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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等教育汉字偏误探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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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６５０５００）

摘　要：汉字偏误是目前中国学生语文学习中比较普遍的现象，写好汉字是小学生的一项基本功。通过对小学生的
作文汉字偏误的抽样统计和相关教师问卷调查，试图了解小学生书写错别字的基本情况，探讨其产生原因，以期对小学

汉字教学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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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电脑的普及，人们对汉字的书写越来越

不重视，这种情况对中国初等教育的汉字教学也有不可

忽视的影响，汉字偏误或错别字现象日益突出。汉字偏

误或错别字是指人们在书写汉字时写错或用错的字，包

括错字和别字，以及用笔错误、部件比例错误等，但人们

通常所指的是错字和别字［１］。错字，就是因笔画、偏旁、

部位写得不对，错得不成字了。别字，就是误用了形体相

近或字音相近或相同，但意义不同的字，也就是我们通常

所说的“白字”。例如，把“锻炼”写成“锻练”。别字实际

上是用错了字，也就是说，别字也是搞错了。错别字的危

害十分严重，它妨碍我们准确地表达思想，有时甚至一字

之差，意义全变。所以，我们要弄清错别字产生的原因和

表现特点，有针对地采取措施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纠正

错别字。小学生处于学习汉语言文化知识的关键时期，

能够做到写字用语正确，是小学生必须掌握的一项重要

的语文基本功。可是，相关资料表明：只有１０％左右的人

基本上不写错别字，文章基本通顺［２］。弄清小学生错别

字产生的原因、错别字的类型，为有效消灭小学生的错别

字提供科学依据，对了解小学生的语文基础水平，掌握小

学生的用字规律，确立小学生的语文训练重点，编写小学

语文教材，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１　初等教育汉字偏误主要特征
根据教研员和教师的答卷以及对学生错别字现状的

统计情况，小学生错别字的情形分为四种情况：（１）形体

结构上的错误，主要是增减笔画或改变部位。（２）因字形

相近而写成错别字（主要是别字），其中又分为整个字形

相近的混淆和偏旁相近的混淆。（３）因字音相同或相近

而写成别字。（４）不合规范的字。其中有已废除了的繁

体字或已经停止使用了的异体字，也有粤语中有而普通

话中没有的不规范字。

２　汉字偏误的原因
根据小学语文教师和教研员的答卷，综合大家的观

点，小学生错别字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２．１　汉字本身的特点

一是汉字本身笔画繁多，结构复杂。汉字绝大多数

是多笔字，有些字虽经简化，仍多达 ２０笔以上，如“攥”

等；有些字笔画并不多，但很不容易写，例如“凹、凸”等

字；有些字是由四五个偏旁按不同的方式组成的，而部位

不同就形成不同的字。如“木”和“口”这两个偏旁，可组

成“杏”“呆”“困”“束”等。

二是构字笔画有限，很多字形体相近。汉字数量众

多，而构成汉字的基本笔画却只有点、横、竖、撇、捺、提、折、

钩８种，加上其各自的变形笔画，总计也不过２０多种，这就

使得许多汉字在形体上相近。如“戊、戌、戍”仅一点之差，

“已、己、巳”的差别更是微乎其微，稍一疏忽，就会混淆。

三是汉字音节有限，许多字字音相同或相近。音节

的限制，使成千上万的汉字中有许多同音字和音近字。

如“房、仿、防、访、妨……”，“供、工、功、贡、拱、攻、公、宫、

弓、恭……”等，听音写字，很容易张冠李戴。

２．２　教材体系的原因

一方面，我们现在的语文版本众多，识字教材更是五

花八门，一般还都处于一种无序状态，常常是“东一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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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一杠子”，谈不上内在联系，没有用较为科学的设计思

