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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联想法在汉字教学中的启示与思考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社会人员之间联系的纽带，没有语

言，就不能产生人类社会。为了克服语言的时空局限性，人们就发明了文字，

利用书写符号记录语言，使语言在另一种形式中得到了保存，从而完善与扩大

了语言的交际功能。”[1] 

汉字是书面上的方块字，是书写符号，又是读音单位。有的汉字有意义，

有的汉字没有意义。一个汉字可以是一个词，一个词可以是几个汉字。 

对于汉字正字法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纠正错别字、淘汰异体字和规

定简化字，汉字的数量很大，字形复杂，很难辨别。有的汉字偏旁不同，字音

与字义也都不同。有的字只是字形上有细微大别，结果字音与字义也不同。因

此使用汉字的人常常出现错别字。 

在汉字研究中，笔者发现汉字有难的一面，也有容易的一面。汉字难的方

面，主要是形体复杂，汉字数多，难认、难写、难记。一个汉字常常有十几

画、最多的有三十多画；还有按现在汉字字典出版的有五万六千多个汉字，但

汉字读音只有四百多个音节，所以汉字就有一字多音、一音多字、一字多义等

是学生有困难学习汉字，没有兴趣学汉语。汉字容易的方面，大多数汉字都有

同点的，如合体汉字的结构能力特别强，有不少的汉字有同样简单独体字组成

的，如，吃、喝、和、河、语等，都是有“口”字组成的；有的汉字有同样偏

旁的，如，想、您、忍、怎、急、情、忙、恨等，都是“心”字作为偏旁；有

的汉字有同样的拼音字母的读音，如，张、找、中、真、准等，都是由“zh”

声母的读音。 

在进行汉字笔画笔顺的联想法教学时，教师应该对汉字教学的内容分类集

中，增加大量的内容有关。例如教单体字“十”字的笔画横与竖时，教师可同

时教“一、二、三、土、干、王、上”等由横与竖组成的常用字，并同时教笔

顺规则“先上后下，先横后竖”；教师在教“点”的规则时，教师可以集中教

“六、小、常、米、羊、头、广、太、下”等汉字。本人发现联想法把笔画相

同的汉字集中在一起进行分类教学，既可以加深学生对汉字笔画与笔顺的印

象，又可以使他们感到汉字并不难学，也不难记。 

                                            
[1]
 陈宏 吴勇毅《对外汉语教学理论与语言学科目考试指南》，华语教学出版社，2007，125-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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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汉字偏旁部首也可以利用联想法，把汉字合体字结合在一起教，并分

