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章  绪  论 

1.1  国内外研究 状述现 评 

分场研究多见于汉语本体和中文信息处理中，目前学界较为认可的有国

外的 WORDNET，国内的《同义词词林》《简明汉语义类词典》《现代汉语分

类词典》《中文概念词典》、HOWNET、HNC……但在对外汉字方面，研究比

较薄弱。 

白乐桑的 A Key to Chinese Speech and Writing，是一本以“字本位”为中心

思想的书。该书虽然采用了随文识字的方法，但在汉字的选排上，他已经开

始采取分场的做法，把意义有联系的字放在了一起，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numbers and dates”。 

安子介先生（1991）是利用字义分场进行扫盲教学的先驱。他的《安子

介现代千字文》出发点是扫盲，但该书也经常被用作对外汉字教学用书。安

先生认为汉字可以分为 13 类（动、人、物、比、力、意、状、数、空、联、

向、时、固），并对 2000 个常用汉字进行了分类和教学实验。从分类结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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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每类包含字的数量相差很大，不利于有效安排课堂教学。 

黄剑杰（1989）认为通过吸收我国古代儿童启蒙识字法和现代的小学生

识字法的长处，并结合认知心理学相关原理，能够建立以义为中心的分类体

系。2007 年，他按部首、物属对汉字进行分类，出版了《科学分类识字丛书》，

用于儿童识字。对于外国留学生来讲，他们不熟悉汉语，跟中国的文盲、儿

童有相似之处，建立对外汉字教学分场字库，可以借鉴安子介和黄剑杰先生

的研究成果。 

张必隐（1992）从阅读心理学角度指出：汉字识读中的形义联系强于形

音联系。在汉字的学习过程中，形音与形义的联系在大脑里同时建立，但随

着时间的推延，形义的联系强度大于形音的联系强度。这为对外汉字教学中

加大意义作用的研究提供了心理学依据。 

石定果、万业馨（1998）指出：“留学生多数希望采取先整字然后归纳分

析的教学步骤，与我们惯常主张的由独体到合体、由部件到整字的程序相悖。

学生需要获得对整字的形音义的完整概念，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层次分析，理

解其结构原理，或许他们感觉这样更为系统和清晰。”分场字库的建设及其教

学正是基于这种思想，站在更高层次上，通过整体到部分的反复认识来提高

对外汉字学习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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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遂一直主张对外汉字教学要形音义兼顾，注重系统性。他（2002）

提出：“偏旁是汉字形音义系统形成的主要因素，偏旁是汉字体系最重要的结

构单位，偏旁之间的结构关系是汉字体系最重要的结构关系。”根据偏旁与合

体汉字结构关系，他（2006）绘制了《合体汉字生成示意图》（汉字生成坐标）。

2008 年他重申了这些观点，并强调指出“知识教学和识字教学都应该突出汉字

系统性的把握与应用，坚持以偏旁为纲。这样可以收到纲举目张的教学效果”。 

在分类思想指导下，杜丽荣（2004）提出了对外汉字教学“系联法”。该法

通过汉字形符、声符的系联，使学生认识到汉字的系统性和理据性，并自觉

地遵循汉字规律去学习汉字，包括形的系联、声的系联和综合系联等几个方

面。“系联法”非常重视汉字的系统性，但并不能将一种方法最大限度地贯彻到

底。 

潘先军（2002）在统计调查的基础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形旁表意具有相当

的局限性，尤其对没有汉语背景的外国留学生，因为他们不具备相应的汉字

知识和理论，难以清晰地把握形旁对应的意义。这个局限性同样也存在于声旁

系联。 

如何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分类科学合理的“分场字库”，在各个

场的层次下再划分出“形旁系联”“声旁系联”等层级，建立起大系统下的小系



004 ∥ 分 外场对 汉字教学研究 

统，是本书研究的关键。 

1.2  基本 点和基本思路观  

1.2.1  基本观点 

从教学实践来看，如果一字一字孤立地去认知汉字，难免事倍功半，而

循着汉字自身的系统性去认知，符合认知规律，则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从教

育科学的角度说，“学习和利用类别，是一种最基本、最普遍的认知形式”。“场”

