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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教學大原則與法國經驗

林季苗 (Lin Chi-Miao)

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 (INALCO)

外語及文化的習得與教學研究所 (PLIDAM)

摘要

根據漢語教學研究至今對漢字教學的討論及啓發，我們擬定了對外漢字教學四項

有助於漢字習得的基本教學原則。分別為「字本位、語文分步、集中識字、區別

主動書寫字及被動認讀字」。此四項基本原則在教學上的應用應當為非死板而無

變通，而應是視教學目標、學生的學習狀況及條件、學習背景及環境等適時靈活

調整。本文除簡略介紹此四項教學原則外，並提供今天法國的漢語教學界利用此

四項漢字教學法的實際經驗。

關鍵詞：漢字習得、漢字教學、法國漢語教學  

1 前言

漢字是許多漢語外語學習者不避諱承認的致命傷。許多學生表示學習漢語的最大

難點之一就是漢字的習得。漢字習得的學習策略又牽涉到學生對漢字形音義之間

的觀察、解析、理解、記憶、辨認（閱讀）、書寫及應用。這個無形的習得過程

在學生的腦中是一場激烈的策略戰，漢語教師們很難輕易直接接觸學生腦中無時

無地進行的這個習得過程，卻不能不理會這個過程對其教學方式的影響及牽連。

更別提針對各個不同習得模式偏好的學生提供不同教學法的理想這個做法的複雜

性。

讓漢字學習具成效的首要要素不外乎承認漢字性質的特殊性，這個特殊性特別是

相對於世界上占絕大部分優勢的拼音文字。承認漢字本身的特殊性又代表著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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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應當大大地有別于其他拼音文字的教學法，而此點正因為漢字的形音義間的

關係和拼音文字存在著極大的差異（林季苗，2007）。簡而言之，漢字的「形」

之不直接表音特性使得漢字之發音教學備具難度，而其偏向以形表義的特性應被

善用於教學法中。上述漢字的特殊性也引導著我們歸納並提倡四項漢字教學原

則。這四項原則在我們看來是能夠讓教師帶領學生在漢字的複雜性中，各自逐步

穩固地紮根習得漢字的教學法。

2  漢字教學原則之一：字本位

承認漢字特殊性的首要教學法即是字本位教學的實施。漢語教學在整個全球一直

以英文為重點外語教學的大環境下，一直到上個世紀八零年代末才開始出現了漢

語除了詞本位教學之外的可能性（張朋朋，2005）。這個時期白樂桑 (Bellassen) 

在法國出版了「漢語語言文字啓蒙」，是為第一本首先承認漢字特殊性而出版的

漢語教材，也是正是以「詞本位」及「字本位」這兩樣專有名詞分別兩派教學法

的開端。

圖1：白樂桑出版的漢語教材「漢語語言文字啓蒙」之最大特色為以字本位教學

法介紹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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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本位教學的精神，說明白了其實就是把每個字當成一獨立基本單位教授學生。

