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新实用汉语课本》汉字基本笔顺的教学探讨

刘老师是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外派志愿者教师，负责教授初级汉语课程。作为埃及重要

的汉语教学机构之一，开罗大学孔子学院为阿拉伯语背景的学习者提供了系统化的汉语学习

机会。对于这些学生而言，掌握汉字书写是学习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汉字的形态与

阿拉伯字母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在书写顺序方面，阿拉伯语采用自右向左的书写方式，而

汉字遵循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书写规则。这种习惯上的差异导致许多初学者在书写汉字时

容易出现笔顺错误，影响字形的准确性。为了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汉字书写习惯，刘老师决

定从汉字的基本笔顺入手，系统性地讲解汉字书写的基本规则，并通过互动练习和文化导入，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掌握程度。

在第一节课上，刘老师首先引导学生观察汉字与阿拉伯字母在书写方式上的不同。他向

学生们展示了汉字的基本笔画，包括横、竖、撇、点、捺等，并结合动画演示，清晰地说明

各个笔画的书写顺序。学生们初步理解了汉字书写的方向，但在实际操作时，许多人仍然按

照阿拉伯语的习惯，从右向左书写横画，或是随意安排笔画顺序，导致字形结构混乱。刘老

师意识到，仅仅依靠讲解是不够的，学生需要在实际练习中不断调整，才能真正掌握正确的

书写方法。

为了强化学生对笔顺的理解，刘老师设计了一系列实践活动。他首先在课堂上展示几个

常见汉字，如“一”“二”“三”，并请学生模仿书写。起初，许多学生依然按照自己的习惯

书写，而忽略了汉字书写的基本原则，如先横后竖、从左到右等规则。针对这一情况，刘老

师利用线上教学平台的互动功能，让学生观看标准书写视频，并通过逐步拆解汉字结构，引

导他们遵循正确的笔顺进行练习。同时，他使用电子白板演示每个汉字的书写过程，让学生

观察并模仿。

然而，在具体的笔画练习过程中，刘老师发现撇和捺是学生最容易混淆的两个笔画。部

分学生将撇写成右斜线，而捺的方向则经常出错，使得汉字书写变得不自然。刘老师决定利

用对比教学法，分别展示撇和捺的标准书写方式，并通过分步练习，让学生掌握这两个笔画

的正确方向。他在屏幕上放大了“人”字的书写过程，并强调：“撇是向左下，捺是向右下。”

为了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他要求学生在空气中用手势模拟这两个笔画的方向，增强他们对

书写动作的记忆。

在练习过程中，学生们开始逐渐意识到笔顺对汉字书写的重要性。为了加深他们的理解，

刘老师引导学生讨论：“如果笔顺不对，会对汉字书写产生什么影响？”部分学生表示，错

误的笔顺会让汉字看起来不对称，甚至影响书写速度。刘老师借机进一步说明，汉字的笔顺

不仅影响美观，还关系到汉字的结构稳定性和书写的连贯性。

为了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刘老师设计了一项小组练习任务，每个小组需要共同完成一系

列汉字的书写练习，并互相检查笔顺是否正确。在小组合作中，学生们通过相互纠正，逐步

养成了遵循正确笔顺的习惯。刘老师在巡视过程中，发现部分学生在书写“木”字时，容易

把竖画放在横画之前，或是把“口”字的封闭结构笔顺颠倒。针对这些问题，他分别示范了

正确的书写方法，并指导学生通过观察汉字部件的排列方式来推测笔顺规则。例如，他解释

道：“‘木’字的横画先写，是因为横画起到了支撑作用，而‘口’字的封闭笔顺遵循先左、

后右、再底的原则。”

课堂的最后，刘老师布置了一项课后作业，要求学生每天练习 5 个汉字，并用手机拍照

上传至学习平台。他在下一节课前对学生的作业进行评估，并在课堂上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作

业进行讲解。在批改作业的过程中，他发现大部分学生的笔顺问题有所改善，但仍然有部分

学生在书写较复杂的汉字时，会因笔画较多而产生混淆。针对这一现象，他计划在接下来的

课程中加入更多复合字的练习，并通过游戏化的教学方式，例如“汉字书写挑战赛”，增强



学生的练习兴趣。

通过几周的练习，学生们的汉字书写能力逐渐提高，字形也变得更加规范。尤其是在撇

和捺的掌握上，大多数学生已经能够正确区分这两个笔画的方向，并在书写时遵循基本的笔

顺规则。尽管部分学生仍然需要进一步巩固，但整体而言，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汉字书写

能力，并对汉字的结构有了更深的理解。

刘老师总结道，对于母语为阿拉伯语的学习者而言，汉字书写的难点不仅仅在于笔画的

复杂性，更在于书写习惯的转换。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特别关注学生在书写方向

和笔顺规则上的误区，并通过多种教学手段，如视觉演示、互动练习、小组合作等，帮助他

们逐步建立正确的书写习惯。此外，将汉字的文化背景融入教学，也能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他们更有动力去理解和掌握汉字书写的规律。

在对外汉字教学中，基础笔顺的掌握是学生能否书写规范汉字的关键。通过系统化的教

学设计、互动式练习和个性化指导，教师可以有效帮助学生克服书写难点，提高他们的汉字

学习信心。这一经验不仅适用于阿拉伯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也为其他母语背景的学习者提

供了可借鉴的教学策略，在未来的汉字教学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案例来源于 2024 年 4月 14日对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外派志愿者教师刘老师的电话

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