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密“王”字旁：李老师的互动式汉字书写教学创新

李老师是约旦安曼 TAG 孔子学院的外派教师，负责教授初级汉语课程。安曼 TAG 孔子

学院作为约旦汉语教育的重要机构，不仅推广汉语学习，也在促进中约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

关键作用。李老师的课堂上，学生主要是大学生，他们具备一定的英语或阿拉伯语基础，部

分学生也对汉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由于汉字与阿拉伯字母书写方式完全不同，学生

们在学习汉字时遇到了诸多挑战，尤其是在偏旁部首的理解和书写方面，常常感到困惑。如

何有效地帮助学生掌握汉字的构造规律，成为李老师教学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在这节课中，李老师选择了“王”字旁的汉字作为教学重点。“王”字旁是汉字中常见

的部首，构成了许多日常用词，如“玉”“玩”“现”等。这些字的书写虽然看似简单，但学

生们在学习过程中容易出现偏旁位置不当、笔画比例失衡、甚至字形混淆等问题。此外，由

于汉字的象形特点与阿拉伯语的拼音文字系统完全不同，学生们难以直观理解“王”字旁的

语义联系，导致他们在记忆和书写时更加困难。因此，李老师希望通过这一课，帮助学生理

解偏旁部首的构造规律，并掌握“王”字旁汉字的正确书写方式。

李老师先在白板上写下了“王”字及几个带有“王”字旁的常见汉字，如“玉”“玩”

“现”等。他首先从字义入手，介绍“王”字的基本含义及其衍生词义。他告诉学生，在古

代汉字体系中，“王”字与统治者、权力相关，而“玉”则象征珍贵的物品，因此带有“王”

字旁的汉字往往与宝贵、尊贵相关。这一文化背景的补充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汉字的象形逻

辑，也激发了他们对汉字学习的兴趣。

当李老师让学生尝试书写这些汉字时，他发现许多学生在书写“王”字旁的字时存在明

显的问题。例如，一些学生在书写“玩”时，将“王”字部分写得过大，而“丬”部分过小，

导致整体结构失衡；另一些学生则忽略了笔画的顺序，尤其是“玉”字，学生们容易混淆其

与“王”字的区别，误将其写成三个水平横画，而不是正确的“二横加一点”结构。李老师

意识到，学生们的问题不仅是书写技巧的欠缺，更在于对字形结构的整体认知不够清晰。因

此，仅仅依靠讲解和示范并不能完全解决他们的困难，需要更具互动性和实践性的教学策略

来帮助他们掌握正确的书写方法。

为了加强学生对字形结构的理解，李老师决定采用字形拆解教学法。他在白板上将“王”

字旁拆分为不同的笔画，并标注每一笔的正确书写顺序。接着，他分别展示“玉”和“王”

之间的区别，让学生通过观察找出二者在结构上的不同点。他强调，“玉”字的下方有一点，

而“王”字没有，这一小小的区别往往是初学者最容易忽略的地方。他还通过对比“玩”和

“现”的结构，帮助学生理解“王”字旁在不同汉字中的位置变化。通过这种拆解与对比教

学，学生们开始逐步形成对“王”字旁的结构认知。

为了进一步巩固学生的理解，李老师引入了字形拼接游戏。他将“王”字旁的汉字拆解

成不同的部件，并打印成卡片，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将卡片拼接成完整的汉字。例如，他

将“玩”字拆分成“王”和“元”两个部分，让学生在游戏中练习正确的组合方式。通过这

种方式，学生不仅提高了对字形结构的认知，还在互动中增强了记忆效果。

尽管拼接练习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随后的书写练习中，李老师仍然发现部分学生的字

形比例掌握得不够理想。例如，在书写“玩”字时，一些学生将“王”部分写得过于靠左，

而“元”部分过于紧凑，导致整体字形不协调。对此，李老师采用了汉字书写分步训练法，

先让学生单独练习“王”字旁的书写，再练习完整的“玩”字。他通过分步骤讲解，帮助学

生掌握笔画之间的间距，并要求他们在田字格中进行练习，以确保书写时的字形比例更加均

衡。

为了让学生在更具真实感的环境中练习汉字，李老师还设计了情境对话练习。他给学生

们布置了一项任务：模拟一个关于玉器店的对话，要求学生在对话中正确使用带有“王”字



旁的词汇。例如，一名学生扮演顾客，询问：“这块玉是真的还是假的？”另一名学生扮演

店员，回答：“这是一块珍贵的玉，您可以放心。”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不仅练习了汉字的

认读，还能在实际语境中加深对词汇的理解。

李老师要求学生每天练习五个带有“王”字旁的汉字，并在作业本上进行抄写。他通过

在线平台收集学生的作业，并进行个别反馈，对常见错误进行详细讲解。经过一段时间的持

续练习，学生们的书写准确性和规范性得到了显著提高，尤其是在字形比例和偏旁结构方面，

他们能够更加熟练地掌握“王”字旁的书写规则。

李老师通过字形拆解、拼接游戏、书写分步训练和情境对话等多种教学方法，使学生在

短时间内掌握了“王”字旁汉字的书写规律，并提升了他们的汉字书写能力。学生们不仅能

够更规范地书写带有“王”字旁的汉字，还能够在实际对话中正确使用这些词汇，增强了语

言的应用能力。

李老师的教学经验表明，在汉字教学中，单纯的书写训练往往难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必须结合互动式学习、视觉化教学以及真实语境练习，才能有效提高学生的书写能力。未来，

他计划引入更多的汉字教学技术，如在线书写练习软件和增强现实（AR）汉字学习工具，

以进一步优化教学方法，使学生能够更加高效、系统地掌握汉字的书写规则。

（案例来源于 2023 年 9 月 3 日对约旦安曼 TAG 孔子学院外派教师李老师的微信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