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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联想模式在汉字学习中的认知作用 

将汉字放进学习者的大脑或者把汉字从学习者的大脑取出，笔者认为联想

法是一种简单的方法，也是一件简单易学的革命性思维工具。它是一种创造性

和有效的记忆方法。它可以帮助学习者提高记忆力、激发想象力、制订生活和

工作计划等。 

所有的联想法都使用颜色，从中心发散出来的自然结构，都使用线条、符

号、汉字和图像，都遵循一套简单、基本、自然、容易被大脑接受的规则。使

用联想法可以把复杂、枯燥的汉字变成彩色的、容易记忆的、有高度组织性的

图，它与学习者的大脑处理事物的自然方式。所以本文提出的联想法在汉字学

习中的运用分为四种运用：汉字与拼音的运用、汉字与偏旁的运用、汉字与结

构的运用、汉字与汉字组词的运用。最后笔者还把四种运用综合为一种练习的

运用。 

第一节 联想法在汉字与拼音的运用 

汉语拼音教学，既是汉语教学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教师应灵活采

用多种教学方法，增加课堂趣味性，激发学生的肢体、头脑都活动起来，积极

参与整个学习过程，并指导学生将学习与实践运用紧密联系，切实搞好汉语拼

音教学。    

拼音是刚开始学汉语的学生最重要的学习任务之一，因为它是学生学习汉

语后必不可少的工具，并且实践证明，如果在开始学习汉语时不能把汉语拼音

学好，以后会很难补上。汉语拼音教学也是中文教师最头疼的教学任务之一。

原因是汉语拼音的知识比较抽象，缺乏与生活的直接联系，特别是其中音近、

形近的字母，以及声母、韵母，更是有较大的难度。学生学起来，会容易感到

枯燥、乏味。笔者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汉语拼音教学的理论与方法，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为了让学习者会拼音与认字，笔者把联想法运用于汉字与

拼音教学，分为：声母与汉字联想；韵母与汉字联想；拼音与汉字联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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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 

� 使学生了解汉语拼音教学的内容。 

� 使学生了解汉语相似音及特殊音的特点。   

� 使学生掌握发音的规律。 

� 使学生进行发音时的问题。 

� 使学生正确掌握汉字的读音。 

一、声母与汉字联想 

问题：学生常把 zh、z、j 或 ch、c、q 或 sh、s、x 分不清，有时候把这

些拼音混淆、混用，有时候发音发得含混不清。所以本人让他们用联想法练习

与复述以前学过的汉字，练习完了以后，结果大部分没有出现写错拼音或读错

字。第二次用联想法的时候，本人让学生加上这个字在哪个生词出现、在哪个

句子发现等练习。 

 

 

 

 

 

 

 

 

 

图 3.1：联想声母的“zh”与汉字的图 

笔者让学生思考声母“zh”，复习以前学过的有读声母“zh”的汉字。然

后写出拼音与翻译。这种练习会让学生复习读“zh”的汉字。 

 

 

 

zh 

中中中中 

张张张张 

准准准准 

正正正正 真真真真 

zhōng 
���ก��� 

zhāng 
�	
�, � 

zhǔn 
������� 

zhèng 
ก����� 

zhē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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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联想声母的“z”与汉字的图 

笔者让学生思考声母“z”，复习以前学过的有读声母“z”的汉字。然后

写出拼音与翻译。这种练习会让学生复习读“z”的汉字。 

 

 

 

 

 

 

 

 

 

 

 

 

图 3.3：联想声母的“sh”与汉字的图 

笔者让学生思考声母“sh”，复习以前学过的有读声母“sh”的汉字。然

后找出那个字在哪个词与在哪个句子出现。这种练习会让学生掌握读“sh”的

汉字，以及复习生词与句子。 

z 

怎 

脏 

增 

在 再 

zěn 
��
���� 

zāng 
�ก��ก 

zēng 
��������� 

zài 
�� 
!"� 

zài 
�"ก#���� 

sh 

什 

上 

山 

少 生 

什么 

上午 

多少 

爬山 

学生 

你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名字？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我去图书馆。 

星期六我们去爬山爬山爬山爬山。 

橘子一斤多少多少多少多少钱？ 
你们班有多少学生学生学生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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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韵母与汉字联想 

问题：学生常把 an、ang 或 en、eng 或 uo、ua 和 ia、ie 分不清，有时

候把这些拼音混淆、混用，有时候读错韵母。所以笔者让他们用联想法练习与

回忆以前学过的汉字，练习完了以后，发现少出现写错拼音或读错字的问题。 

 

 

 

 

 

 

 

 

 

图 3.4：联想韵母的“uo”与汉字的图 

笔者让学生思考韵母“uo”，复习以前学过的有读韵母“uo”的汉字。然

后写出拼音与翻译。这种练习会让学生掌握读“uo”的汉字。 

 

 

 

 

 

 

 

 

