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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演变动画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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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字教学一直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大难点，并且目前没有结构完善的权威教材，汉字教学的许多问题一直亟待解决。本文

就对外汉语中的汉字教学的教学方法和教材材料的呈现方式展开论述，依托“动画”生动有趣的呈现形式，教材材料体现“结构 + 功能

+ 文化”的模式，不仅教授汉字知识，更传播文化，培养学习者的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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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的现状和问题

汉字是汉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的

过程中，汉字一直是重难点，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更是非常

困难。汉字教学的研究历来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前人做了大量

的研究，不仅有纯理论构想（如傅晓莉 2015），还有更具体方法

的实证研究（如李泉 2020）。更有学者提出了汉语的特点与汉语

教学路子（如吕必松 2005），也有学者对于对外汉语课程设置提

出了针对性的意见与看法（如李泉 2017）。目前，我国对外汉语

教学界的研究内容和角度主要集中在：汉字本体的研究、汉字的

字音和字形的研究以及汉字文化的教学的研究。其中汉字本体的

研究非常集中，主要集中在汉字结构的研究和形声字的研究。同时，

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也存在一些亟待我们解决的问题，一些研究

的空白领域需要填补。

（一）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缺少科学的、理想的教材

目前，对外汉语汉字教材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汉字出现

在课文和语法之后，另一类是专门介绍、讲解汉字的教材。但是

这两种教材都有一些缺陷。

前一类教材忽略了汉字本身的规律，没有给汉字内容留有足

够的空间，使所学的汉字不能成体系，独体字、合体字混合在一起，

象形性强的字和象形性弱的字也可能会出现在同一课内进行讲解，

偏旁、部首不同的字也混杂在一起。第二类教材的缺陷在于将所

要教授的汉字孤立地呈现，没有为其提供语境，并未能提现出汉

字教学与语法、词汇要素教学的相关性，将汉字要素教学作为独

立的一部分孤立地进行讲解，因为前后内容缺乏关联性，学生往

往会学了后面的内容就忘记前面的内容，难以全部掌握。

（二）对外汉语汉字课堂教学的教学方法有待改进

长期以来，我们的对外汉语汉字课堂教学一直是以教师为“主

导”，学生为“中心”，并且很多留学生反应汉字教学的内容枯燥

乏味，缺少丰富的课堂活动，只是一味在灌输知识。所以我认为我

们的后续的教学方法应该添加一些互动小游戏、汉字演变视频丰富

我们的课堂教学。动画视频就可以利用汉字甲骨文形式有很强的象

形性这一特点，展示汉字最初的形体以及后续的形体变化，让留学

生能够通过记住汉字原始的象形图画来记住汉字的简体拼写。

以往的汉字教学仅仅是要求学生能够辨认汉字，能够记住汉

字的读音，以便于后续的课文和语法的教学，汉字教学只是从属

的地位。但是事实证明仅仅教会学生辨认汉字和汉字的读音不能

满足学生使用汉语进行交际的需要。一旦学生脱离开课文所提供

的语境，汉字的识别和形近汉字的辨认也会对学生理解文意造成

一定的干扰。并且在我们进行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的过程中，往往

只是孤立地教汉字，将汉字和背后所蕴含的中华文化割裂开来，

使本身有趣的汉字变得枯燥难记。

汉字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化石”，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已经深

