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字教学案例：身体部位汉字书写的高级汉语教学实践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是北非地区汉语推广的重要机构，致力于为埃及及周边阿拉伯国

家的学习者提供专业的汉语教学。姜老师作为外派志愿者教师，主要负责教授社会成人的高

级汉语课程。这些学生已经具备较强的口语和听力能力，但在汉字书写方面仍然面临诸多挑

战。尤其是对于结构复杂、笔画较多的汉字，学生们在笔顺、字形比例及空间布局上存在明

显困难。鉴于此，姜老师设计了一节以“身体部位”汉字为核心的书写训练课，帮助学生掌

握“手”“口”“耳”“足”“目”“头”等汉字的书写规律，并通过多种教学策略提升其汉字

书写能力。

姜老师对学生们的书写情况进行了评估。他发现，尽管学生们对这些汉字的读音和意义

已经熟悉，但在书写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在书写“口”字时，一些学生会先写封口

部分，而非遵循“先外后内”的原则；“耳”字的结构较复杂，学生往往忽略其笔画间的空

间关系，导致字形失衡；而“头”字的横竖笔画关系容易混淆，影响整体的规范性。这些问

题主要源于学生受阿拉伯语书写习惯的影响，缺乏对汉字结构的直觉认知，同时对笔顺规则

掌握不牢固。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姜老师采用字形拆解、笔顺排序、空间感训练等多种教学策略，帮

助学生系统掌握汉字书写的基本原则。他首先通过多媒体课件展示了六个汉字的演变过程，

让学生直观地看到汉字从甲骨文、篆书到现代汉字的转变。例如，他展示了“手”字最早的

象形写法，如同一只张开的手掌，而“目”字的古文字形则类似于真实的眼睛。通过这种直

观展示，学生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汉字的构造逻辑，提高记忆效率。

姜老师引导学生关注汉字的笔顺规则，强调“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从左到右、从上

到下”的基本原则。例如，在书写“耳”字时，他特别指出，耳朵的上下两部分应保持对称，

且撇捺的角度需要精准控制，以保证字形的美观。在讲解完笔顺后，姜老师设计了一项笔顺

排序游戏，将每个汉字的笔画拆分并打乱，让学生以小组竞赛的形式，按照正确顺序重新排

列笔画。这种互动方式不仅提高了课堂趣味性，还强化了学生对正确笔顺的记忆。

在基本规则掌握后，姜老师进一步强化了学生的空间感训练，以解决书写比例失衡的问

题。他采用网格书写练习，让学生在方格中按照标准字形练习书写。例如，“目”字的四条

横线应等距排列，确保字形结构严谨；“口”字的四条边需要保持对称，避免出现倾斜或闭

合不均的问题。这一训练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字形控制能力，使他们在书写时更加注重整体布

局。

在课堂互动环节，姜老师采用了情境联想法，将汉字书写与文化背景结合，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例如，在介绍“足”字时，他向学生提问：“中国文化中，‘足’除了指脚之外，

还有什么象征意义？”学生们积极讨论后，姜老师解释道，古汉语中“足”还含有“满足、

充足”的意思，强调了足部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拓展不仅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

解汉字的内涵，也提升了他们的学习动力。

此外，姜老师安排了一场书写竞赛，鼓励学生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身体部位汉字的书写，

并通过小组互评找出字形上的错误。竞赛过程中，学生们专注练习，课堂氛围活跃。对于书

写规范的学生，姜老师给予表扬，并请他们分享书写技巧；对于仍然存在问题的学生，他提

供个别指导，帮助其逐步改进。

在课程结束前，姜老师布置了课后作业，要求学生每日练习书写这六个汉字，并上传作

业照片。他将在下一节课对学生的作业进行反馈，针对共性问题进行二次讲解。通过这种方

式，学生们得到了持续的书写训练，能够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优化书写习惯。

在随后的几节课中，学生们的书写水平逐步提升。大部分学生能够按照正确笔顺完成汉

字书写，并在字形结构上更加规范。作业反馈显示，学生们在“头”和“耳”两个字的比例



控制方面有明显进步，且笔顺错误的现象明显减少。然而，部分学生在书写更复杂的汉字时

仍然存在细节错误，例如“足”字的撇捺容易写得过长或过短。针对这一问题，姜老师在下

一节课继续进行了个别辅导，并提供了针对性的强化练习。

汉字书写的教学不仅仅是技术训练，更是学习者对汉字逻辑与文化理解的过程。单纯的

笔顺讲解难以解决学生的实际书写问题，需要结合直观的字形解析、互动练习和个性化辅导，

才能真正帮助学习者掌握正确的书写方法。通过字形拆解、网格书写、情境联想等多种教学

策略，学生们的汉字书写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也增强了他们对汉字系统的理解。

此外，教学策略的灵活性和多样化对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参与度至关重要。姜老师采

用的竞赛、游戏和小组合作模式，不仅让学生在互动中掌握知识，还培养了他们的自主学习

能力。这种教学方式尤其适用于母语与汉字差异较大的学习者，如阿拉伯语背景的学生，他

们需要更多直观的、结构化的学习方法来适应汉字的书写规则。

在未来的教学中，姜老师计划增加书法元素，让学生通过书法练习进一步巩固汉字的结

构和美感。同时，他还将引入更多文化背景知识，例如汉字的象形演变、中医对身体部位的

命名方式等，以加深学生对汉字的兴趣和认知。通过不断的优化和调整，汉字书写教学将更

加高效，也能更好地适应不同语言背景学习者的需求，使他们在掌握书写技巧的同时，更深

入地理解汉字的文化价值。

（案例来源于 2023 年 5月 7 日对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外派志愿者教师姜老师的邮件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