图 3.5：联想韵母的“ua”与汉字的图 

笔者让学生思考韵母“ua”，复习以前学过的有读韵母“ua”的汉字。然

后写出拼音与翻译。这种练习会让学生掌握读“ua”的汉字。 

uouououo    

火 

多 

桌 

说 做 

huǒ 
�$ 

duō 
��ก 

zhuō 
%�&' 

shuō 
� ( 

zuò 
!�� 

uauauaua    

花 

瓜 

抓 

话 刷 

huā 
(�ก��) 

guā 
��� 

zhuā 
��� 

huà 
#��� ( 

shu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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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拼音与汉字联想等 

问题：学生常把拼音四声混淆、混用，有时候读错声调。所以本人让他们

用联想法练习与复习以前学过的汉字，还可以列一些同音字，如“方、芳、

坊”；“克、课、刻、客”等。练习完了以后，大部分没有出现写错拼音或读

错字的问题。 

    

    

    

    

    

 

    

    

    

 

 

 

 

 

 

图 3.6：联想拼音的“ying”与汉字的图 

笔者让学生思考拼音“ying”，该拼音有四个声调。让他们复习以前学过

的有读“yīng、yíng、yǐng 与 yìng”的汉字。然后找出那个字在哪个词出

现。这种练习会让学生掌握读“ying”的汉字，以及复习以前学过的生词。 

硬硬硬硬件、硬硬硬硬木 

电影影影影、影影影影片 

赢赢赢赢利、赢赢赢赢了 

欢迎迎迎迎、迎迎迎迎春 
应应应应该 

英英英英国、英英英英语 

硬 

应 影 

迎 

赢 

英 
应 

ying ying ying ying     

yīng  

yǐng  

yíng  

yìng  

反应应应应、应应应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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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联想法在汉字与偏旁教学中的运用 

汉字的结构可以分成独体字与合体字两类。独体字是由笔画直接组合成汉

字，结构单位有两个层次，是笔画与整字，如：“日”、“月”、“人”、

“车”、“口”等。合体字是由偏旁组合成汉字，结构有三个层次，是笔画、

偏旁与整字，如：“仙”、“林”、“间”、“众”等。“汉字独体字的数量

少，大概 5%左右，合体字的数量多，约有 95%左右。”[1] 

偏旁最初都是独体字，后来合体字也可以充当偏旁。之所以偏旁往往发生

形体上的变化，是因为汉字形体的演变，比如：“人”变为“亻”，“心”变

为“忄”，“水”变为“氵”等。还有些偏旁虽然现在已经不是汉字了，但以

前是独立成汉字，例如：“宀”、“疒”、“匚”、“虍”等。换句话说，汉

字的偏旁都是独立汉字及其它变体。 

“偏旁是合体字中介于笔画和整体字之间的结构单位。古代称合体字的左

半部分为“偏”，右半部分为“旁”。现在合体字的上、下、左、右、内、外

各组成部分称为“偏旁”，例如：“息”字的偏旁是“自”和“心”，“明”

字的偏旁是“日”和“月”，“问”字的偏旁是“口”和“门”。”[2] 

在汉字教学中，教师常对汉字的形体进行结构分析，需要每个偏旁有名称

说明。偏旁以前没有十分统一的名称，在长期使用后，一般都有约定俗成的称

呼，例如：“辶”叫“走之儿、“彡”叫“三撇儿”、“钅”叫“金字旁儿”

等。能独立成汉字的偏旁可以用本字加上所处的部位称呼，如：“日”字这个

偏旁，在“明”字中叫“日字旁儿”、在“间”字中叫“日字心”、在“早”

字中叫“日子头儿”，在“春”字中叫“日字低”等。 

                                            
[1] 邵敬敏《现代汉语通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84页 
[2] 李大遂《简明实用汉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14-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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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 

� 使学生掌握汉字基本笔画的正确写法。 

� 使学生感到学汉字很容易，同时又能领会其中的道理。  

� 使学生把汉字进一步系统化，掌握识字方法，提高自学汉字的能力。 

� 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分析汉字结构和理解结构规律的能力。 

� 使学生加深对形近汉字的辨析，注意汉字的结构和笔画。 

� 使学生感到汉字不是任意笔画的写，而是有自己的内部结构，字素与字

素之间有一定的结构规律。 

所谓的训练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大量的有效练习，

提高学生的能力。使用联想法在汉字与偏旁的训练中，分为拼合汉字的联想；

归类比较的联想；分解结构的联想三种训练。 

一、拼合汉字的联想 

由于随着所学汉字数量的不断增加，教师应指导学生在字素拼合的基础

上，加强对已学汉字的整体记忆，尽量减少拼合层次。比如学习“相“字的时

候，可以分析是“木”字和“目”字的拼合，以后学过“想”的时候，就应该

分析是“相”字和“心”字拼合。这样就缩短了记忆过程。 

并列练习。如让学生练习“一”加“丨”变成“十”，加“八”变成

“木”，加“亻”变成“休”，加“一”变成“体”。或者让学生用规定的偏

旁与部首造成新字，如“十、⺮、子、马、宀、日、口、门”并合成“字”、

“早”、“吗”、“简”等。通过练习，使学生从中悟出字素间的联系，培养

并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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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鱼骨形的联想拼合的部首“一”并合成汉字    