每個字本身單獨於其構成詞時的意義及其構型、發音，作為授予學生的基本出發

點。字的構型又可解析為其成字部件（偏旁）、部首為何等解析，並在必要時引

用學生已知其同部件、同部首之相似字（字族）來加強其組字之記憶。此教學法

之突破為不忽略每個漢字之個別筆畫及組字部件所構成之記憶包袱：即漢語教學

並非單純在黑板上或課本上展示一組詞（不論此詞是單字詞或雙字詞）之形音

義，以為學生在作業本上抄下該學漢字就可完成習得的目的了。學生需要教師的

引領，對組成詞的字進行解析、拆件等動作以便成功記憶該單字（詞）。否則，

漢語教學會淪落到教師很輕鬆地把該學字或詞丟給學生，最後由學生自己想辦法

消化這些該學字或詞的地步。與其這樣，不如讓學生在家裡自修學習漢語還要來

得不浪費時間了。

舉個例子來說，學生學習「電梯」此詞時，教師應確認學生確實了解此詞的實際

意義為「電力的」「梯子」。更深層地來說，「電、梯」兩字的組字結構：獨體/

合體、部件的表形義或表音功能、字體的上下左右架構等，都是教師不能忽略帶

過的教學內容。原因在於，唯有透過具體質化或量化非拼音文字的漢字，學生才

有辦法具體地從教師提供的這些具象工具達成成功記憶的目的。

今天漢語教學大環境裡，仍然有教學同業持續否認漢字的特殊性，繼續把拼音文

字那套教學法直接套用到漢語教學裡，不肯花時間精力在一字一字教學個別漢字

上。長期以來，漢語語法、漢語發音等領域已被公認為需要專授的漢語學習項

目，唯獨漢字的獨立傳授仍不完全受到重視。主要導因除了以英文為強大外語教

學勢力為主要情勢的今天，外語教學也順勢以拼音文字系統的角度思考，使得漢

字不同於拼音文字的這個獨特性質在學生面前完全被隱藏起來。索緒爾在他的

《普通語言學教程》裡說：「漢字和漢語口語對中國人來說為處在同一層級的語

言元素 ; 漢字因此成為中國人的第二種語言 (De Saussure，1915)。」 漢字以其不

直接表音的特性成為中國人的第二種「語言」，更別提漢語第二外語教學者如何

能不將漢字的教學獨立於漢語口語學習之外？

以詞本位教學法編寫的漢語教材在今天仍遍地可拾、以完全詞本位教學的教師也

仍然隨處可見。我們不禁自問：這種把學生置身在漢字堆中而棄之不顧的教學態

度，如何能冀望學生對漢字不存有畏懼？我們不能苟同詞本位教學法之行為主義

模式，單純將各「詞」呈現在學生面前的教學模式。記憶是需要工具輔助的，不

論是有形的圖畫還是上課時教師的口頭文字釋義。我們認為，即便教材中漢字不

被個別整理介紹，授課的教師仍然有（以字本位教學法）帶領學生逐字分析討論

學習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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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漢字教學原則之二：語文分步 

傳統漢語教學法中，教師每教一詞必定同時要求學生知道其相對書寫之漢字。這

種同步要求學生對漢語口語及其相對漢字掌握的教學法被稱為「語文同步」。學

生被要求同時擁有書寫所有他口語能掌握的漢字，反之亦然，學生應當也同時俱

備能口語應用其能夠閱讀及書寫的漢字。為了達成這個目的，教師免不了必須同

時以字本位理念教授所有漢字的形音義及其字詞的口語應用及掌握。學生在這個

目標下則必須同時會聽、會說、會讀、會認、會寫所有其應學之字詞。這種教學

法的優點想其然必是學生的口語及漢字能力能夠同一時間進步，但實際上這種教

學法不但耗時耗力、經常極度拖慢教學速度，而且忽略掉了漢語的口語及閱讀的

辭彙需求是不盡然同樣的。相反的，語文分步教學法即可以彌補上述缺點，它能

兼顧口語及漢字學習的需求，而不阻礙其他教學目標的實踐。法國的漢語教學專

家白樂桑即認為，今天的漢語教學應當正視此問題，並選擇適度將語文分開教學

的策略 (白樂桑，1996)。

舉個例子，「雪碧」及「可樂」兩詞對學生來說不具有相同的重要性：以學生掌

握漢語口語辭彙及漢字的實用角度而言，實用生活中口頭掌握（不須掌握書寫或

認讀此兩字）「雪碧」一詞已經是措措有餘的了。相較起來，同步掌握口語及書

寫「可樂」一詞的能力的重要性則接近同等。

教材方面，大部份傳統的漢語教材皆為以語文同步原則編輯的。上世紀下半葉以

來，我們也在漢語世界以外的國家看到了語文「完全」分步的教材之例。如美國

漢學家 John DeFrancis 的漢語教材、法國則以這個世紀初華衛民（Monique Hoa）

出版的「C’est du chinois !」最為代表。法國華衛民的漢語教材每個級數皆含兩冊

教材，一是完全以法語及漢語拼音編輯的「聽說本」、一是以漢字為主強調學習

書寫漢字及閱讀能力而編寫的「讀寫本」。

我們必須強調的是，提倡語文分步不代表我們支持口語及漢字能力的掌握在教學

中完全分開進行。語文分開教學的程度是漢語教學當中的一大學問，不管課堂使

用的教材是以語文分步或同步的教學法編輯，上課時的教學技巧及進度掌握管理

是每個教師的一門藝術。漢語教師應當根據其授課進度、學生學習目的等有系統

地設計語、文教學分開的程度。我們認為漢語教學的口語及漢字教學應當適當地

分開而不是極端地各自為政、互不相管，畢竟學生的口語及漢字能力的進步亦不

是完全互無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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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漢字教學原則之三：集中識字

