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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吉

錢鐘書先生在《闇城》中說: I苦事是改造句卷于，好比洗髒衣服，一批洗乾淨了，

下一批來還是那樣髒。 J 1 其實，訂死學生作業上的錯別字，同樣是教師感到頭痛不已

的事情。無論教師如何耗費精力、改改花花地訂正，錯月1]宇依然像春草般「更行更遠還

生」。錯別字多?正反映學生在識字學習上出現問題。不少人認為:學生經常寫錯別字，

原因是漢字難學，漢字比起其他文字要難讀、難寫、難認、難記得多。傅斯年先生在《漢

語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動〉中指出: I中國字的難學，實在在世界上獨一無二 o ......青年

兒童必須一字一字的牢記字音和字形，必須消耗十年工夫用在求得這器其上。 J 2 漢字之

所以難讀、難寫、難認、難記，就在於漢字的結構複雜、筆劃繁多。魯迅先生在《門外

文談》中說: I有些字，也至今並不簡單，例如『鷺』或『鑿Jl )去叫孩子寫，非練習半年六

月?是很難寫在半寸見方的格子里面的。 J 3 上述論說是正確的嗎?恐怕未必。漢宇是否

難學，還有待討論;即使難學 3 也不在於結構複雜、筆劃繁多這方面。像「龍、齒、變、

邊、體、整、欄、寶」這類筆劃繁雜的常用宇 3 相信會書寫，能辨識的人不少。相反 3

如同、弋、址、司、毛、中、仕、 UJ這些筆劃簡少的罕用宇，能完全會讀音、知字義

的人，恐怕不多。

學生經常寫錯別字，真正的原因實在和以下的有關:由於漢宇與單音綴漢語有密切

的關僚，所以音同義歧的字多，如:已以、冬東、色式適、名明鳴、公工恭攻。人類意

象無窮，構形表意的筆劃有限，故形似義乖的宇累，如:弋戈、灸炙、荼荼、揖揖、哀

衷哀、戊戌成茂。此外，形乖義近的宇 9 如:腳足、紅赤、三頁需、同共;音義俱同而形

異的異體字?如:峰宰、群室、瞬鄰、李籽，也為數不少。至於破音宇，亦有一定的數

量。學生面對這樣的現象，如學習疏懶或不得其法，自然易生困擾，寫錯別字就避免不

了。

l 見錢鍾書《圍城> '香港，天地園書有限公司， 1988年，頁21 0 

2 見胡適主編《中國新文藝大系﹒文學論戰一集> '臺北，大漢出版社， 1977年二版，頁212-213 0

3 見《魯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1996年，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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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寶秋先姐說: 。尸燒句話，相信不少人都會同意。識字既然是讓

