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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华夏五千年文

明的高度浓缩，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历史的活化石。其不但有着沟通

各民族的文明，也有着美学艺术上的功能。 

然而，汉字书写一直是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难点，一直困扰着学生。很多

学生初学汉语时过度依赖拼音，对于汉字的识记过少，不利于打牢汉语学习

的基础。此外，因为汉字书写的偏误，还会造成理解的偏差，也不利于他们

感悟汉字之美，领略汉字之魅，体察汉文化的精髓。 

一、偏误类型 

笔者作为国家汉办的志愿者，于 2018 年 9 月开始在明斯克国立语言大学

孔子学院教授汉语。本人教授的是第 13 组汉语兴趣班的学生，本班共十四

位学生，年龄在 18 至 35 岁之间，母语为俄语及白俄罗斯语，此前从未接触

过汉语，至本研究完成时，学习中文四个月整。 

笔者以这十四名白俄罗斯汉语初学者为研究对象，分别从汉字的笔画、

笔形、部件和结构四个方面产生的偏误进行分析。 

1、笔画偏误 

针对这十四名来自明斯克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初学者进行分

析，笔者发现出现的笔画偏误主要分为四种类型：笔画增多、笔画减少、笔

画错位和长短不一四种类型。 

（1）笔画增多 

笔者统计发现，俄语学生在书写汉字时经常会增添笔画，尤其在写带有

“点”或“横”等笔画的字时，出现较多偏误。比如，写“池”时，会在内

部写四个点；写“目”时，会在中间写三个横。 

（2）笔画减少 

笔者统计发现，俄语学生在书写汉字时经常减少笔画，尤其在写带有

“撇”、“竖”等笔画的字时，出现较多偏误。比如，写“流”时，“氵”

写成“冫”；写“申”时，会写成“甲”。 

（3）笔画错位 

笔者统计发现，俄语学生在书写汉字时经常会出现笔画错位的现象， 尤

其在书写带有“竖”、“点”时，出现较多偏误。比如，在写“竖”时，会

把左上角的两个竖线写在左侧部分，把“竖”变成左右结构；写“可”时，

会写成“叮”。 

（4）长短不一 

笔者统计发现，俄语学生在书写汉字时经常会出现长短不一的现象， 尤

其在书写带有“横”、“竖”时，出现较多偏误。比如，在写“士”时，会

写成“土”；写“临”时，会把左侧个竖线写成一样长。 

2、 笔形偏误 

ТЯНЬ ЯНМИНЬ 
俄语为母语者初学汉语时汉字书写的问

题－以明斯克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院学

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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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笔形替换 

学生在学习汉语时，  常常会用一种笔画代替另一种。比如学生在写

“九”时，会把横折弯钩写成横折提，还有学生会写成“力”；比如写

“七”时，写成“匕”；再如写“八”时写成“儿”。 

（2）笔形变化 

学生在书写汉字时不能很好地掌握笔形的变化规律，对很多俄语为母语

的学生来说，他们是在“画”汉字而非“写”汉字。比如，很多学生在写

“辶”时，会将走之写成两个阿拉伯数字“2”。 

3、部件偏误 

（1）部件增加 

学生在记忆汉字时，常常会添加一些笔画较少的部件。比如，有学生在

写“青”时，写成“清”。 

（2）部件减少 

学生在记忆汉字时，在笔画较多时，会漏写一些部件。比如写“婆”时

漏写女字底。 

（3）部件颠倒 

由于汉字部件组合的灵活性，学生记忆时还会出现部件颠倒的情况。比

如有学生会将“明”的左右部件颠倒。 

（4）部件替换 

由于对汉字部件的掌握不够扎实，学生还会混淆各种偏旁。比如，学生

在写“奶”时，会把右侧的“乃”写成左耳刀旁“阝”。 

4、结构偏误 

（1）结构松散 

结构松散是俄语母语者学习汉字的一个重大问题。学生常常在写左右结

构的字时，留出过大的间距，往往造成误解。比如，学生在写“好”时，会

写成“女子”，“斯”写成“其斤”。 

（2）结构不对称 

学生书写汉字时还会出现结构不匀称的问题。比如写“晏”时，把日子

头写得过大，造成头重脚轻的感觉；再如写“多”时，学生会写成左右结构

而非上下结构。 

二、原因分析 

1、 汉字结构复杂、数量庞大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而延续至今的表意文字系统。”汉字

属于方块文字，结构复杂、字形多变、笔画繁多，与俄语十分不同。 我们平

时最常用的《新华字典》把现代汉字的总量定在 11000 个左右。通过 HSK 

四级则掌握 1200 个左右常用汉字。因此，对于俄语为母语的学生而言，学

习汉语需要记忆汉字数目庞大。 

2、俄语母语负迁移 

白俄罗斯学生的母语为俄语或白俄罗斯，这两种语言与汉字结构截然不

同。汉语是表意文字，而俄语是表音文字。 俄语由 33 个字母组成，从左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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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依次书写，连笔现象比较常见。而中文是方块字，遵循“自左而右、从上