「字本位」及「語文分步」兩種教學法的提倡引著我們自然而然地思考「應該教

授哪些漢字」的問題，「集中識字」教學法於是順勢而出。當我們將漢語口語及

漢字教學的進度分開進行時，很自然地便出現「不是所有漢字皆為當下必學」的

這個教學概念就掩蓋不住了。其實，集中識字不是近代才出現的漢語教學法，我

們在古代的字書身上即看到了這一老祖先流傳下來的教學技巧，其中以「三字

經」、「百家姓」和「千字文」又最為我們熟知。

集中識字教學法相對於「分散識字」教學法沒有組織、沒有預訂進度的教授漢字

的做法，它是有系統、有原因、有目的地一步步循序漸進將漢字基本上由淺至深

地授與學生。利用分散識字教學法授課的教師一般沒有既定的漢字教學步驟及目

標，課堂上講到什麼字即即興地教授什麼漢字。這樣的結果使得學生在相對沒有

系統、沒有預設學習架構的方式下將教師隨機授與之字詞以紙筆機械式地抄下，

漢字學習於是成了學生盲目填補漢字知識空白的過程。可以想像，在浩瀚的漢字

世界裡，學生盲目無系統地填補空白之學習方式對於學生建構漢字構型、漢字習

得的幫助是微乎其微、事倍功半的。我們認為正確的做法，是以集中識字教學法

教授漢字。教師以其自身或學校訂定的教學終極目標訂定一份漢字教學進度，挑

選或以漢字使用頻率高低、或以漢字部件組字功能強弱等為標準篩選之基本漢字

作為優先教授之字。此舉能避免漢字教學「大海撈針」而造成的耗時耗力，幫助

學生先透過學習基本漢字來習得漢字基本架構的基本元素（獨體或合體、上下左

右構型、部件表形表義或表音、字族的概念等），進而漸進式地帶動後期學習字

頻較低之漢字習得。

法國在白樂桑於1989年推出400字基本必學漢字字表1後，其教育部於2003年又在

中學漢語學程中訂定了三個必學漢字字表。這三個漢字字表的區別是以中學學習

漢語學生將漢語選為第一、第二或第三外語為標准區分，字表字數依次為805字

（附錄字表1）、505字（附錄字表2）及405字（附錄字表3）。其學程中也同時進

一步列出字表中每個漢字組詞的詞例，以利教師依循此學程之規範教授學生應學

漢字、詞。

5  漢字教學原則之四：區別主動書寫字及被動認讀字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書寫文字的主要工具已成了以資訊產品為主的趨勢。手機簡

訊、電腦打字普及的影響推著漢字教學往與過往不同的思路邁進：事實上，學生

需要主動精確地知道如何一筆一畫書寫漢字的能力需求已因著這些資訊產品的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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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而大大降低了。相對的，漢字教學也面對著同樣的變化：在教學實踐上，區別