深烙印在汉字之中，很显然，讲汉字不能只讲汉字，不可以脱离文

化根基。针对上述问题，教材编写的内容应按照独体字和合体字来

区分开来，依托的是汉字本身的结构规律，不仅仅介绍汉字本体的

内容，还应编写了汉字背后的文化内容，文化教学来辅助语言教学。

二、运用动画进行汉字教学的优势

传统的对外汉语汉字教学只是在课堂上为学生展示汉字的写

法笔画，但是现实中很多外国人不知道每个汉字代表的含义，汉

字中的横竖撇捺，为什么会如此组合在一起形成我们今天所见的

汉字其实是有迹可循的。

（一）汉字是动态的

从汉字演变的过程来看，汉字处在动态的演变中，从汉字的

组合结构来看，汉字也是动态的要素组合，所以学习汉字不能仅

仅从静态的眼光看待汉字笔画的位置关系，而是应该从动态的角

度看待汉字中各要素的排列组合，并且发现其中的一定的规律，

对汉语学习者学习汉字来说大有助益。

用动画来辅助汉字学习便是从动态的角度关注各个部件的组

合，而不是观察汉字的书写方法和笔画间的相对关系。所以，动

画演示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的应用是很有用必要的。

（二）动画演示的重点是激发学习者的想象力

对外汉语的汉字教学往往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

动画演示能提供的不仅是汉字演变的全过程，一个汉字如何从甲

骨文演变而来，汉字教学动画的演示不注重解释为何笔画会弯曲

移动变形，只是展示汉字的形态变化，汉字的象形的特点让人们

从认识到一个实体的事物时能够联想到汉字的形态，同时在书写

汉字时也能联想到实体的事物，当然这不仅仅局限于象形文字中。

例如：宫字的演变

（三）动画的灵动性能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率

1、运用动画能够为对外汉语汉字教学营造出良好的学习氛围。

将汉字的形态演变从静态的文字图片通过想象连接成动态的

动画，再配上灵动的背景音乐能让学习者发挥想象力去理解汉字

是如何从一个具体事物变成符号化的意象的。

2、动画结合了音乐、图像、声效、文字为一体，形象生动。

如果能充分利用动画的优势，将动画融入到汉字教学中，既

提高了学习效率和教学效果，也让学生了解相关的文化背景，理

解汉字的结构和蕴含在其中文化内涵从而更好地对抗遗忘。

如在学习“木”这个字之前通过播放一段动画视频不仅可以

展示木字的笔画是如何书写，木的字形是如何从人们看到的“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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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到今天的汉字形态，而且可以渗透相关文化的知识，如传统

的榫卯结构，以及与木字相关的诗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

头万木春”等。

（四）运用动画演示时需要注意的关键

汉字的字形从甲骨文演变而来并不是一直循序渐进的发展的，

在统一文字小篆之前人们书写不规范，有时一种文字有多种写法，

这时候制作动画就需要甄别更为普遍广泛使用的形态或更加与后

期文字形态变化吻合的形态进行想象，使文字的演变流程看起来

更加连贯，盲目的增加一些特殊变形的字会增加学生理解整个演

变过程的难度，得不偿失。

三、“结构＋功能＋文化”教学在汉字演变动画中的应用实

例——故宫文化汉字教学

汉字教材编写应该选取一个最具代表性、最典型的载体

（一）汉字“结构“的呈现方式

对于汉字该如何分类、排列的问题，历来的教材都是分成两

类，一类是按照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的顺序进行讲解；

另一类是分成独体字和合体字来进行教学。笔者认为不能孤立地

只使用一类分类方法，而是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综合运用两种

方法。依托“故宫”这个历史文化建筑，选取相应的汉字作为讲

解内容，采取话题式、场景式的方式编排内容。

（二）汉字“功能”的呈现方式

编写汉字教材应该提供具体使用的场景，为学生提供可进行

交际的场景和话题。并且注意到了现代汉字的语义发展。比如：“心”