書的最礎，議事的多寡，設和語文能力的高框，著非常嚮切的幫臻、。因此，對錯屑爭的

多又豈能掉lV.輯J令，等閒視之嘿!要解決過個問題，除了學生學習認真外，教師更

調教導得誼。如對構形繁謗、同音字麥、形但事眾的漢字，教歸只懂得教導學生機械地

練習和強記，荷不會依據漢字結構土的特點來教學學那麼，要改善寫錯別字的情說 3

在不容易。

(工)漢字結構富擺輯性有率IJ於學習

能構形市育，漢字可分為五大類，分別是: (一}獨體宇一一只在…個組成部兮的

字，是漢字不可再分割館最基本闡位，主義顛宇多是象彤、錯事。如:日、丹、上、下、

口、小。合體字一一由兩f腳上的獨體字結會謂成的卒，這類等多是會諧、形聲。

如:、江、河、武、幣、醬、釋。(三)雜體字……由獨髏字或合體戶許加上不成文符號組成

的字，皆類字既有象形、指導萃，也有會意、形聲。如:夫、母、果、或、忌、牟。不論

第一巔，其結構均富邏輯性，字形與其本輯、引申義哲緊密的聯緊。原小龍先生說: í漢

字無論在其餾體結構和組合樣態上，都勢含量令邏輯桂架。尸自匙，漢宇大都是{猩福可

議、察而見;歡J 的方塊字。「大j 之研i羔羊H巨大、龐大j 的意義，就在~í大J像一個人停

腰間最白雪形狀 3 期呈現的最大形體， í大」的字形正與其字義相符; í會J 似一

個人芋執毛筆殼中?島上寫竿的講故，宇形正和其字義「書寫」相合。 í:l仁J 如個人以背著告相

向，乎?套也和其本義「背j 吻合。漢字結構杏規律可循，男主義者密切聯舉?正是漢字和其

他文字顯著不同之處。

漢字形體雖然聽聾，青同形似的爭又多;但由於漢字的結構有理有知書宇義可以從

邏輯上解釋 3 所以漢字並本難學。安于介先生在〈攪消燼霧，漢字易舉》中說: í 蟬的

漢字不是憑噁觀糙的， ，它是詮界上睹一的視覺文字，並且也是一種具邏輯性的文

宇。不僅漢字的造宇擺輯館人多認為它難標賽章，攘?實在不熬。尸漢字不單不難學習，間

其邏輯性既為學智者提供易舉易記的條件。社學知先!生在《文字學論叢〉農指出: í模

據樁式蠶豆豆理 {Gestalt} 一一司發源於德闊的，公理學理論一…每一個漢宇，都是一偶自成體

系，不可分割的經驗整體(格式建) ，因此易舉易記 o J 7 陳耀南先生也在《中國語文通讀〉

襄說. í以漢字為代表的意音文字，優點其實並不太少，每個方塊字，都是一個自成體

系的特另IJ醫車，聲稱均嚮多富有悟性，因此易法律整體的辨認與記燼。 JB 漢字影義既然

4 見欒貨秋《編見集> '臺北，7)(tj::圖書出級事業有限公司， 1986年再紋，真140 0 

5 見《明報月刊， {香港， 1991年1月號 2 豆豆 123 。

6 兒安子介《劈文切字集> '事手倦，瑞論有限公誨， 1987年，豆豆262 。

7 兒校學知《立之三字學論量是> ' J室90" (按.本人采反社氏原立足，僅轉引於練耀南《中關語文還講〉資25 0 ) 

8 兇陳耀F有《中臘語文過論> )香港，洛奇出版社， 1980'"f售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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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聯繫的，為人師者宜確實掌握這個特點，並以適當的方法教導，這樣才能幫助學生