—哪些是重要的、學生應能完全掌握利用紙筆書寫的「主動書寫字」及只需要透

過閱讀的接觸知道其音及意的「被動認讀字」—不但順應此一潮流，也同時使漢

字學習所需的記憶包袱大大降低。

其實，使用資訊產品（手機、電腦等）輸入中文，特別是外國學生常用的漢語拼

音輸入法要求掌握的語言技能和一般傳統利用紙筆書寫所需俱備的語言技能是完

全不同的。傳統利用紙筆憑空書寫漢字需要的是對漢字的每個筆畫、每個部件的

字形及相對空間位置的精確記憶及輸出。然而知道利用電腦輸入中文字需要的只

是掌握每個漢字的拼音拼法（不論是台灣使用的注音符號或中國的漢語拼音）及

擁有選擇一系列漢字中字形符合該字的能力。

因此，在漢語教學中，教師可以事先根據學生的漢語程度及辭彙需求，做好事先

區別學生應主動知道書寫之漢字及只需要被動地認讀之漢字。在進行主動書寫字

的教學時，教師便可強調這些漢字的形音義之正面掌握：學生應能主動擁有全方

位會寫、會認、會讀、會用這些漢字的能力。相反的，針對被動認讀字，學生並

不被要求知道憑空書寫該字，而只需要透過視覺層面上達到會認、會讀、會

「意」（知道其字之義）的目標就行了，通常這些被動認讀字要不是少用要不就

是筆畫繁複難記憶，因此也不具有當下必學的必要性（或可理解為晚一點再學就

行）。如此一來，學生花費在無用的漢字身上的時間減少了，就當然能夠專心把

時間、精力花在學習相對起來比較重要的其他基礎漢字或其他漢語技能（口語、

發音、語法等）上了（江新，2007）。

法國教育部在其2003年之中學漢語學程中訂定的三個漢字字表內，亦規範了其三

個「總字表」中含的「主動書寫字」及「被動認讀字」，上述各個字表的含字數

見於下表（表1）。

總字數 主動書寫字數 被動認讀字

以漢語做為第一外語 805 (字表1) 505 (字表2) 300

以漢語做為第二外語 505 (字表2) 355 (字表4) 150

以漢語做為第三外語 405 (字表3) 255 (字表5) 150

表1：法國中學漢語學程字表之應學「主動書寫字」及「被動認讀字」字數一覽

(字表內容見文末附錄，

被動認讀字之漢字為總字數表之漢字扣除主動書寫字表之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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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語

在台灣的國民小學學習國語的小朋友都有寫作文時針對不會寫只會說之國字使用

注音符號的經驗。這個經驗特別會出現在低年級的小朋友的作文練習上。國小低

年級的老師會特別允許小朋友以注音符號代替尚不會書寫之國字，用意即是在不

阻撓寫作思路的前提下，讓小朋友發揮練習寫作的機會。其實說穿了，這種教學

法的實踐，中心精神即是「語文分步」及「區別主動書寫字及被動認讀字」。我

們可以自問的是，小學學習中文寫作可以如此接受注音符號及漢字的交互使用，

為的即是不阻礙小學生的行文思路，強化小學生用中文寫作時不被漢字束縛的行

文順暢。那同樣的教學理念，為什麼就不見漢語教師套用在同要需要被鼓勵多加

利用漢語流暢思考練習寫作的外國學生身上？

本文條列之四項漢字教學原則應當適度靈活運用在教學中，我們同時不否認其各

自對立之原則（詞本位、語文同步、分散識字、不區分主動書寫字及被動認讀

字）在特定的教學目標規範下的可用性。必須強調的是，外語教學研究給與的貢

獻不在於給與教師們一個標準教學的「處方」，而是在於提供進行教學設計的教

師們一個可以視不同教學對象、不同教學目的、不同教學條件而靈活發揮創造設

計教學活動的空間，讓實踐教學活動的教師循著一個基本上有助於漢語及漢字習

得的教學方向來設計、進行其課程。在漢字教學上，我們重申堅持的中心精神是

承認漢字本身的文字性質不同於其他拼音文字的這項特殊性，並以此特殊性為指

標進行漢字教學，唯有如此，我們也才能正面體會是為了什麼樣的原因一個有效

率的漢字教學必需以「字本位、語文分步、集中識字、區分主動書寫字及被動認

讀字」之四大原則進行。

作者簡介

林季苗 (Lin Chi-Miao)，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及里昂第三大學外語教學博

士，專攻漢字教學。現為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ALCO）下屬之外語及

文化的習得與教學研究所 (PLIDAM)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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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法國教育部中學漢語學程公佈之選修漢語中學生應學漢字字表：

