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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拼音文字典

結構有關。

鶴寧教學之漢字都件與部首的學習問題

余婚永*

(一)

，其創始的形親雖不離開象形與指事二者，但攝像仍可翻分為

的象意文字福大顫。豆豆於用以觀分的原居點與文字所依乎乎

，其原錯文字體系攤位臘議式的表意符號為主髓，

諂盔的多發能結構市演化主事拼音文字。反之，單音節語言，臨訣

，保有足夠的字報訊息蛤可以方便辨囂，

合主完全體，借始終不會步上拼音文字的主齊聽區。過去認為所有文字報後必然拼音

化，乃是忽視文字與所依存的語言關係間作出的膚淺之見。

一個不斷演化的有機髓。語音的變化不但見於{臨別胡彙﹒有時

宮會改體語法結構，使用拼音文字的結果，品會導致冉一語語系統的各個方言，日

法交謊。

的罷課。數千年來，

的餅子。漢字買主體的聲變化不與語言直守

自聽畫式的表意符號好生為相當攝象的結

構，能只要連溫學習，不厲地區的方詩相互之問雖本能交談，卻可以喬寫和通讀一

，同時可以讀懂的體代文藉。以中圈疆境之大，賠史如斯悠久，包容

的種族文如此裡雜，中華民族乃議中棋文化竟能有今日的成就，機字的功勞實在有

日其睹，學習澳字和保有漢字是毋庸體凝的。

(二)喜事苦與單存

的?英語的單音節特撤指不走上拼音化之路，

。故學習漢字不可單據語音，還要注意字形。

灑字要求用眼去認識，此之謂也。為了學習

〉乃根據古人的造字方法(傳統的六書:象形、

)將所肢的叢書按照事形結構分成五百四十諾，

自然會較拼音文

中形與音的

的方便，東漢許慎的

、形聲、轉

中較原始的象野

臣，語之都韻。 宿舍義至3結構均大體與吾吾首字有額，所以

能泣的輯于u竄本是依畫畫字議以歸麗的，苦ß首字一按每逢該懿的字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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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醫係，絕大多數是會意(幫個不i琴聲符的組合字，如「至i: J ) 

，或形聲(一形一聾的組合字，如:松 J )合體字當中哥拉爾作為意芽的獨髏

象形或象意芋，站上舉的「至2J 字入女部、?扭」

;其楷 旱的字典乃南拉朝梁、

首t拉起許慎的〈說文》

一百一一十四部員自;其{

「…」駱「亥 J

》為基醋。

一吋。現代字典的部首

部件這個名稱是近代才有的。所謂吉寺，根據盟家語言文宇工作委員會公布的

《漢字部件規範》﹒指由筆鑫組成真有粗重己漢字功能的構字單位。提字形來信，

闊的部分，其下跟大於或等於基本環畫畫，制如損=豆、攤、

、姆，其上限少於法等吉普完整的文字，例如 口」、「手 J 0 提意義來看，都帶

可分為 f 成字都件 J 和「非成芋部件 J '前者如 F 女 J 、「禾 J '可以攤立成字和

思;後者如 r __r_. J 、 r ) L J .必裝與其館吾吾件組合才能成字。「成字部件」又

可分為「主主體部件」和「合成部件 J 0 r 幕瞪起在件 j 是接小花iî不能陣分撰的構字單

'例如構成「發」字的「禾 j 和「女 J 分別是 f 基體吾IH平 J ( r 基僻部件 j 又稱

「嚷純部件 j 戒 r 京報部件 J 0 見躍家諾言文字工作委負會〈信息處理冊。B13000.1

》第3.8現) ;由兩攝以上皇宮「基體器件 J 所組成的器件就

是「合成部件 J • j例如?還」字下半龍舟的「是」就是 f 合成都件 J 0 r 部件 J 皆

可稱為「字根 J 、?字元 J 、「字言表 J 、?形(女 j 等。見說克成、法i1l!!(1998) { 

>> .頁24 0 另見蘇培成(1997) <<現代議字旦發概要>> .真的。

總結文，從漢三字架構來說，部件與部書二者|耳聽實質梧當接近，只不;最如果

稱之為部首，豆豆一定是字典曾;其其為標臼字的，皮之只能稱其為部件，無t~部件的

內涵較茄醬者為大。在解榜漢字結構峙，為了使畢生容易認識字形組合和領得翻查

學時，與其稱之為都件，不知將已接部商者，沿用譯名首;三名。不曾

作為音B首者，始謂之部件。如此，在認字教學上不僅與文字的學哲方法和字典橡字

的傳說文化接軌，且能將所謂器件的符號化與攝象化的犧括觀念轉而為有意巍的組

'方便發師教學並可增選學生的學習成裁。

(王)揮首興部件藤悶在韓三宗教學上的問題

部首是根據漢字的組合市編列的，讓學生懂得部蓄，一舉雨同時可知曉澳字的

活字方法，漢字的統髓，芋形的組合。特別是字形組合。瑛字經過數千年濟化，加

上聽代先賢智慧，漢字的對稱結構已潛移星文化岫讓學習漢字者從艇釁刺激中存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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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判斷因素。陳傳鋒、黃希庭(1999)由〈現代漢語字頻統計表》及〈中文字信息