易於理解宇義，牢記字形，又能使學生提高學習興趣，敢發思考，寫錯別宇的情況也就

大大減少。

(三)有利於漢字識字教學的方法一一分析比較

漢宇結構雖然有規律可循，有易學易記的條件，但仍須施教得法，才能發揮其應有

的作用。漢宇中，識字教學的古法眾多，主要的有兩種，一是「集中識宇J '一是「分散

識宇J 0 I集中識宇j 是我國傳統的識宇教學方法，歷史頗為悠久。這種古法是以《三宇

主動、《百家姓》、《干宇文》等蒙書為教材，在較短的時間內，教導學生認識兩千多個生

宇，然後才教他們讀書;換言之，這是種暫時離開課文，先集中力量，單為識宇而識字

的教學方法。「分散識宇j又叫「隨課文分散識宇J '這是新文化運動以後，受印歐文字教

學的影響，突破傳統識宇教學東日的方法。這種方法採取識字和閱讀互相結合、齊頭並

進的方式學習，突顯了「宇不離詞，詞不離旬，句不離文j 的教學原則。總合而盲，上述

兩種方法，一是先行識宇，然後閱讀，強調識宇和閱讀的先後吹序;一是將識宇教學置

於具體的語境中，識宇和閱讀景密結合起來，強調識宇和閱讀同時進行。不過，兩者並

沒有指出其施教是否掌握了漢宇形義和聯繫這個特點。無疑，這是不足之處。其實，對

著重表意的漢宇，教學重點應在宇形宇義上，而非字音上。張志公《現代漢語》指出: I漢

字的形體很重要。識認，記憶，理解宇義，形體都起很大的作用。了解、掌握漢宇的形

體，從心理學和教育學的角度研究漢宇的形體，是語文工作者面臨的重要任務。 J 9 所謂

了解、掌握漢宇的形體，也就是了解、掌握漢宇形義相聯繫這個特點，分析宇形，以見

宇義。這對學習結構繁複、同音宇多、形似宇眾的漢宇，有相當重要的作用。以下兩種

方法一一寸土析比較，正為此而提出。

甲、分析法

所謂分析法，就是教授漢宇時，依據漢宇形義相聯擎的特點，分析宇形結構、說明

宇義的古法。

教授獨體宇時，引導學生按筆劃分析，著重形義之間的關係解說，如:

「山 j 像山巒起伏的樣子，山宇的形和義相符。

「日 j 像太陽的形狀，日宇的形和義相合。

「月 j 似月亮虧缺時的狀貌，月宇的形和義也吻合。

「門」如兩人用于互相格鬥的情狀，因而含有「打門」或「事門」的意義。

9 見張志公主編《現代漢語》上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年，頁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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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合體字或雜體字時，引導學生按組成字體的部件分析，揭示整個文字的意義如

何由各部件組成而產生，如:

「森」由三個「木」宇組成，表示樹木很多，木木連成一片，就成為「森

林」。

「盟」字中， I血」是盆子，內里盛行划， I臼」是雙于的象形，這幾個單

元結合起來，就有「洗于j 的意義。

「母」由「女J 字和象徵為人母者有豐滿乳房的「兩點J '構成「母親」的意

思。

「國J 字中， I戈」指武器， I 口 J 是人口， I一」象徵土地， I口」表示疆

界，這幾個元素就構成了「國家J 0 

漢字中，合體宇最多，合體宇中，又以形聲宇為最多。因此，漢宇教學尤頑注意形

聲字。多著重形聲字的分析，有助於學生記憶生字。許嘉酪先生說: I漢字有形象，形

聲字佔百分之九十，認識了形，就知識了意思的大概;認識了聾，讀音就差不多了，再

一正音，就記住了。 J lO不少人以為形聲字形符表義，聲符表聲，因此分析形聲宇，就

倒重於%符上?其實不然。安于介先生在《澄清迷露﹒漢字易學》中指出: I絕大多數的

漢字構造，都由『部首』和『聾旁』配搭而成。我對聲旁特別重視，發覺它們除了用來表示

不完全一致的讀音之外，和部首一樣，也是有意義的。 J 11 事實上，聲符不單表聲，而

且很多時還兼義(按:狀聲、方名、復起造宇、聲符為他宇的假借等形聲字，並不兼

義) ，表達的往往是整個字最主要的意義。試看以下例子:

一、「斐」義為「微細」。以「斐」為聾符的形聲字，大都具有此意。如:

「時」一一薄薄的紙片。如:華腿、信賤。

「聽」一一細小的貝殼，引申為價錢低廉、地位卑傲。

「混」一一水不深。如:淺灘、淺井。

「盞」一一細小的杯子。如:一盞茶。

「棧J一一木製的小住所或小儲物場。如:客攪、棧房。

二、「交」宇形似「人叉兩腿J '義為「交腔卜引申為「相涉關係j 。以「交J 為聲符的形聲

字，大多其有此意。如:

「郊」一一市區和鄉間交叉的地方。如:郊區、郊野。

「咬」一一上報唇齒和下顆唇齒交接的動作。如:咬牙切齒。

10 見《國文天地〉第五卷第二期，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 1989年7月，頁 129 0

11 同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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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絞」一一把繩線交景。如:絞決、捧紋。

「餃」一一薄麵皮和菜肉餾交合一起的食物。如:餃子、水餃。

「妓」一一女子交腿而坐，增添美姿，引申為美好。如:按美、妓好。

三、「矣」義為「變得遠且大」。以「矣」為聾符的形聲字，多具此意。如:

「煥」 火勢變得熾烈旺盛，引申為光亮鮮明。如:煥然、煥發。

「換」一一水勢變得盛大。如:澳然冰釋。

「喚」 叫聲變得很大。如:呼喚、喚醒。

「瘓」 身體變得肥大的病 3 引申為動彈不得。如:癱瘓。

四、「莫」字形似「日;在革中J '義為「日要落下的時候J '引申為「沒有」、「無」、「勿」。

以「莫」為聲符的字，多有此意。如:

「漠」一一沒有水。如:沙漠。

「暮」一一沒有太陽，指夜間。如:暮鼓晨鐘。

「驀」一一日落時，日光的變動快捷如馬。如:驀地、驀然回首。

「幕」一一用以遮蔽的布鐘或~帳，引申為遮擋看不見。如;幕後。

5 

「斐」、「交」、「吳」、「莫」無疑分別是上述各字的宇根(或稱基本字)。只要掌握了根的

含意，即能以簡l取繁，對字根相同的字有所了解，從而擴大學習效果。

至於形符(或稱部首、偏旁) ，它表示的並非生宇的精確意義，而只是整個字義屬於

何種類別或範疇，例如:

以「金」為形符的字，大都和金屬有關。如:鈞、鈴、餃、劉、鋒、鍾、

鏡、鐵等。

以「心」為形符的宇，大多和心理活動有關。如:情、悽、偉、惱、愧、

慾、想、慕等。

以「水」為形符的字，大半和水有關。如:滲、靖、溢、湧、渴、俠、澳、

沒等。

以「女」為形符的宇，泰半有關於女性。如:姓、婉、嬌、嫁、婚、娟、

媚、嬋等。

以「巾」為形符的宇，多數有關於布吊織物。如:布、幕、吊、帽、帕、

騙、帆、幟等。

12 見李華銘《中國語文教學的現況與發展} ，香港，學恩出版社， 1997年，頁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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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雨」為形符的字，多數有關於雨水。如:雪、雲、霖、霧、霞、霞、

賓、語等。

聲符、形符既然各自表示整個生字不同部分的意義，教學時，就須充分利用這個特

點，指導學生掌握聾符(字根或基本宇) ，再結合各種形符，以析形解義。李學銘先生認

為這種識字教學的方法，作用很大。他在《中國語文教學中的集中識字教學》襄指出: I把

形聲字字形結構上共同其備的基本部份視為『基本字j , ~基本宇』加上不同的偏旁部首，

就構成新字。由『基本宇』帶出一姐、一姐宇去教 7 於是學生的識字過程?就可以由機械

式的硬記 3 變為有意義的認識。 J 12 學生經由這樣的教導，不單容易牢記形體繁糧的生宇

新詞，更能進一步辨析和推測字義，從而提高識字能力。

乙、比較法

所謂比較法，就是教學時，遇有生宇與學生學習過的字，在字形、宇義或字音上相

似或相同，則將新宇舊宇各自分析，再作比較，以明其間異同;或以常寫的錯別字與其

正宇比較，讓學生辨認差異所在的方法。

許多學生將「草膏人命」、「剛慢自用」、「廣品」、「膽養」、「影響」、「寒喧」、「莫

名其妙」、「凌晨」等詞，誤寫為「草管人命」、「剛復自用」、「膺品」、「瞻仰上「影嚮」、

「寒喧」、「莫明其妙」、「零晨」。誤寫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正字與別字形似或音同音

近，容易引起混淆。一是學生不了解和詞的原義，兼且學習態度隨便，大意疏忽。為匡

正錯誤，避免再犯，教師應先闡釋新詞意義，繼而將正字別宇各自分析其形義關僚，最

後兩相比較，例如:

一、「草管人命」一一視人命如實草，任意殘殺。

「膏」一一野草名，即自華。

「管」一一筆嘔也，樂器名，無野草義。

兩者字形的相異，在於「艸與竹」。

二、「剛慎自用」一一固執個強，自以為是。

「慢」一一任性執勛。

「復」一一反覆、重複，無執呦義。

兩者字形的差別，在於「心與才」。

三、「廣品」一一偽造的物品。

「廣」 虛假也。

「膺」一一胸部也。無虛假義。

兩者字形的差異?主要在於「貝與月」。

四、「膽養」一一供給生活所需。

「膽」一一一供給財物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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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一一規也，無供財物義。

兩者宇形的歧異，在於「貝與目 J 0 

五、「影響」一一如影隨形，如響應聲。

「響」 聲音、回聲。

「嚮」一一朝向、引領，無應聲義。

兩者字形的分歧，在於「音與向」。

六、「寒喧」 原指冷和熱，今用作互道天氣寒暖的交際應酬語。

「喧J-一溫暖。

「喧」一一吵鬧，無溫暖義。

兩者宇形的不同，在於「日與口 J 0 

七、「莫名其妙」 難以解說事物的精妙深奧。

「名」 指稱也，引申為解說、說明。

「明」一一照亮、光亮，引申為明白，無說明義。

兩者讀音相同，形和義都有分別。

八、「凌晨」 接近天亮的時候。

「凌」一一逼近也。

「零」 餘雨也，落也，無逼近義。

兩者讀音一致，形和義都有區別。

生字新詞經過如此的比較說明，其間差異立見。學生自能有所領悟，牢記於心，錯

誤也就不會再犯。

(四)使用「分析比較」應注意的事項

「分析比較j 對漢字教學確實有很大的作用。不過，實施時，務須注意以下數點:

甲、「分析比較」並不完全適用於任何年級的學生。由於這兩種方法屬於「認知學習」

的範疇，使用前必須考慮個體認知的發展，否則有損學生的學習心理，難獲成效。瑞士

心理學家皮亞傑 (Piaget. I.)的「個體發展階段論」指出:個體發展至形式運思期(十一歲

以上)時，才能以概念的、抽象的，純屬形式邏輯的方式去思考，才能自事物的分類比

較中，了解其間的關係，從而以系統化的方法解決問題。據此， I分析比較」適用於小學

五年級以上的學生。以他們的辨識、推理能力，生活經驗，加上掌握一定數量的宇詞，

自然易於接受以「分析比較」的教導，亦因而學有成效。

乙、不必像《說文解字》般，每一個生宇都要分析。為分析而分析，徒然使教學流於

形式化、公式化，反而使學生失去學習興趣，只有值得分析、容易分析的 3 才去分析，

而且不一定要分析至獨體宇(宇根)為止。分析過於細微深入，既費時，又煩瑣。這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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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學哥哥 'L'瓏j二「先整僑復分析j 的原理，導教學生主主黨更多不顧學習，難以獲致預期就果。

丙、分析事形字義，需要躍敢撮人解釋，但不應墨守摸摸;需要符合六攤媲律，但

不應受其拘限。對影義的根頭，車;不必窮究嘴多學竟並非教授文字是害。當麓，穿鑿幫

會、嚼著堅強的講解，也不可取。若採用具有創意、月五象化、生動有麓的方法教學，報

告較容器攤致良好效果。譬如講解「多是J 字，豔一個關閣將「笑j 囑起來，潛在鷗攝兩旁各

，頓時?一張笑容燦爛的臉兒，立即躍然呈現(哭字也如是講解)。這樣解

說，不是較容易引起學生的學習輿麓，擷深記億嗎?