字表 1：805字表（以漢語做為第一外語之應學總字表）

啊 爱 安 按 八 把 爸 吧 白 百 拜 班 般 板 半 办 帮 包 保 抱 报 杯 北 背 备 被 本 比 笔 必 边 变 便 
遍 标 表 别 并 病 补 不 步 部 才 财 彩 菜 参 草 层 曾 茶 查 差 产 长 常 厂 场 唱 车 成 承 城 程 吃 
出 初 除 楚 处 穿 传 船 窗 床 春 词 此 次 从 村 存 错 达 答 打 大 呆 代 带 单 但 蛋 当 党 导 到 道 
的 得 灯 等 低 底 地 弟 第 点 典 电 店 调 掉 定 冬 东 懂 动 都 独 读 度 短 段 断 队 对 多 朵 饿 儿 
而 二 发 法 反 饭 方 房 访 放 飞 非 费 分 份 风 封 夫 服 福 府 父 妇 复 富 该 改 概 干 敢 感 刚 高 
搞 告 哥 歌 格 个 各 给 根 跟 更 工 功 公 共 狗 够 古 故 顾 瓜 挂 怪 关 观 官 管 馆 惯 光 广 规 鬼 
贵 国 果 过 还 孩 海 害 汉 好 号 喝 河 合 和 何 黑 很 恨 红 后 候 呼 胡 湖 虎 护 户 互 花 华 化 划 
画 话 怀 坏 欢 环 换 黄 回 会 婚 活 火 或 货 获 机 鸡 积 基 及 极 级 急 几 己 计 记 技 季 济 继 寄 
加 家 假 价 架 间 简 见 件 建 健 江 将 讲 交 教 饺 角 脚 叫 较 接 街 节 结 姐 解 介 界 今 斤 金 仅 
紧 近 尽 进 京 经 睛 精 景 境 静 九 久 酒 旧 就 救 居 举 句 具 剧 据 决 觉 军 开 看 康 考 靠 科 可 
渴 刻 客 课 肯 孔 口 哭 苦 块 快 筷 况 困 拉 来 浪 劳 老 了 乐 类 累 冷 离 礼 李 里 理 力 历 利 丽 
例 连 联 脸 练 凉 粮 两 辆 亮 谅 量 料 林 零 领 另 流 留 六 龙 楼 路 绿 旅 论 落 妈 马 吗 买 卖 满 
慢 忙 毛 么 没 每 美 门 们 梦 迷 米 面 民 名 明 命 母 目 拿 哪 那 奶 男 南 难 脑 闹 牛 呢 内 能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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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念 娘 您 农 弄 暖 女 欧 怕 排 旁 胖 跑 朋 皮 篇 片 票 漂 品 平 评 破 普 七 期 其 齐 奇 骑 起 气 
汽 器 千 前 钱 强 墙 桥 切 且 亲 青 轻 清 情 请 庆 穷 秋 求 球 区 取 去 趣 缺 却 确 全 然 让 热 人 
认 任 日 容 肉 如 入 赛 三 色 杀 山 伤 商 上 少 绍 社 谁 身 深 神 什 升 生 声 省 师 诗 十 时 识 实 
食 始 史 使 市 示 世 式 试 视 事 是 适 室 收 手 首 受 书 舒 熟 术 树 数 双 水 睡 说 顺 司 思 死 四 
送 诉 算 虽 随 岁 所 他 她 它 台 太 谈 特 疼 提 题 体 替 天 条 铁 听 庭 停 通 同 统 头 突 图 推 外 
完 玩 晚 碗 万 王 网 往 忘 望 卫 为 位 味 温 文 闻 问 我 屋 无 五 午 物 西 希 息 习 洗 喜 系 细 下 
吓 夏 先 鲜 显 现 线 乡 香 相 响 想 向 象 像 消 小 笑 校 效 些 鞋 写 血 谢 心 新 信 星 行 形 醒 姓 
兴 幸 性 休 修 须 需 许 续 选 学 雪 亚 呀 言 颜 眼 演 验 阳 羊 养 样 要 药 爷 也 业 夜 一 衣 医 已 
以 义 艺 易 意 因 阴 音 印 应 英 影 用 由 油 有 友 又 右 于 鱼 与 雨 语 育 遇 元 员 园 原 远 院 愿 
约 月 越 运 杂 在 再 咱 早 造 怎 增 展 站 张 章 丈 招 找 照 着 者 这 真 整 正 证 政 之 支 知 只 直 
值 职 纸 指 至 志 治 制 中 钟 终 种 众 重 州 周 洲 主 住 注 助 祝 著 专 转 装 准 桌 资 子 仔 字 自 
总 走 租 足 族 组 嘴 最 昨 左 坐 作 做

