在屏幕上展示汉字的书写过程，并播放标准笔顺动画，

让学生直观感受笔顺的逻辑。例如，她从**“口”、“人”和“大”等简单汉字入手，向学生

们介绍汉字书写的基本原则**：
• 先横后竖（如“十”）；

• 先撇后捺（如“人”）；

•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如“口”）。

为了加深学生的印象，她在课堂上请学生们用手指在空气中书写汉字，让他们在无纸化

环境下初步感受笔画的顺序和方向。

2. 发现问题：实际书写中的错误分析

然而，在随后的书写练习中，丁老师发现尽管学生们理解了笔顺规则，但在实际操作时

仍然容易犯错。例如，在书写“木”字时，许多学生先写左右两横，再写竖笔，导致字形结

构紊乱。

丁老师注意到，这主要是由于学生对汉字的空间结构感知不足，他们更习惯按照视觉印

象书写，而非遵循规范的笔顺顺序。因此，她决定采用分解示范法，将复杂汉字拆解成笔画

序列，并通过逐步引导的方式帮助学生理清笔顺逻辑。

3. 强化练习：互动式笔顺练习与即时反馈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笔顺，她设计了多种互动教学活动：

“你来我画”游戏：一名学生在白板上书写汉字的第一笔，然后由下一名学生接着书写

第二笔，依次完成汉字。这种合作式书写练习不仅增强了学生对笔顺的记忆，也让他们在相

互观察和纠正中加深理解。

“笔顺纠错”挑战：丁老师在屏幕上展示几个错误笔顺的书写过程，让学生判断并纠正

错误。例如，她故意颠倒“木”字的书写顺序，让学生指出错误之处，并解释正确的笔顺。

这一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加深对正确书写顺序的辨识能力。

“笔顺接龙”练习：学生两两组队，每人选择一个汉字，在书写时不仅要正确书写，还

要复述笔画名称，如“横、竖、撇、点”。这一练习帮助学生在书写时形成语言反馈，加深

笔顺记忆。

4. 课后巩固：线上提交作业与个性化反馈

在课堂之外，丁老师还要求学生在线提交汉字书写作业，并结合视频批改功能，为每位



学生提供个性化反馈。在批改过程中，她不仅指出学生的笔顺错误，还会用录屏示范的方式

重新讲解错误点，让学生可以反复观看学习。

三、教学成果与反思

通过连续几周的强化训练，学生们在笔顺掌握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他们在书写简单汉

字时已经能够熟练遵循笔顺规则，书写质量和规范性均有显著提升。此外，学生们在书写汉

字时更加自信，课堂互动也变得更加积极。

丁老师也发现，在书写复杂汉字时（如“国”“家”），部分学生仍然会因笔画数量多而

忽略笔顺规则。对此，她计划在后续课程中分层教学，即针对不同程度的学生提供差异化练

习，同时结合汉字构造知识（如偏旁部首）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汉字结构，以减少笔顺错

误。

这一教学案例表明，针对小学生的汉字笔顺教学，不仅需要循序渐进的讲解和演示，更

需要通过互动式游戏、合作练习和个性化反馈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习得正确的书写规则。

未来，丁老师还计划探索结合汉字文化背景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学习笔顺的同时，理解汉

字的构造逻辑和文化内涵，从而提升学习兴趣和书写能力。

（案例来源于 2024 年 4月 10日对摩洛哥哈桑二世大学孔子学院对外汉语教师志愿者丁老师

的音频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