类集中。例如教“亻”单人旁时可以教相关的常用汉字“你、们、他、休、

什、作、体、位、信”等；教“口”字偏旁的时候，可教“吃、喝、呢、吧、

吗、叫、问、听、名、哭、哥”等。 

第一节 联想法在汉字教学中的启示 

联想法是创造力的思想的地图，把线索引导到记忆、编辑、把资料组织起

来。联想法跟头脑功能有关，是把以前记住的汉字与生词来使用，以及回复以

前的记性。笔者认为联想法比典型纪录更准确。  

用联想法教学生之后，笔者发现联想法有很多优点：使学生了解所学内容

的主题与范围；使学生有计划的组织资料；可以把很多资料收集到一张纸上，

让他们更容易学习汉字；促进学生能自己解决问题的，并敢于创新的能力；使

学生愉快地学习汉字，提高记忆能力。 

本人研究汉字学习与教学方面，发现通过使用联想法的训练，可以把学生

学过的东西复现，使他们能强化记忆，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创

新意识和创新精神,成功地进行创新教育。因此，本人相信联想法能把复杂的汉

字，难认、难记、难读变成简简单单的汉字，容易记住，不会遗忘。 

在运用汉字联想的练习中，本人发现汉字联想有好几个特点：一是记忆

性，它是反复提取储存在大脑中的汉字，加强学生的记忆性。例如，教过“学

校”的“学”字，学习者会回忆想到“子”与“字”字（都有“子”字组

合），还可以想到学过的“学习”、“学生”。二是辨识性，学生会把复杂的

汉字或近形的汉字分辨清楚，不写出错字，比如，近形字的“未”与“末”，

通过练习后，学习者能分辨清楚哪个字用“未”字（味、妹、昧），哪个字用

“末”字（抹、沫、茉），也能分清常用混汉字读音的“j”、“z”、

“zh”。三是创造性，帮助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把刚学的汉字创出新字。

例，通过联想法的练习后，学生学过“十”字能创出“干、王、玉、国”等。

四是组织性，学习者会把多量的汉字分成一组一组，能帮助学生容易学汉字。

例如，学习者把“吃、喝、咬”组成一组，它们的偏旁都是“口”字或者都是

用口的动作。 

在单体字教学的联想法。大多数的单体字是由另一个的单体字增加或减少

笔画或者变化笔形来的。使用这种教学法教他们能注意增减或变化的汉字，不

但有助于学生能区别笔画或笔形相近的汉字，也有助于学生明白了很多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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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汉语教程》一册 上本 的第一课，教师教“大”字以后，再教

“人”字，因为“人”是由“大”字减少了一横，然后教“太”字，“太”是

在“大”字下加多了一个点，教“大夫”的“夫”字是“大”字上加了一横，

然后告诉学生“天”字也是“大”字加上了一横一样。但是“夫”与“天”是

笔画与笔顺相同但字形却不同，区别是上面有没有出头。在同一个书上的第八

课，教师教了“米”字，再教了“来”字（“米”加上了一横），复习以前学

过的“木”字（“米”减少了上面两个点）与“十”字（是由“木”字减少了

下面撇和捺。这样的教学对学生的好处是：一来学生学到后边内容的字

“人”、“太”、“夫”、“天”、“来”，就会联想复现了学过的“大”与

“米”等汉字，强化学生的记忆；二来把学生的记忆形成系列的互相联系的一

组汉字，这样的记忆习惯了，虽然学生偶然忘记写“米”字，但他们还会写

“来”字，就有可能记得“米”字怎么写了。 

在合体字教学的联想法，合体字的构成是有两种类型的，一种是单体字与

单体字的组合，如“楼、语、板、问、妈、哪”之类；另一种是偏旁部首与单

体字的组合，如“温、你、打、猫、完、路”之类。当教师教合体字或偏旁部

首时，应该增加教其它相关的或复习以前学过的合体常用字，例如，教包盖儿

“宀”时，应该补教或复习“它、字、安、完、宝、定、客、富”等。 

在这种汉字教学法中，教师应该综合运用，相辅相成，才能收到较好的效

果。 

学生学习有积极性的高低、有兴趣的大小，对教师的教学效果有很大的影

响。作为汉语教师，应该懂的汉语的逻辑规律，研究它们的规律，并且按照这

些规律改进教师自己的教学法。为了帮助学生克服学汉字的困难，教师必须使

他们渐渐一步一步地掌握汉字的结构规律。对各课教材提出的汉字笔画、笔

顺，进行分析；另外，在练习里有少量的汉字练习，教师应该补充一些汉字练

习。  

设计新汉语内容的教学,既接近教材,又不脱离学生实际,让学生在活动中去

想、去做、去思考，强调考查学生学习方法、思维品质和价值取向。通过这样

的“活动”，使课堂成为一个动态的、生长性的活动,并能够呈现师生的创新理

念。结果，学生创新思维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描绘出一个不同的结果，展示出

丰富多彩的创造思维。该课堂成功之处，就在于尊重了学生的个性，注重了培

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作为一位好教师，对学生想法的不切实际，不能泼冷水，而应多鼓励、赞

扬、引导学生敢于想别人之未想，做别人之未做。这样，学生的创造欲望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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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激发起来。青少年的联想力、想象力往往是面广而不深入，情节简单而不稳