想系统建序的意识。当然，用专家学者研究汉字规律的

序简单代替儿童认知序的倾向也是不可取的。比如：儿

童识字课本应当从儿童认识周围世界开始，识字犹如让

儿童“解开对已有认识之谜”一般，然后引导他们有序地

认识自然中、社会周围最熟悉的事物的同时来认字，走生

活教育之路。“面、目、头、口、受、足……”之类，“老师、同

学、教室、书本……”之类，“国旗、国歌……”之类要放在

前面；什么“弓、贝、禾”之类都是成人为运用偏旁预先设

置的，生活中不常见，宜后置。儿童识字的序化是由儿童

认识事物的序决定的而不是由专家、学者、教师认识汉字

的规律的序所决定的。教材体系对体现识字教育在儿童

认知心理方面远未科学序化。另一方面，教材中还存在

多形词现象，如既用“沙土”，又用“砂土”，“嘀答”和“嘀

嗒”不分。严格说来，这应属于汉字规范化的范围。

２．３　小学生生理、心理特点的原因

小学生视觉感觉缺乏完整性、精密性，感知笼统，字

型视觉表象差，而字型视觉表象在汉字书写中具有关键

性作用。同时，小学生错别字的产生与其习惯养成、认知

特点和态度情绪密切相关。音、形、义是汉字三个构成要

件，也是汉字认知加工基本要素。只有经过大脑认知系

统的准确分析和完整综合，才能达到牢固记忆的目的，这

是一个极为严密复杂的认知思维过程。教师必须认真分

析基础阶段学生的认知特点，把握各种汉字的认知规律，

有针对性、循序渐进地安排汉字教学，对在字形、字义、字

音方面容易混淆的汉字，采取预防性教学策略，课堂上积

极调动学生对同音字、形近字、义近字进行辨析，并通过

大量的相关练习，巩固学习效果，对频繁出现的错别字还

可以建立偏误字语料库或教学档案，供学生集中进行

纠正。

２．４　教法方面的原因

教师对汉字的音、形、义规律讲授不清，致使学生对

汉字的音、形、义掌握不够。另外，教师因本身受教育的

原因，而使多形词的影响反映在教学之中。还有的教师

本人所使用的就有不规范或错误的汉字。更重要的是，

随着近年来电脑和网络的发展和普及，书写的电子化使

得很多教师对汉字手写的意义普遍看轻，他们本身对汉

字书写规律和书写教学采取了一种极端狭隘的认识，没

有把它放到初等教育应有的位置。这种态度也影响了学

生对汉字书写的认知。

３　纠正初等教育汉字偏误的对策
如何在初等教育中纠正汉字偏误？首先师生要从思

想上真正重视起来。要明确汉字习得在整个语文教育中

的地位，要认识到汉字书写正确与否，不仅影响作文乃至

整体语文水平的提高，而且关乎学生严谨细致、循序渐进

学习习惯的养成［３］。教师尤其应通过课堂教学指导学生

学会分析汉字的形体特征、组成结构以及音、义、形之间

的联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以至避免汉字偏误。

（１）针对汉字产生错别字的原因和小学生错别字存

在的状况特点，要教给学生一点基础的汉字知识，使学生

从音、形、义三方面去辨别和掌握常用字。

注意字形，从义辨形。常用汉字９０％左右是形声字，

因此，我们可以按照其造字特点进行分析，帮助学生记忆

字形，理解字义。形声字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字的读音，形

旁表示字的意义类别，根据这一特点，教师要指导学生分

析形旁的不同含义，让学生从义辨形。例如“抱、跑、炮、

泡”四个字的声旁相同都同“包”读音相近。但形旁不同，

抱小孩要用手，跑步要用脚，放炮要点火，泡茶要用水。

这样从义辨形，通俗易懂，能启发学生的联想，加深记忆，

从而避免写错。

注意字义，以义辨字。解字义对纠正错别字有好处，

因为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都是根据意义造的字，形声

字也有表示意义类别的形旁。而对成语更应注意它的意

义。例如，“再接再厉”，学生常常错写为“再接再历”，这

是不知道“厉”在此同“砺”，意为：磨快、奋勉。再如，

“恳”“垦”这两个字音虽同，但形、义都不相同。分析字

义，“恳”用于表示人的心情，真诚、诚恳的意思，与心理活

动有关，如“恳求、恳切”等。“垦”与土地有关系，本义为

用力翻土，引申为开垦的意思，如“垦荒、垦殖”等。

注意字音，以声辨形。因字形相近而产生的错别字，

若读音有异，可凭读音来识别它。例如“气慨”“扑溯迷

离”，依据形近字读音的差别，只要一读，就会区别：“慨”

