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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与海外华裔儿童中文教学 

马立平 1996 年 9 月 

（北美华人教育研究协会第三届年会的发言摘要） 

 

说起当前北美各地周末中文学校的学生，有一个“通病”不能不引起我们关切：绝大

多数的学生，甚至包括高年级的学生，读课文时主要依靠拼音或注音符号。一旦离开了拼

音符号，他们就 没法阅读中文读物。笔者以为，这种对汉语注音或拼音系统的过于依赖，

是因为在我们的教学中， 汉语拼音被放到了一个不适当的地位。  

自从 1918 年北洋政府公布注音符号以来，中国数千年来直接认汉字的语文教学传统

被渐渐抛 弃了，注音或拼音符号渐渐成为国内语文教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

大陆还是台湾，汉语 语文教学都是通过拼音或注音启蒙；通过拼音或注音引进汉字；学

生的中文初读也是依靠拼音或 注音读物；到了中、高年级，学生用拼音或注音查字典。

这种潮流，自然也成为海外华裔儿童中文 教学的主流。几十年来，很少有人质疑汉语注

音在汉语教学中的地位，以致“汉字一定要通过拼 音或注音来学习”成了人们心目中不

言而喻的定论。可是，当面对海外华裔儿童学习中文的上述 “通病”时，我们不得不思

考：为什么这些学生会离不开拼音这根拐棍？汉字一定要通过注音系统 来教吗？年轻的

汉语注音系统在几十年里改变了古老的汉语教学传统，这种改变，有多少是合理的？是不

是还有不合理之处？在汉语教学中，拼音或注音究竟应该放在什么样的地位？在研究和 

实验中笔者有以下几点体会，写出来求教于诸位。  

 

一、汉字不是拼音文字，不宜通过拼音或注音符号来启蒙 

汉字不宜通过拼音来启蒙，是因汉字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当今世界上的文字可以分

为两大 类，一是拼音文字，一是汉字。这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拼音文字是用一串串字

母作为记录发音的 符号（sign）组成的，是字音和字义二者的结合。而汉字则是一幅幅表

达观念、并且有相应单音节 发音的图形（image），因而是字形、字音、字义三者的结合。 

拼音文字的字义是靠字音一个点来支 撑的；汉字的字义则是由字形和字音两个点来支撑

的，以字形为主，字音为辅。正是由于“形” 的关键作用，汉字才可能成为世界上最简

洁明了的单音节文字，并历经数千年汉语语音的变化而保 存下来。  

汉字和拼音文字的不同特性，决定了彼此不同的学习和认识方式。认读拼音文字，要

根据记 录语音的符号，把构成一个字（word）的数个音节逐个发出声音（soundout）并且

拼接起来，所注 意的是多个音节的特定组合和一个意义的对应。而认读汉字，注意的则

是一幅图形、一个声音、和 一个意义三者的结合。此间，字形的辨认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换句话来说，学认拼音文字，首要的 是发展拼读能力；而学认汉字，首要的则是发展辨

别字形的能力。  

在当今国内通过拼音进行汉字启蒙的语文教学中，不必要地拉长了字音教学的过程。

单音节 的汉字，在教学中首先变成双音节乃至多音节，然后再合成多音节，这无疑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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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添足。学生花大 量的时间，拼读那些他们已经知道读音的汉字，抄写这些汉字的拼音，

实在非常可惜。更遗憾的 是，这种无谓的劳动，把学习汉字的主要特征（字形）的时间

和精力给挤掉了，使得识字效率大 大减低。用拼音进行汉字启蒙教学的不合理之处，就

在于混淆了拼音文字和汉字不同的认识过程， 在学童开始学习汉字的关键阶段，没有及

时地开发他们对汉字字形敏锐的辨别和理解能力。  

用拼音或注音进行汉字启蒙教学的做法，给海外华裔儿童学习中文带来的损失更为严

重。很 多华裔儿童都有如下经验：一开始上中文学校，就要花半年到一年学习“波、泼、

摸、佛”，非常 “boring”。他们生活在英语这一拼音文字的环境中，学会拼音以后，就

以此为“中文”，“拐棍” 就再也丢不掉了。为了学习中文，家长和学生都作了很大努

力，但多年后学生依然和中文十分隔 膜。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学生是用认读拼音文