字表 2：505字表（以漢語做為第二外語之應學總字表、以漢語做為第一外語之應

學「主動書寫字」字表）

啊爱安八把爸吧白百班半办帮包报杯北备被本比笔边变便表别并病不部才菜茶差
产长常厂场唱车成城吃出初除楚处穿传床春词此次从村错答打大代带但当到道的
得等低底地第点电店定冬东懂动都读短对多饿儿而二发法反饭方房放飞非费分份
风封夫服父该干感刚高告哥歌个各给跟更工公共古怪关管馆惯广贵国果过还孩海
汉好号喝河合和黑很红后候湖花化画话坏欢黄回会婚活火或机鸡极急几己记寄家
假间见件江讲交教饺叫较接街节结姐解介界今斤金近进京经九久酒旧就决觉开看
可渴刻课口块快筷况来老了累冷离礼李里理力连凉两辆亮零另六龙楼路妈马吗买
卖慢忙毛么没每美门们米面民名明母目拿哪那男南难脑牛呢能你年念您农女欧怕
旁胖跑朋皮片票品平七期其奇骑起气汽千前钱亲轻清情请秋区取去趣全然让热人
认日肉如三色山商上少绍社谁身什生声师十时识实始市世视事是室收手首受书树
双水睡说思死四送诉算虽岁所他她它太谈特提题体天条听同统头突图外完玩晚万
王网往忘望为位文问我无五午物西希息习洗喜系下夏先现相想向像消小笑校些写
谢心新信星行姓兴休许学亚言阳羊样要药也业夜一衣医已以意因音应影用友有又
于鱼雨语园原远院愿月越在再咱早怎站张找照者这着真正之只知纸中钟种重洲主
住助祝准子字自总走租最昨坐作做 	 

字表 3：405字表（以漢語做為第三外語應學字表）

爱 安 八 把 爸 吧 白 百 班 半 办 包 报 杯 北 本 比 笔 边 变 别 病 不 部 才 菜 茶 差 长 常 场 车 成 
城 吃 出 处 穿 床 春 次 从 村 错 打 大 代 带 但 当 到 道 的 得 等 地 第 点 电 店 定 冬 东 懂 动 都 
读 对 多 饿 儿 二 发 法 饭 方 房 放 飞 非 分 份 风 夫 服 父 该 干 刚 高 告 哥 个 给 跟 更 工 公 共 
古 关 馆 惯 广 贵 国 果 过 还 孩 海 汉 好 号 喝 河 和 黑 很 红 后 候 湖 花 化 画 话 坏 欢 黄 回 会 
活 火 或 机 鸡 几 己 家 间 见 件 江 讲 教 饺 叫 较 街 节 界 今 斤 近 进 京 经 九 久 酒 旧 就 觉 开 
看 可 刻 课 口 块 快 筷 来 老 了 累 冷 离 李 里 连 凉 两 辆 零 另 六 龙 楼 路 妈 马 吗 买 卖 慢 忙 
毛 么 没 每 美 门 们 米 面 民 名 明 母 拿 哪 那 男 南 难 脑 牛 呢 能 你 年 念 您 农 女 怕 旁 朋 票 
平 七 期 其 骑 起 气 汽 千 前 钱 亲 轻 请 秋 区 去 然 让 热 人 认 日 肉 如 三 山 商 上 少 谁 身 什 
生 声 师 十 时 识 实 始 市 世 视 事 是 室 收 手 书 树 水 睡 说 思 四 诉 虽 岁 所 他 她 它 太 特 题 
体 天 条 听 同 头 图 外 完 玩 晚 万 王 网 往 忘 为 位 文 问 我 五 午 物 西 息 习 喜 系 下 先 现 想 
向 像 小 笑 校 些 写 谢 心 新 信 星 行 姓 兴 休 许 学 羊 样 要 药 也 夜 一 衣 医 已 以 意 因 音 应 
影 用 友 有 又 鱼 雨 语 园 远 院 月 越 在 再 早 怎 站 张 找 者 这 着 真 正 只 知 中 钟 种 重 主 住 
子 字 自 走 最 昨 坐 作 做