定，夸张性大而创造性不强，因此需要教师加以正确地引导和培养。创造激发

联想力、想象力的氛围，使学生提供自由创造的机会，丰富学生的生活，提供

感性材料等，都是有利于创新思维的培养，有利于创新活动。 

第二节 研究后的一些新设想 

本人研究该论文之后，发现除了使用联想法在汉字学习中以外，还可以使

用联想法在学习很多东西，不管是什么语言，什么计划，都可以使用联想法帮

助人们的记忆、复习与创新。例如，使用联想法在学习词汇中或学习句子、用

联想法复习旧课连到新课文、用它安排个人的新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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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句子联想 

 

    

    

    

    

 

 

 

 

 

 

图 5.3: 词汇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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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在汉字联想的研究 

在泰国汉语教学当中，写汉字书写错误的表现形式有两大类：一是写错

字，分为五种：多笔少笔字；长短笔画没有分清楚；笔画写错；乱写字形笔

画；偏旁错误；二是写别字，分成两种：写出义近偏误；把形似字混用。 但笔

者使用汉字联想发的练习之后，发现： 

一、汉字联想法能分辨字形，消灭出现错别字。它的练习有助于弄清汉字

结构方式，尤其是合体字。 

二、汉字联想法能分辨字义，帮助理解与记忆字形。学习者能掌握不同汉

字的意义，理解汉字的基本义与引申义。 

三、该练习活动帮助分辨字音，引导正确的读音并记忆字音，也会引导学

生对字形与字义的理解。 

四、这种教学活动能让学生从学汉语的初期就开始学习认字，认识偏旁部

首，了解汉字结构，让学生了解包围结构、全包围结构、上下结构、左右结构

以及各种偏旁部首的组字。 

五、使用汉字联想后更容易书写汉字，让学生自己动手拼写字词，能增强

学习者的思维。 

六、把该教学法与学习完美组合在一起，让学习者能够在充满趣味的过程

中认识汉字或词组，并掌握字体结构、字体变化、词组组合等基本知识，还有

提高汉字的形象记忆能力效果。 

第四节 研究后的建议 

一、研究者每次应该先测试学生，为了考察学生对汉字认知的不足之处。 

二、教师应该准备怎么跟学生解释联想法的练习，让他们容易懂教师的目

的、内容与方法。 

三、在练习汉字联想法中，有时候学生会出错字、造新字，教师应该在他

们旁边提出建议与解决问题。 

四、应该培训老师能用联想法教学生学习汉字。 

五、运用联想法练习的时候，应该思考本课的目的与内容能否适合，以及

时间、年龄、学生的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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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在汉语教学中，发现许多泰国学生出现很多汉字书写的问题，例如，母语

迁移、部件辨识不清、学习记忆的问题、汉字偏误的情形等。为了使学生更快

地学习汉字并能长时间的记忆，而且保持对写汉字的兴趣，本人发现使用联想

法学习汉字，帮助学生能组织汉字变成一组一组，容易记得住；通过了一段时

间学生还记得以前学过的东西；在练习当中学生有兴趣地学习汉字、爱学汉

字。这种心理活动用在学习中可以帮助学习者加强记忆，增强识字能力的一种

有效的途径，也是培养学生自主识字的好办法。 

联想法在汉字学习中的运用研究，本人在收拾资料时，使用观察法与考试

法，发现：学生考试拼音与汉字的时候，都考得不通过 60%；老师没有有效的

教学法；学生对各汉字的格式不太熟悉；学生的写汉字与读汉字的能力偏差

等。从调查结果中，笔者认为老师的教学法对学生的汉字学习有很大的影响。 

在研究结果中，笔者发现该教学法跟以前的方法不同，学生没有使用这种

教学法学习汉字。笔者也发现使用联想法在汉字学习中提高学生的汉字书写能

力，在测试中，学生的成绩都考得通过 60%。 

通过联想思维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创新

意识和创新精神，再整合求同存异、探索与创造等思维能力的培养，这样才能

有所创新，成功地进行创新汉语教学。因此，笔者相信联想法能把复杂的汉

字，难认、难记、难读变成简简单单的汉字，容易记住，不会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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