至下” 的书写原则。对于白俄罗斯学生来说，汉字如同一幅抽象画，所以学

生都畏惧书写汉字，尽可能使用拼音替代。加之人们学习新的语言时，往往

倾向于用学习母语的方式学习新的语言。因此， 这些学生在书写汉字时受其

书写母语习惯影响，斜体现象较为严重，有时还会出现连笔。 

3、学生自身学习动机 

以明斯克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院学生为例，学生之间汉字书写的差异非

常之大。笔者研究发现，这与学生的学习动机有较大的关系。一部分学生学

习汉语是为了通过 HSK 的考试， 拿到汉办的奖学金，从而去中国进修学

习，这类学生学习态度往往极为端正，自身也较为努力，往往在汉字书写上

表现更佳。还有一类学生只是为了学习新的一门语言，没有强烈的去中国的

意愿，但是学习态度仍然较为端正，汉字书写也不赖。最后一类学生是为了

掌握汉语交流的能力，注重汉语口语能力的培养，不重视汉字书写，汉语学

习全程都使用拼音代替纪录，这类学生口语表达尚可，认字能力也不错，但

是汉字书写能力堪忧。 

4、 对外汉语教师忽视汉字教学 

对外汉语老师对汉字书写的忽视也是学生书写情况不佳的原因之一。 在

汉语教学初级阶段，教师往往更多注重口语能力的培养，将教学的中心过多

地放在语音、语调和变调上，忽视了汉字书写能力的培养。 

其次，教师教授汉字时方法枯燥，简单介绍汉字的部件让学生自行记

忆。俄语为母语的学生从未接触过这样的方块文字，很容易产生畏难以及抗

拒心理。学生对汉字学习提不起兴趣，自然就学不好汉字。 

最后，汉字教学和语言教学不同步。众所周知，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时，

人们往往从最简单的问候语开始学习，比如“你好”、“再见”、“谢谢”

等，但是对于汉字书写而言，这些问候语并不是最简单的汉字部件，最简单

的汉字部件应为“人”、“一”、“大”等，这样就造成了语言教学和汉字

教学的脱节，加上目前的教材编排没有将笔画、笔顺等纳作汉字学习的重

点，俄语为母语的学生缺乏此方面的基础，很难掌握汉字书写的基本规则。 

三、应对策略 

1、汉字笔画教学导入 

汉字结构复杂、数量庞大，因此在学生学习汉语初期就应该打好基

础，首先教授笔画知识。笔画是组成汉字的最小单位，因此，教授外国学生

汉字时，首先应从笔画知识教授。教授学生笔画时，也应当遵循循序渐进的

原则，从基本笔画教授，然后再学习组合笔画。学习好笔画知识后，还应当

教授学生汉字书写的基本规则，即“先上后下”，“自左而右”等规则。在

教授时，还可适当引导学生数出笔画数，这样可以加深学生对于汉字书写规

则的印象，自然可以提升学生汉字书写的能力。 

2、汉字字义讲解 

汉字是表意文字，通过分析汉字的构造，从而挖掘其中蕴藏的中国文

化，并且用生动的方式讲解给学生听，这样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也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记忆汉字、书写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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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教师应当利用中俄文字的不同，帮助学生强化汉字的概念。俄文

表音，中文表意，各有所长。如果学生对汉字的造字法和用字法（即象形、 

指事、 形声、 会意、 转注、 假借）有所了解，相比学习汉语就会容易许

多。比如，象形字“日”指的是太阳，讲解“日”字时候给学生画太阳的图

片，让学生进行对比，引起学生的兴趣。从而使她们自然而言地记住这个汉

字。再如会意字“明”由“日”“月”二字构成，意为“明亮”，相信通过

分解字的部件，学生记忆汉字就会容易许多。只有在教学过程中加深汉字部

件意义的理解，才能够更大程度地减少汉字书写偏误的情况。  

3、教导学生汉字书写的必要性 

一部分汉语学习者自身对汉字书写的重视程度不够，学习态度不端正，

这就需要老师加强监督和管理。教师应当尽可能地引导学生，教导学生不管

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汉字都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想要通过考试也

好，抑或只想学好汉语口语也罢，汉字的书写都不容忽视。倘若忽视汉字的

书写，即使可以顺利通过初级阶段的学习，在后续的汉语学习中势必遇到更

大的阻碍。 

4、 重视汉字教学、寓教于乐 

俄语学生初学汉语时是汉字打基础的关键阶段，教师不应当急于求成，

为了让学生尽快地说几句口语而忽视汉字的教学，如果在这个阶段没有加以

把控，学生就不能意识到汉字学习的必要性，过度依赖拼音，不利于汉语的

进一步学习。因此，教师应当在汉语教学的初期阶段就重视汉字教学，并从

易到难，引导学生写好每一笔、每一画、每一个汉字。 

其次，针对教师教学方法枯燥的问题，笔者认为教师应该尽可能寓教于

乐，利用多种教学方式提升汉字教学的效果。 所以，想要提高课堂对外汉字

教学的趣味性，我们就要使学生通过学习汉字从而理解汉字后面蕴藏的文化,

效果可能会事半功倍。比如，针对汉字教学本身，教授“好”字时，告诉学

生，古代中国人认为儿女双全即为好，所以好是这样构成的，这样一定可以

减轻学生记忆的压力，并且让学生对中华文化产生兴趣。再如，教“青”一

字时，告诉学生这个是绿色、黑色，加上“氵”时。表示水清澈，语“青”

同音。其次，针对比较难以解释的汉字，只能死记硬背时，教师可以让学生

之间形成竞争关系，进行小组竞赛，看看哪些学生记得又快又好，有奖有

惩，这样也能提升学生记忆汉字的兴趣。 

最后，汉字教学和语音教学的不同步，只能通过教师在课上协调，两手

抓，两手都要硬。只有在前面打好基础，其后汉字学习才能少一些压力。 

四、结语 

汉字作为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个汉语学习者必须掌握的部分，也

是较难掌握的部分。本文针对明斯克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书写汉字

出现的偏误进行分析，得出常见的偏误类型，即笔画偏误、笔形偏误、部件

偏误和结构偏误，此外，笔者还对出现偏误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据此提出应

对策略。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文所提出的偏误主要是针对笔者所教授的零基

础的母语为俄语的明斯克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研究对象较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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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有所局限。因此，在以后的实践中，还需要进一步地扩大考察范围，延长

研究时间，更加切实地找出俄语为母语者汉字书写的问题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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