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女”和“亻”偏旁的初级汉字教学探讨

本案例以《发展汉语·综合教程 1》第 10 课为背景，针对初级汉语学习者，围绕“女”

和“亻”这两个汉字偏旁的教学展开。教学的目标是帮助学生掌握这两个偏旁的构字规律，

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他们对其他汉字的学习。课程设计紧密围绕发现、分析并解决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展开，力求在实践中提升学生的汉字能力，并培养其自主学习的能力。

课程开始时，张老师注意到学生对汉字的学习兴趣普遍较低。虽然学生已经能够掌握一

定数量的汉字，但在面对新的汉字时，许多学生却表现得有些迟疑，特别是在写出包含偏旁

的复杂字形时，学生的书写水平参差不齐，且不容易记住偏旁的具体含义与构造。课堂上，

许多学生只是单纯地记住了这些汉字，而缺乏深入理解其字形构造的能力，导致他们对汉字

的理解较为肤浅。张老师意识到，教学的难点在于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帮助他们真

正掌握偏旁在汉字中的应用。

张老师首先从学生的学习特点入手，观察到大多数学生对汉字的记忆存在一定的困难，

特别是那些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包含多个构字成分的汉字。因此，张老师决定通过讲解“女”

和“亻”偏旁来切入问题。他认为，这两个偏旁作为基础汉字的组成部分，若能将其引导得

当，将有助于学生对其他汉字的学习。张老师通过前期的观察和经验总结，决定从学生已经

接触过的一些基础汉字入手，如“妈”、“信”，通过这些汉字带领学生逐步分析字形的构造，

探讨其中的“女”和“亻”偏旁的功能及文化内涵。

在课堂讲解中，张老师首先展示了含有“女”和“亻”偏旁的字，并通过比对，指出这

些字的构造规则。例如，他讲解了“妈”字中“女”的使用，并解释这一偏旁通常与女性、

柔和等含义相关，像“妈”代表母亲，象征着温暖与关爱。而在“信”字的讲解中，张老师

指出“亻”偏旁表达了人类的行为与情感，代表着人类的信任与交流。为了增强学生的理解，

张老师还适时引入了这些字的文化背景，举例说明“妈”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以及“信”

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

尽管张老师在课堂上做了细致的讲解，但他很快发现，学生对于“女”和“亻”偏旁的

理解依然较为肤浅。尤其是在应用练习中，很多学生对于字形构造的识别与书写仍然存在较

大困难。张老师意识到，学生只是停留在表面记忆阶段，缺乏对这些偏旁的深层理解。因此，

张老师决定调整教学策略，从更贴近学生实际需求的角度入手，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这两个

偏旁。

张老师在课堂上增加了互动环节，通过提问引导学生思考。例如，他询问学生：“‘妈’

字的‘女’字旁为什么要用来表示女性？‘信’字的‘亻’偏旁又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

通过这样的提问，张老师不仅激发了学生的思维，还引导他们在理解偏旁的同时，思考汉字

背后的文化和语义。此外，张老师还通过举例与反思的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发现问题并解决

问题。例如，学生在书写“妈”字时，常常将“女”写得过于简略，导致字形不规范。张老

师通过详细的讲解和示范，帮助学生逐步掌握正确的笔画顺序和字形规范。

在课堂活动中，张老师还结合了小组合作的形式，要求学生分组完成一些包含“女”和

“亻”偏旁的字形构建任务。每组学生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写出尽可能多的汉字，并解释每个

字的含义和字形构造。通过这种活动，学生不仅能够加深对这些偏旁的记忆，还能通过与同

学的交流互相学习。张老师在活动结束后，组织学生进行展示与讨论，分析他们在书写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并及时给予指导。这一过程不仅帮助学生加深了对偏旁的理解，还提升了他

们的汉字书写水平。

然而，张老师也意识到，虽然学生在课堂上参与了多次练习，但他们对这些偏旁的理解

仍然有待加强。尤其是在一些较为复杂的汉字中，学生往往难以准确地识别和书写出包含这

些偏旁的字形。张老师深刻认识到，学习汉字不仅仅是单纯的记忆和书写问题，还涉及到学



生对字形规律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因此，张老师决定在课后继续进行拓展训练，布置作业让

学生自主查找更多包含“女”和“亻”偏旁的汉字，并要求他们分析字形的构造和含义。通

过这种课后延伸，张老师希望能够帮助学生进一步巩固对偏旁的理解，并提高他们在实际应

用中的识别能力。

在下一节课上，张老师通过检查学生的作业，发现学生在字形构造的理解上有了明显进

步。虽然仍然存在一些书写上的小问题，但大部分学生已经能够较为准确地书写并解释“女”

和“亻”偏旁的相关汉字。张老师感到欣慰，但他也认识到，汉字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学生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仍需不断加强。

综上所述，本次课堂通过张老师的教学设计和调整，充分体现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教学过程。在教学中，张老师从学生的实际问题出发，灵活调整教学方法，积

极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维提升。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和互动环节，张老师成功地帮助

学生解决了汉字学习中的困难，并提升了他们的学习兴趣与信心。尽管仍有不足，但这一教

学实践为后续的汉字教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这一教学案例表明，汉字教学的有效性不仅仅依赖于知识的传递，更在于通过科学的教

学设计与方法，帮助学生在实际学习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解决问题。未来的汉字教学仍

需注重学生个体差异，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手段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汉字

学习能力。

（案例来源于 2023 年 5月 5 日对阿尔及利亚奥兰大学语言中心汉语教师张老师的邮件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