这个字，演变到现在，不仅仅是指心脏，还包括了情感、思想、

精神等含义，在这方面，汉字相关教材也要为学生提供相应的说明，

引起学生的注意。

（三）汉字“文化”的呈现方式

对于汉字“文化”的呈现，进行汉字教材编写的时候还应该

与相应的文化相结合，建议单独设置讲解相关文化的板块，可以

设置一些文化窗口、“云游故宫”等。讲解汉字是为了能交际，

传播中华文化。对于每一个字都应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文化主

体词来进行讲解。除此之外，还精心选取图片，展现文物最真实

的面貌，真正诉说汉字的“前世今生”。

总体而言，汉字教材的设计理念是：结构——功能——文化，

依托特定的文化场景，从汉字的结构入手，展现汉字原始样貌，

从“图画”角度去讲授汉字，不应该局限在汉字上，还要讲解文

化历史知识。教材中的文章应该是“汉字＋文化主体词”的形式，

使学生想到这个字就能回忆起相应的文化，而能记住汉字也绝不

是靠死记硬背，而是其甲骨文的“象形图画”，并且在中级、高

级的学生学习的文章中加入“部件”“笔画”“结构”等概念，

初级到高级遵循“感知——理解——运用”的脉络。

四、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新时期——让汉语之花开遍世界

汉字除了具有文字共同的功能外，也具有其他的特殊功能。

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汉字融入了汉民族特有的社会历史因素。

人们在感受汉字之美时往往浮于表面只关注汉字的书写，笔画、

笔顺等汉字的形体结构而忽略了内在的建筑、艺术、文学之美，

往往觉得枯燥乏味，对汉字的书写也是死记硬背、机械记忆，这

时了解汉字的内涵对汉字教学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汉民族的特有谜语——字谜

字谜是以字作为谜底的谜语，字谜的编创从字形、字音、字

义的角度进行编创。也有将字音字形符号结合在一起，让猜谜者

充分调动想象力和视觉听觉，而且在字谜的谜面中也有很多俗语、

成语、短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汉语为第二语言的汉语学习者对于汉字本就陌生，这时再去

强行灌输字谜的知识只怕会适得其反，但是运用动画演示的形式

可以让汉语学习者从更直观的方式调动自己的感官。对于不同类

型的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字都可以有更深刻的了解。

用 一 个 字 谜 举 例： 谜 面： 一 人 一 张 口， 下 面 长 只 手。 谜

底：拿这个字谜的编创就是从字的构形角度把“拿”字拆分为

“人”“一”“口”“手”这对于本就对汉语有陌生感的汉语学

习者来说理解起来具有一定难度了，但是如果在其中加入动画的

演示，把四个独立的字“人”“一”“口”“手”用动画演示的

形式组合起来更加容易理解这个字的构成，也有人把“拿”这个

字拆分为“合”和“手”这样从字形字义上都做了解释，但是无

论是分为两个部分还是四个部分，这种拆分开来理解的形式有助

于学习者更好的理解这个字的结构和意义，动画能作出的贡献就

是，让学习者对这个实例深刻理解而内化为自己的知识体系，应

用于其他的合体字的学习，这样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汉字与古代建筑和器物的关系

汉字的构成是由我们的祖先观察天地万物形成的成果，而建

筑和器物也是为了适应人类的需要发展出来的物质实体，而许多

汉字又是依照建筑和器物的样子“审曲面势”而勾勒出来的，与

建筑有关的汉字：宫、家、宅、庭、高、京、庭；与器物有关的

汉字：鼎、员、尊、壶、豆，这些字在甲骨文里都有体现。在动

画中融入这些文字不仅能展示汉字的结构，而且能引出相关的中

国古代传统建筑和器物文化，可谓一举两得。

（三）汉字中的偏旁部首

偏旁在汉字中有表音、表意等性质，汉语为第二语言的学习

者在学习汉字时学习偏旁部首就像我们学英语时学习构词法一样，

用动画演示同一偏旁的字有何关联，观察字的书写方式甚至对于

书写的美观也有助益。

五、结语

新时代对外汉语教学更加多元化，汉语国际教师的教学手段

也多种多样，归根结底，对外汉语汉字教学要从汉字的特点出发，

结合汉字应用的特点，同时真正了解汉语学习者学习汉语的难点。

注重学习者技巧的训练，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热情，这样能

让学习者的学习效率更高，也让教学进行更加顺利。总之，在对

外汉语汉字教学中能运用动画对教学的效率和学生的学习效率都

有所提升，汉语教师应该充分运用这一现代技术，让汉语之花开

遍世界，让汉文化得以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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