该练习象鱼骨头的形式一样，首先老师提出给学生“一”字，让他们自己

思考“一”加什么笔画、什么偏旁部首变成新字。例如，把“一”加“丨”变

成“十”，加“八”变成“木”，加“亻”变成“休”，加“一”变成“体”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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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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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联想偏旁与字素“立、口、日、十、阝、月、一”并合成汉字 

该练习是老师让学生用规定的偏旁与部首造成新字，如“立、口、日、

十、阝、月、一”并合成许多个字，例如，“音”、“吉”、“明”、“陪”

等。通过练习，使学生从中悟出字素间的联系，培养并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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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归类汉字的联想 

归类比较。如“汉、双、友、枝、译”等都包含“又”，“远、近、进、

过、还等”都包含“辶”。这些练习可使学生经过分析比较，概括出这些异同

的汉字，加强汉字结构的辨别能力。 

 

 

 

 

 

 

 

图 3.9：联想字素“氵氵氵氵”归类汉字 

笔者让学生思考偏旁“氵”，复习以前学过的有“氵”的汉字。这种练习

会让学生掌握有“氵”的汉字。 

 

 

 

 

 

 

 

 

图 3.10：联想字素“口口口口”归类汉字 

笔者让学生思考偏旁“口”，复习以前学过的有“口”的汉字。这种练习

会让学生掌握有“口”的汉字。 

氵氵氵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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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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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树形的联想字素“日日日日”归类汉字 

在汉字教学中，教师常对汉字的形体进行结构分析，需要每个偏旁有名称

说明。能独立成汉字的偏旁可以用本字加上所处的部位称呼，如：“日”字这

个偏旁，在“明”字中叫“日字旁儿”、在“间”字中叫“日字心”、在

“早”字中叫“日子头儿”，在“春”字中叫“日字低”等。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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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 “日”字低 

“日”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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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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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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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字边 

“日”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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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解结构汉字的联想 

分解结构，让学生按结构或字素分解汉字 ，找出该字是由几个部分组成

的，再看每一个部分可以组成什么新汉字，每个新汉字又可以组成什么词语或

短语。如： 

    不---- 杯（杯子）、甭、否（否则）、孬（孬种） 

还 

    辶---- 这（这些）、（很近）近、过（过去）  

这种练习可使学生进一步加强对汉字形体结构及其规律的认识，以新忆

旧，温故而有知新。 

    

    

    

    

    

    

    

 

 

 

图 3.12：分解结构汉字“礴”的联想 

分解“礴”字结构，让学生按“礴”字结构分解成“薄”、“溥” 、

“傅”、“寸”汉字等 ，然后想出每一个部分可以组成什么新汉字。 

：：：：过、村、对、寻、寺、导 

：：：：辅、缚、敷、埔、脯、浦 

：：：：汉、治、汁、江、活、渴、河 

：：：：岩、研、砍、磊、碟、磨、硬 

：：：：草、苹、艺、节、芒、宽、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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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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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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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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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四 五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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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联想法在汉字与结构模式的运用 

一个汉字的结构与其其中各部件的组合都必须统一为整齐的方块形。汉字

书写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书写技巧，并掌握汉字书写的内部平衡规律。同一个

组合部件，在不同的汉字中，书写方式不一定相同。 

一般来说，在汉字内部，组合部件的高度与宽度跟笔画有关，例如，笔画

复杂的部件，高度与宽度就大一些，相反，如果笔画简单的，高度与宽度就小

一些。现代汉字合体字的结构模式比较多，可以用层次分析法与平面分析法两

种不同的方法。 

在写字时，经常出现学生写字能力的问题，如，一是靠边写，靠头写，靠

左写等；二是把合体字切分成两个汉字；三是写合体字时，有的写得太乱，中

间有空间，不整齐；四是学生常忘写或加写“钩”，例如：应写的，但忘写，

有的不写的，却添写。 

教学目的： 

� 使学生掌握汉字间架结构的模式。 

� 使学生感到汉字不难学，同时又能领会其中的道理。  

� 使学生写字写得漂亮，写得很整齐。 

� 使学生把汉字知识进一步系统化，提高自学汉字的能力。 

� 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分析汉字结构和理解结构规律的能力。 

� 使学生加深对形近汉字的辨析，注意汉字的结构和笔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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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汉字构架结构的联想 

 

 

 

 

 

 

 

 

 

 

 

图 3.14：汉字品字结构的联想 

这两个练习是老师提出汉字结构，让他们思考以前学过哪个字，是跟老师

提的结构一样。这种练习使学生掌握汉字间架结构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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