字表 4：355字表（以漢語做為第二外語之應學「主動書寫字」字表）

爱八把爸吧白百班半办包报杯北本比笔边别病不才菜茶差长常场车城吃出春次从
村打大代带但当到道的得地第点电店定冬东懂动都对多儿二发法饭方房放飞非分

9



份夫服父该干刚高告哥个各给跟更工公共古关馆广贵国果过还孩海汉好号喝河和
黑很红后候花化画话欢黄回会活火机几己家间见件讲叫较节今斤近进京经九久酒
旧就觉开看可刻课口块快筷来老了累冷离李里连凉两另六楼路妈马吗买卖慢忙毛
么没每美门们米面民名明母哪那男南难脑牛呢能你年念您农女怕朋票平七期其起
气汽千前钱亲轻请区去然让热人认日肉如三山商上少谁身什生师十时识实始市事
是手书水说思四诉虽岁所他她它太题体天条听同头图外完玩晚万王为位文问我五
午物西喜下先现想向小笑校些写谢心新信星行姓兴许学羊样要也一衣医已以意因
应影用友有又雨语园远院月越在再早怎张找这着真正只知中钟种重主住子字自走
最昨坐作做

字表 5：255字表（以漢語做為第三外語之應學「主動書寫字」字表）

爱八爸吧白百半办杯北本比笔边别病不菜茶长常车城吃出从打大到道的得地点电
店冬东懂都对多儿二法饭方房飞非分夫父干刚高哥个给跟工古关馆贵国果过还孩
海汉好喝和很红后候花画话欢回会活火机几家间见叫今近进京九酒就觉开看可课
口块快筷来老了累冷李里两六妈吗买卖忙毛么没每美门们米面名明母哪那男南难
呢能你年念您女朋票七期其气汽前钱亲请去让人认日肉如三山商上少谁什生师十
时识是书水说思四岁他她它太题天听同图外完玩晚王为文问我五午西喜下先现想
小些写谢心新信星姓兴许学样要也一以意因影用友有又雨语远月在再早怎张这只
知中重住子字走昨坐作

（以上字表出處為2003出版之法國教育部中學外語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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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教學四大原則與法國經驗

林季苗

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 / 外語及文化的習得與教學研究所

摘要：根據漢語教學研究至今對漢字教學的討論及啓發，特別是關於承認漢字特

殊性的學說所帶來的影響，本文擬定了對外漢語教學四項有助於有效學習漢字的

基本教學原則。分別為「字本位、語文分步、集中識字、區別主動書寫字及被動

認讀字」。此四項基本原則在教學上應當視教學目標、學生的學習狀況及條件、

學習背景及環境等適時靈活調整、恰當地應用。除簡略介紹此四項教學原則外，

並提供今天法國的漢語教學界對此四項漢語教學法的實際經驗。

關鍵詞：漢字習得、漢字教學、法國漢語教學  

Four Principles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 feedback from a France experience

Miao Lin-Zucker 
PLIDAM, INALCO

Abstract : Based on existing research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special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romoting the specificit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this paper presents four basic principles for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as a 
second language. These principles are « focus on teaching the characters », « distinguish 
oral and written abilities », « select order and nature of the characters to be taught » 
and « integrat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ctive an passive characters' acquisition ». Built 
on these four basic principles, an appropriate teaching ought to adapt them according to 
the student profile and learning context. This articles provides also a feedback from 
nearly ten year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in the light of these four 
principles. This work may pave the way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from experience in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as an approach to classifiy  existing teaching mettods based on 
their compilance with these principles.

Keywords：Chinese Characters Acquisition, Chinese Characters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France, Feedback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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