读作ｋǎｉ，“概”读作 ｇàｉ，此处应为“概”；同样，“溯”读作

ｓù，“朔”读作ｓｈｕò，此处应为“朔”。形声字，记住声旁的

读音，也可以避免写错别字。如“仑（ｌúｎ）”，“伦、沦、抡、

轮、论、纶、囵”等都以它为声旁。即使有些声旁读音不完

全一致，也可以起提示作用，如“者”“都、堵、诸、猪、

著、”等。

（２）对形近易误的偏旁进行排列比较。把常见的易

混淆的偏旁分组排列起来，经常进行比较，注意它们的细

微差别，了解和记清哪些字属于哪一个偏旁。下面举

两组：

力旁：劳、务、势、男、虏、功、动、幼、劲、劫

刀旁：切、召、剪、劈、券

九旁：旭、轨、染、抛

丸旁：势、执、垫、热

同样，区分“斥”和“斤”、“祭”和“癸”，也可以用这种

方法。通过排列可以发现，常用字中“斥”类字只有“拆”

“柝”（ｔｕò）“诉”三个字；“祭”类字只有“祭”“蔡”“察”

“擦”四个字，只要记住这些少数，其余的字就可以掌

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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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要弄懂词语（特别是成语）的意义，做到意义不

明时不乱写。对于成语中的那些易错字更要注意。还

有，因方言而致误的那些字。有许多字在普通话里读音

本不相同，在方言中却读成一样了，这些字容易写成别

字，因此要注意纠正这些方音，辨析这些字。

（３）运用认知心理学知识帮助正字。任何学习过程

都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认知过程，汉字学习的过程当然也

不例外。汉字错别字的产生归根到底是汉字认知过程的

不同阶段产生偏误。因此，教师必须重视学生汉字学习

过程中积极认知心理的培养，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障碍或

消极的学习习惯［４］。一是在认读、识记、书写的各个环节

都要求学生全神贯注、洞幽察微。二是要引导学生发挥

主观能动性，善于发现汉字音、形、义之间的有机联系，利

用其理据性增加可理解性输入，从而增强输入的准确性。

三是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认知规律，采用分组比较（如

田、申、由、甲、电、甩）、形体系联（如巳、已、己，戊、戌、戍

等）、字音系联（如燥、躁、澡、噪，暮、幕、慕、墓、摹）等多种

形式，训练学生的系统认知能力，强化对错别字的预防。

四是形象分析，趣味记忆。编写一些口诀，可使学生轻松

有趣地加深印象，巩固记忆。如“球”字右上角的一点，学

生很容易漏写。教师可以联系生活实际，形象地说：“这

一点，是你们踢球时 ，足球从空中落下来，掉到这里了。”

这样，学生写“球”时，就会联想到踢球，“球”的右上方的

一点就不会漏写了。在教学中，对容易写错的字，教师还

可启发学生自己分析想象，使字形象化。还可以在高年

级采用故事的方式增加趣味性，如采用赵元任先生的《施

氏食狮史》：“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

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

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

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食

时，始识是十狮，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学生在识字（甚至整个语文学习）过程中出现错别字

是难以避免的现象，预防错别字要“综合治理”，不能单独

强调某方面的原因或某一方法的作用。老师重视学生积

极的学习心理的培养，重视学生主动分析能力的培养，要

教给学生符合心理规律和认知水平的一些方法及组织预

防和纠正错别字的课内课外活动，力争把错别字减至最

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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