反映了事物的系统性，是若干相联系的因素构成的聚合体，是利用类别认知的

方法。我们把语义有联系的汉字的聚合体称之为“字场”，这个称谓借鉴了词场。 

从语言事实来看，绝大多数的字都有意义，是语素；同时，很多的字又

可以独立运用，是词。从古汉语来看，早期的词多是单音节的，也就是字。

这样，我们可以将词场的研究结果应用于字场的分类，这种做法古已有之。 

我们分场以梅家驹等人编的《同义词词林》的语义分类标准和框架为基

础，根据对外汉字教学实际需要进行取舍。每个汉字只选取其最常用、最基

本的字义进行归场，并尽可能地选择名词义。 

以语义为纲，根据人的认知、书写的难易度、与日常生活贴近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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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反义、种属、顺序、文化习俗等标准来安排场及场里的字的先后顺序。

为了充分发挥计算机在教学中的作用，我们还要制作便于学习的“字树”和

FLASH 光盘。 

1.2.2  研究思路 

（1）选用《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2561 个汉字作为对外汉

字教学必教字，设置“拼音、笔顺、笔画、释义、字场符号标记、本义、语素

性、声符、形符、偏旁、部件、频率、甲级词、乙级词、丙级词、丁级词、

例句、习题”等 18 个属性段建成《对外汉字教学字库》。 

（2）在建成《对外汉字教学字库》的基础上，根据前人研究成果制定《对

外汉字教学分场字库》的分场规范。 

（3）以梅家驹等人编的《同义词词林》的语义分类标准和框架为基础，

参照 HOWNET、HNC、北大义类词典、北大概念词典等分类体系，根据分场

规范进行取舍分场，建成一字一义、一义一场的《对外汉字教学分场字库》。 

（4）根据《对外汉字教学分场字库》画出“字树”，制作囊括字库所有信息

的用于对外汉字教学的 FLASH 软件。 

（5）将《对外汉字教学分场字库》成果用于教学实践，并根据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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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汉语实际调整字场。 

（6）编写对外汉字教学教材《基于语义分类的对外汉字教学》。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的、⽅法、 新点和意创

义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书主要研究以下内容： 

（1）《对外汉字教学字库》属性段的设置。 

（2）在《对外汉字教学字库》基础上，结合教学实际，划分出数量适中、

符合第二语言教学规律并且不违背汉语事实的字场，建成《对外汉字教学分

场字库》。 

（3）实验对外汉字教学中先整体后部分教学方法的可行性。 

（4）字场的系统性与通过声符、形符、部件建立的系统性比较研究。 

（5）通过分场发现新的对外汉字教学方法。 

（6）常规教学方法和基于分场字库教学方法效果实验对比。 

1.3.2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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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方法。本书选用《高

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规定的所有汉字，设立相关属性段，建成

《对外汉字教学字库》，进而建成《对外汉字教学分场字库》，在限定范围中进

行定性、定量研究。 

（2）利用数据库进行研究。在构建《对外汉字教学字库》和《对外汉字

教学分场字库》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对外汉字教学的影响因素。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在对外汉字教学经验基础上，运用语言

理论进行对外汉字分场，然后利用分场结果进行教学实验，通过实践—理论

—实践的循环，不断完善基于字场的对外汉字教学方式方法。 

（4）注意层次性的研究方法。对困难的解决由易及难，逐步解决；对数

据库的建设也是先进行小规模的标注试验，制定规范，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大

规模标注。 

1.3.3  创新点 

（1）在封闭域内，借鉴汉语本体和中文信息处理研究较为成熟的词义分

类系统，研究建立适用于对外汉字教学的字义分类体系。 

（2）通过对对外汉字字义系统进行大规模和较为系统的描述，具备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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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性，有益于促进对这一问题的全面认识。 

1.3.4  研究意义 

（1）汉字是因义构形的符号，汉字的义跟汉字的形有紧密的联系，其形

体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语言单位的意，通过建立分场字库能够提高学生对汉

字字形的认知。 

（2）通过分场，引导学生去摸索、感受汉字的规律、理据和文化内涵，

培养学生对汉字的兴趣，提高对外汉字的教学效率。采用系统论的方法，将

对外汉字织入一张成系统的网内，帮助学生迅速扩大字量。 

（3）探索从整体到部分的对外汉字教学方法的可行性，进一步丰富完善

对外汉字教学理论。 

（4）利用分场字库编写实用、科学的对外汉字教学教材，编写对外汉字

教学词典（包括电子词典）。 

（5）组字成词，通过分场字库的建设提高词汇的学习，为下一步建立词

场打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