、使用比較法教學持多教師宣敘接教學上的黨化原則，錯時喚灘學的舊有蘊

驗，以頓金額曾攏的熟字(按:磕盤熟爭議和教替中的生字，春芳草棍、音悶、義近的闊

係)和巴拉字比較 3 引導;學生一邊觀察一援基思索 3 提雨指指生字熟宇二三闊的差異繞在。當

熱 3 為比較而比較，也不妥當。縱然有和生字取做、音悶、義近的字要位學生未學習

過，黨在不宜將之比較;否則只令身發生學習過度，增加負擔。此外，也適宜接用其體黨

活的方法教學。譬如注較「兔J ' r兔j 兩字?指出兔子有路巴，所以「兔j 有一點; r覺J

f沒有心 f無公辦拉H兔j 沒有一點。如此講解比較，相偕是學生不會再將「兔J 、

「兔j 混淆。

(五)結論

掌握漢字特點 形轟相聯轍…一而施教的方法子龍在五十年代，就有學者稱之為

。樹立日:張連勝《識字和識字教學》指出: r集中織芋，就是根據漢字構宇規

，充分幸自瘖字詞皇宮外訊室串“構及內在聯斃，有計劃地接形、會、巍的特點歸類排列;先

讓宇後閱讀，在謂護中憑倡議芋，餐館提高議字速度，通過為讀寫打下基礎。 J 13 不端，

我以為鐘樣叫法有攏榷的餘站發慰自是:發字雷罷育， r集中韓宇j 既反映不了「輯用

闊的外郁結構及內在聯繫j 來教學進{雷特點 3 又容易和轉載的 f三百千j彈護 f集中議字j

j昆、捕。因此，我不稱之為「策中識字J '誦名之為「分析比較J '理由正在按此。

雖然「分析比較J 易於使學生理解字義、記憶字形，不再寫錯昇IJ字多又易按古

體習與題、嚴迪思考多叢生學智贖移，獲得良好效果;個「分析比較」能否發揮作用，

變說乎教誨的學養，教師讀掌攝一定的文字學習知議。事實上，這是國文教師應當具備

的鋒件。另好?生動活撥，讓?這多變的「安軒比較J ' 1:立;鞋襪宇教學成敗的關鍵所在。

「分軒比較」聽了不聽用於棍等級學生外，辛苦時饋，艷高年級學生，也難若是用場。原

間是:部分漢字問轉變以敢于在義特差距，或周年代久瓏，形義的繁密醫療握了變化。為

此，某些專家學者提議編短語或口訣，以幫助學三位記槍。劉如: r橫戌、點賤、戊中

的見張空軍務《識字和議字教真學)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1竿，殼的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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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己聞、已半、巳全封j 、「耳王十四一心聽」、「記住一點，自大就臭」、「由有頭

沒有尾，甲有尾沒有頭，申有頭又有尾，田沒頭又沒尾J ;也有把「雪」字編成「大雨落在

橫山上J ' r要」字編為「女孩于要吃西瓜」等等。雖然這有一定的功妓，但卻編不勝編。

即使可編，記短語?背口訣?無疑又加重學生的負擔。其實?對低年級學生，或對難以

分析比較的宇，識字教學適宜依據源自俄國生理學家巴夫洛夫 (Pavlov. 1) 研究的「古典

制約學習J '加強刺激和反應的聯結;也就是要求學生認真學習生字，熟讀強記，多寫、

多練習。將宇詞牢記於腦海里、心坎中。王力先生在《中國現代語法》中指出: r欲求文

字的書寫沒有錯誤，根本的辦法是: (一)探究宇式組合的本來意義; (二)探究複合詞與

成語中每一成分的本來意義。此外，只有硬記之一法。嚴格地說，文字乃是約定俗成的

東西，並非完全可以從邏輯上解釋的。 J 14 本來，語文學習的歷程，除了理性認識的認

知學習外 7 還包括感性認識的聯結學習。因此，分析比較，熟讀強記，兩者不宜偏廢，

須祖實際情視而採用。

此外，教導學生查字典、鼓勵學生多利用字典，多向人請教，也是學習漢字的好主

法。前人彭樂齋說: r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矣。」的確，只要學習用心，

教授得法，所謂漢字難讀、難寫、難認、難記的問題，也就無需執呦爭辯了。

14 見主力《中國現代語法} ，香港，中華書局， 1959年，頁398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