字典〉中選出結構對稱與非對稱的漢字40個，以60名大學二年級生分成30人一組進

行兩次實驗。被試者需要在最短時間內，對著話筒讀出屏幕所見的漢字。實驗證明

漢字識別具有顯著的結構對稱性效應。識別結構對稱的漢字明顯快於非對稱者。

彭酹齡、王抽茂( 1997)以北京師範大學42名本科生進行兩次測試，研究發現中

文字必須經過筆畫和部件兩個層次，而且整字的筆畫和部件的筆畫是互相依賴的。

蕭崇好、黃希庭(1998)以西南師大教育系四年級及化工學院的化學系三年級大

學生共20名進行兩次有關《漢字獨體字識別中的框架結構效應》的實驗，證明中文

字的框架結構是識別漢字的起始。框架結構是構成漢字基本框架的筆畫，辨認漢字

時，最先提取的訊息是起始筆畫的框架，然後完成其識別過程，不會是辨認單純的

筆畫而已。

沈模衛、朱祖!祥( 1997)以 12名年齡介乎 19至22歲的非語言專業本科生進行測

試，結果發現合體字的字形識別過程中存在著特徵'部件和整字兩個加工層次，字

形加工以部件識別加工為中介。

1980年河北省滄州地區部件識字教研組提出開展「部件識字和語言訓練系列

化」實驗，探索部件識字和語言訓練系列化的體系。(見戴汝潛主編(2000) <漢字教

與學> '頁 122-123 。另見張田若、陳良璜、李衛民(2000) <中國當代漢字認讀與書

寫> '頁 148-153 0 )1 

實驗的結果，認為孩子學習單字時，筆畫少的單字，較容易記著字形的寫法，

但筆畫多的單字，孩子就難以一筆筆地牢記字形的寫法。如果能夠以比筆畫更高層

次的漢字部首作為識字單位，孩子就能夠較容易掌握整個字形的結構。他們不但可

以記著字形，更能夠利用己學習的部首組合更多的新字。

應用部首識字的方法，以上舉的遷字為例。孩子首先學習「禾」、「女」

兩個部首字，然後再學寫委字。「禾」與「女」是委字兩個成字部件中的「基礎

部件 J '然後再學習從是宇部或艸字部的「遣」和「萎」兩個字。由於「遺」和

「萎」均從委聾， r 委」是兩個成字部件(亦即兩個部首)所組的「合成都件」

隨著寫字基體的日趨成熟，初學者能認的字屆時不用經過學寫也自然而然地會

懂得書寫。例如識寫委字，一旦記得艸頭之「萎 J '矢旁之「矮」和是旁之「遣」

的詞義，不用曾經學寫就會應用在口語和文句之內。這種認字與寫字不必同步進行

的經驗，不僅能夠避免限制孩子認字數量，不會因為學習寫字的進度而使學習詞匯

為主張本文的說法，下文所有部件的稱謂宜改呼部首者，皆謂之部首而不用部件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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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蓮在度位受對拖延。能語言驚得的教學經驗來說，實質愷緝其相似。孩子在掌握聽

說能力之前，民變哥哥聽成人說話…段時間(約一鎮之後) ，便能讓惜當中

尤其是機其措象的語法規律，也能應付搭船主毒自由自在的與人交談。但所使島的說

經逐句學習。所以與鸚鵡學舌的只會覆聽罷不能的創語句的情況有本

的不呵。密Jlt也可讀人聽替自動組合的功能(PROGRMING) 密人之所以為人，

人類率提語言的能力(經話聽、稅、讀、寫)是任{時吾吾乳擷動物皆j鑫不可及的。傳

統的語文教學，讓歸讀，寫歸寫，寫字可與議讀的教材同步，但議讀的教材不忌器

寫字的邊境前遲阻不前。Jlt所以從前私墾的主義稚可以自《三字經〉、《哥家姓}

《千字文) ，籠高至於《唐詩三言首}及乎《豆豆鑫) <澳賦) ，金語環環上口{豆立主

不會 力，皮布會增攏其詞藻，主3日機說話作文的規範化和文報記握f共

堅實的基礎。現代漢字學習的「多認少寫 J 原則，可諧與傳統的語文教學智聽不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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