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字教学案例编写及分析

在黎巴嫩的汉语教学中，由于课程设置及学生学习情况的限制，汉字教学面

临诸多挑战。学生仅修习汉语综合课，导致汉字教学的占比有限，难以进行系统

性的讲解与训练。在一个学期共 14 课时的课程安排中，前六课侧重于语音学习

与基础汉字教学，教师采用逐字教学的方式，汉字教学时间可占课堂的三分之一。

然而，自第七课起，随着生词量的增加，课堂时间主要用于讲解重点词汇，汉字

教学的比重逐渐缩减，书写训练和生词记忆主要依赖学生的课后自主学习。教学

后期，汉字学习的时间进一步压缩，甚至难以有效开展。

此外，教材的拼音依赖也是影响学生学习汉字的关键因素。第一学期的教材

配有拼音，但进入第二册后，拼音部分全部去除，导致大量学生因畏难情绪而停

滞不前，甚至直接放弃学习。对于无法独立识别汉字的学生而言，阅读变得极其

困难，从而导致学习的停滞。而能够继续学习第二册的学生，通常是那些愿意书

写汉字且具备基本认读能力的群体。他们能够在课后主动进行书写练习，并在课

堂上参与听写测验，由此可见，汉字书写能力直接影响了学生的持续学习情况。

黎巴嫩学生的母语为阿拉伯语，同时通晓法语和英语。阿拉伯语属于辅音主

导的拼写体系，而法语和英语均为字母语言，这使得学生在初学汉语时误以为汉

字也属于字母体系，难以理解其独立的表意特征。

许多学生认为掌握拼音即可学习汉语，对汉字的重要性缺乏认知，从而在学

习过程中不重视汉字书写。尽管部分学生认识到汉字学习的必要性，但仍有一些

学生认为，即使不学习汉字，也可以通过沉浸式口语环境掌握汉语，类似于母语

习得。然而，在当前的教学模式下，学生每周仅有一次汉语课程，缺乏足够的语

言输入，无法通过自然习得掌握汉语，因此系统的汉字学习仍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在书写方面，部分学生在初级阶段能够完成基础汉字的书写，但随着课程深

入，汉字结构松散的问题尤为突出。例如，书写**“林”字时，部分学生误认为

是两个独立的“木”，无法理解左右部件的比例关系**，缺乏整体字形的概念。

此外，部分初学者在田字格内练习时，无法正确控制字形，甚至会将一个字拆分

至多个格子。由于课堂教学时间有限，教师难以进行系统性的书写规则讲解，导

致学生在书写时未能形成良好的结构意识。

另一个常见的问题是笔画顺序的错误。许多学生认为只要字形正确即可，并

不理解笔画顺序的重要性。教师在课堂上反复强调笔顺，指出正确的笔画顺序能

够提高书写流畅度，减少书写难度。然而，部分学生依然不重视这一点，导致他

们在书写过程中速度较慢，字形结构不协调。此外，由于阿拉伯语的书写方向是

从右向左，部分学生在学习汉字时受到母语书写习惯的负迁移，在拆分笔画时出

现错误认知，例如将“竖折折钩”误认为三笔，或将“横折”误认为两笔。

在课堂教学中，语法问题通常能够有效解决，而书写训练则主要依赖课后作

业。然而，学生的作业完成率普遍较低，班级中仅约 30%的学生能够按时完成书

写任务，而 70%的学生未能坚持练习。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包括：学业压力大，

部分学生同时学习其他外语或专业课程，无暇顾及汉字练习。缺乏学习动力，部

分学生对汉字学习认知不足，认为拼音足以应对学习需求，因此不愿意投入书写

训练。考试与工作压力，部分学生需要兼顾其他学科的考试，或已进入职场，时

间安排较为紧张。

由于汉字教学较为薄弱，即使教师试图增加课堂内的书写训练，学生的课后

练习情况依然难以有效改善。相比之下，大学课程的汉字教学情况稍好，因为大



学课程通常设有专门的写字课，而孔子学院的课程多为兴趣班，难以开展深入的

书写训练。因此，在非正式的语言学习环境中，汉字教学的实施仍面临较大阻力。

案例分析：

孙老师在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任教，在汉字教学方面有很多难以开

展的地方。究其原因，首先，课程性质和时间的制约，导致汉语课程不得不快速

进展，因此学习汉字的时间不足。其次，学生无法准确建立起汉字结构的认识，

在部件拆分和笔画笔顺的方面难以理解，写字没有章法。第三，阿拉伯国家的语

言习惯使得他们难以对汉语汉字形成正确的认识，学校与学生都不够重视汉字，

课后书写作业学生不主动完成，完成率也很低，并且由于教材难度的增加，很多

学生会知难而退，不再继续学习，汉字无法得到广泛传播。

建议阿拉伯地区尽快完善教材，增强科学性，让更多的学生能够继续学习，

当地的学校也要更加重视汉字的教学、完善课程机制，让汉字教学能够有时间有

机会渗透到学生的学习过程中。

（该案例来源于2023年10月4日对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外派教师孙老

师的微信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