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旦华裔青少年汉字教学的实践与挑战

——基于《发展汉语·综合教程 1》第 7 课的教学案例

高老师是约旦安曼某学校的本土华文教师，负责教授华裔青少年小学生的汉语课程。学

生们大多来自华裔家庭，日常在家中与父母、长辈使用汉语交流，因此在口语方面具有较强

的能力。然而，由于他们长期处于阿拉伯语环境中，汉字的书写能力相对较弱。特别是在笔

画顺序、偏旁结构、字形比例等方面，学生们缺乏系统性的训练，对汉字的基本构成规律理

解不深。因此，如何在课堂教学中有效提升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力，并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成为高老师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

在本次课程中，高老师选用了《发展汉语·综合教程 1》第 7 课，重点教授汉字的基本

结构和书写规则。课程目标包括帮助学生掌握常见汉字的构造方式，正确书写基本笔画，并

理解偏旁部首的作用，从而提升他们的汉字认读与书写能力。考虑到学生的特点，高老师采

用了直观示范、互动练习、分解教学以及游戏化教学等多种方式，以提高课堂的趣味性和学

习的有效性。

高老师通过展示基本汉字“人”“口”“大”等，引导学生观察字形特点。他在黑板上书

写这些汉字，并让学生思考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学生们很快发现，这些字形结构较为简单，

笔画数量较少，而且具有象形的特点。高老师借此机会向学生们讲解汉字的起源，强调汉字

的构造并非随意排列，而是有规律可循。通过这种引导式教学，学生们初步建立了汉字的构

造概念。

然而，在随后的书写练习中，高老师发现，尽管学生们能够识别这些汉字，但在书写时

仍然存在较多错误。例如，一些学生在写“口”字时，习惯性地从右到左书写，而不是按照

正确的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进行。另一部分学生在书写“人”字时，忽略了撇、捺的

相对比例，导致字形不规范。高老师意识到，单纯的讲解并不足以让学生真正掌握书写规则，

需要通过更具针对性的教学策略来强化练习。

为了解决学生在笔画顺序和结构上的问题，高老师决定采用字形拆解教学法。他在黑板

上将“口”字拆分为四条短横，并用不同颜色的粉笔标注书写顺序，帮助学生清楚地理解从

上到下、从左到右的书写原则。此外，他还将“人”字的撇捺部分分别放大，让学生观察其

笔画的方向和长度比例。通过这些直观的示范，学生们对于汉字的书写顺序有了更清晰的认

识。

在此基础上，高老师设计了一项互动活动，让学生们在课堂上使用纸卡片进行汉字拼接

练习。他将汉字拆分为不同部件，如“口”拆成四个笔画，“大”拆成撇、捺和竖，并让学

生们尝试按照正确顺序进行拼接。这一活动不仅增强了学生对汉字结构的理解，也帮助他们

在实际书写时更容易记住正确的笔画顺序。

随着教学的深入，高老师发现，虽然学生们在基本笔画和简单字形的书写上已经有所进

步，但对于稍复杂的汉字，如“明”“好”“朋”这些带有偏旁的字，仍然存在一定的困难。

部分学生在书写时容易将偏旁的比例掌握不当，例如在书写“明”时，“日”偏旁过大，而

“月”偏旁过小，导致整体字形不协调。针对这一问题，高老师引入了偏旁对比教学法，将

形近但结构不同的汉字进行对比教学，例如“明”和“朋”，“好”和“妈”等，让学生体会

不同偏旁组合所带来的字形变化。此外，他还要求学生在练习本上画出田字格，并在田字格

内规范书写，以此培养学生的空间感和字形控制能力。

除了基础的书写练习，高老师还尝试通过游戏化教学来提高学生对汉字的兴趣。他设计

了“汉字接龙”游戏，让学生用所学汉字造词，例如“人”可以组成“人口”“大人”等，

而“口”可以组成“开口”“进口”等。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仅能够加深对汉字的理解，



还能在有趣的互动过程中巩固词汇量。高老师发现，相较于单纯的书写训练，这种带有挑战

性和趣味性的活动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他们在轻松的氛围中自然习得汉字结构。

尽管课堂氛围活跃，学生们对汉字的掌握程度有所提升，但高老师仍然发现，部分学生

在书写过程中仍存在笔画颠倒、结构松散的问题。为此，他决定在课后进行个别辅导，并布

置书写作业，让学生每天练习 5 个汉字，并通过拍照上传的方式提交作业。这样，高老师可

以在课后检查学生的书写情况，并针对问题进行一对一的反馈。经过一段时间的持续练习，

学生们的书写准确性和规范性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在本次教学过程中，高老师通过字形拆解、偏旁对比、游戏化教学和个别化辅导等方式，

成功帮助学生提升了汉字的书写能力。学生们不仅掌握了基本笔画和汉字的构造规律，还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书写的准确性和规范性。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汉字学习的兴趣得到了增强，

不再将书写汉字视为一项枯燥的任务，而是愿意在课堂和日常生活中主动练习。

高老师的教学经验表明，在华裔青少年的汉字教学中，应结合汉字的构造特点，运用多

样化的教学方法，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记忆效果。同时，个别化辅导和持续性练习也是

提升书写能力的重要手段。未来，他计划在教学中进一步结合现代科技，如汉字书写 APP
和在线笔顺练习工具，以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并为他们提供更多反馈机制，从而进一步优

化汉字教学的效果。

（案例来源于 2023 年 9 月 24 日对约旦安曼某学校华文教师高老师的 VOOV 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