字的方法在认读汉字，他们对汉字的认识能力并 没有发展起来。这种做法既浪费了学生

宝贵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又无形中剥夺了他们发展汉字认 识能力的机会。海外华裔儿

童同时学习拼音文字和形意文字，本来是他们得天独厚的促进智力发展 的好机会，如今

却成了无数孩子充满挫败感和无奈感的学习体验。正是用拼音或注音符号来进行汉 字启

蒙教学的观念和做法，贻误了他们的中文学习，挫伤了他们的学习兴趣。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自 1994 年起，开始了直接认字的教学实验，主动地培养和发展

学生对汉 字的领悟力。我们融合前人的“韵文识字”、“字块识字”和现代的“集中识

字”、“听读识字”等方法，并根据海外华裔儿童的语言特点、教育背景和学习条件，设

出计直接认字用的教材、教 法、和教具。这样，便从理论到实践，形成了一套新的直接

认字教学法。实验证明，海外华裔儿童 直接认字完全可行，而且，学生认字的积极性也

很高。  

 

二、中文初读依靠注音读物是欲速则不达 

国内现行的语文教学，无论大陆或台湾，都是依靠培养或注音读物来帮助学生认读。

这种做 法所根据的理论是，学生用几个月的时间学会了拼音或注音系统，就可以依靠拼

音阅读课外读物 了。其实，这个貌似合理的说法却掩盖着严重的弊端。第一，从学习的

过程来看，启蒙阶段的学生 依靠拼音读汉语读物，他们读的不是汉字，而是汉字的辅助

注音系统，他们的注意力被不合理地分 散了。第二，从学习的结果来看，在现行的语文

教学中，一般初入学的学生花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学 会拼音系统。即使他们就此开始借助

拼音阅读所有的汉语读物（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他们距离 独立阅读中文的阶段还是

很遥远。国内小学二、三年级的学生，有许多还在阅读注音读物。如果改 用直接认字、

先认常用汉字的途径，保守一点算，每周上学五天，每月就能认一百个字，同样是三 个

月，可以认三百个字，就能开始阅读初浅的中文读物了。到一年级结束能认七百来字，阅

读就可 又上一个台阶。最多两年，认到一千五百来字，即可进入中文自觉阅读的阶段，

这比现行的方法反 而要快些。可见用拼音做拐棍，用注音读物来发展启蒙学童的阅读能

力，恰好是“欲速则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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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海外汉语儿童学习中文的环境差、时间少（每周只上两节课），我们的实验以每

年四 个学期（每学期十周），平均每学期学一百多字的速度，用三年的时间，逐步教学

生认一千三百个 以上的高频常用汉字。用这样的方法，一字不识的孩子，上了四次周末

中文课，就可以独立地读句子 ；上了二十次课，就可以独立地读段落和儿歌；上了三十

次课，就可以独立地读短文了。更为可喜 的是，中文阅读增强了学生的成就感，从而大

大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  

 

三、拼音或注音在汉语语文教学中的作用，在于扩大词汇量和正音 

当然，汉语的拼音或注音系统在汉语语文教学中有其独特的作用。学生在学习未曾接

触过 的新字词时，加上注音就可以减低学习的难度，并帮助他们正音。学生在查字典时，

也常常借助拼 音或注音。在现今的高科技时代，汉语的罗马拼音系统更是电脑输入汉字

的利器。因此，我们主 张，在学生学了一定数量的汉字和发展起对汉字字形的认识能力

以后，再开始教授拼音或注音系 统。从生活在英语环境里的孩子的习惯出发，以及从电

脑输入汉字的考虑，我们认为教授汉语的罗 马拼音系统更为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