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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汉字字源语境能否通过多媒体再现?这一再现的基础是什么?再现有何教

育意义?本研究旨在通过实验回答这些问题。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则必须先回

答下述问题：l、汉字字源其语境是不是由多元构成的?2、此多元构成与人的

发展及儿童的认知心理发展和认知规律有无共同之处?3、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把

汉字字源语境的多元构成与儿童的心理、认知发展规律的多向性有机地、巧妙

地结合起来?

脑科学的研究证明幼儿阶段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期：儿童认知心理学研究证

明儿童的思维发展特征是以形象思维为主，并向抽象思维过渡；儿童天生就充

满探究的欲望：儿童的心智结构是多元的，儿童的发展应该是多向性的。因此

本研究认为幼儿识字教育是可行的、重要的，幼儿识字教育应为幼儿提供直观

形象的认知材料，创设丰富生动的多元认知情境，以识字教育为桥梁促进其多

元智能的发展。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忠实记录者、传载者，它饱蕴着华夏民族文化的基本精

神，其字源语境是一幅由汉民族宗教、哲学、道德、伦理、科学、艺术等多元

构成的原始生态图；汉字由象形发源逐步演进为抽象符号的历程．是先哲原始

思维向逻辑思维发展的进程，这与儿童思维以形象思维为主，并向抽象思维过

渡的特征是契合的；汉字是形音义统一的抽象符号，汉字的认知特点是其字形、

字义、字音都可以作为认知元素，三者之间若产生联系，则识记效果更好，此

外，语境因素也会对汉字的识别效果产生较大影响；汉字构形历经隶变楷化，

其象形程度不断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识字教学难度，所幸的是，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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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形具有历史传承性，汉字形体由古到今的发展是相互联系、一脉相承的。因

此，本研究从理论上构想以汉字由原始图画、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到楷

书的发展脉络为中轴，对汉字字形进行追根溯源，再现汉字初创时的原始生态，

通过早期字形的图示性将汉字形义关系显现出来，实现识记汉字的目的。将汉

字构形发展由象形到抽象的演变历史重现，适合幼儿思维由形象到抽象的发展

规律，应是可行的、科学的。

多媒体技术将文字、图像、声音、视频、动画等多种媒体元素有机地融为

一体，具有形象生动、信息多维、交互可控、时空无限、虚拟构建等优势。因

此，本研究认为，多媒体技术是实现构想的技术支撑。

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建构了以华族文化溯源为中轴、以多媒体技术为支

撑的“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识字教学体系，即充分挖掘汉字以形表义的

内在特点、规律及其富涵的文化资源，顺应受古人造字之原始思维影响而形成

的特有的华族心理和思维模式，利用多媒体技术再现古人造字时的原生语境，

揭示汉字形体结构的内在机理，建立形音义的有机联系，促进汉字的识记和思

维发展，并用汉字文化的多元性滋生儿童多向性发展。

实验证明“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识字教学体系是可行的，有价值的。

它能提高幼儿识字教学的质量，增强幼儿认识汉字符号的兴趣，有利于儿童观

察能力、理解能力、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促进了儿童多元智能的发展。

“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识字教学体系的意义远．不在于帮助儿童识字，

也不仅是对儿童思维的培养，更重要的是挖掘汉字文化的多元性，滋养儿童从

单一发展回归到多向性发展，推动教育由工具理性回归到价值理性的本源，促

进华夏民族认同和文化复兴。

关键词：

识字教学，汉字字源，儿童认知，多媒体，汉字文化，民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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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n etymological“proto—context'’be represented through multi-media technique?

What are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of this representation?This

research aims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hrough experiments．The attempt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gives rise to the following premises：(1)Is the etymological

‘'proto—context” of Chinese character multi—dimensional? (2)Does this

multi·dimensional feature have something in COllInton、城tll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the rule oftheir cognitive competence?(3)In what

way can the multi-dimensional fea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etymological

pinto-context be integrated with the multiple orientations of the 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 ofchildren?

Researches ofCerebrology have proVed that the infancy stage is the critical period

ofbrain development，and researches ofChildren’s Cognitive Psychology have justified

that imaginative thinking,then transmitting to abstract thinking，is one of the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thinking development．Meanwhile，children innately have

curious nature and their mental slmelure is multi．dimensional，therefore their

development should be multi—orientational．Hence，doing research on teaching ofyoung

children learning characters is feasible and important．When learning characters，the

young children should be provided with the materials of audio-visual imag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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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undant and impressive multi-dimensional cognitive context，for developing their

multiple intelligences．

Chinese character,which contain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is the inscriber

and transmitter ofChinese culture．The etymological proto·context ofChinese character

is an“ecosystem'’of ethnological religion，philosophy，morality，ethic，science and art．

The evolutionary course of Chinese character，from pictographs to abstract symbols，

conforms to the thinking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philosophers，which is from

primordial thinking to logical thinking．It also adheres to the children’S thinking pattem

characterized by thinking in terms of images and then abstract thinking．As we know，

Chinese characters are unified abstract symbols．These symbols，composed of form，

sound and sense，can be considered as elements ofcognition，and 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these three elements Can help to learn and memorize characters．Furthermore，context

lays great impact on recognition ofcharacters．Chinese character endures simplificafion

ofOfficial Script and Regular Script，and becomes less pictorial，which，in some extent，

increases the difficulty of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Fortunately，the configur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same origi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formation is interrelated with one another．Therefore，this research bases theoretically on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Chinese character,which is from Original Pictures，Omcle Bone

Inscription，Inscription on Ancient Bronze Object，Seal Character，and Official Script to

Regular Script，and tries to cast back to the origin of the character formation and to

represent its original niche．Through this，the relationship ofthe form and sense can be

revealed by pictorial feature of the original forms of Chinese characters，Consequently，

the leaming and memorizing characters Can become more efficient．Obviously，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evolution process(from images to abstract symbols)conforms to

the rules of young children’S thinking development(from imaginative thinking to

abstract thinkin曲．So，the method ofconstrucfing this system is feasible and scientific．

Multi-media technique is the technolog!cal sustenance of this proposed system，

because it merges characters，image，sound，video and animation into oneorganic whole，

andthusbearstheadvantageoflifelikeness,multipledimensions，mutualcontrollability，

time and space infmity and virtu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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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ng of this“Representation of Etymological Proto-context Through

Multi·media Technique”system，which is realized by tracking down to the origin of

Chl．ese culture and triggered by multi—media technique，is to detect the internal

characteristics，rules and cultural resources of Chinese character and to conform to the

proper psychological and thinking pattern of Chinese which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original character forming methods．Sustained by multi-media technique，the

proto—context of Chinese character Can k tcprcscmcd and the mechanism of forming

Chinese character be revealed and the interrelation of form，sound and sense be

established，children’S capacity of leaming and memorizing characters improved，and

children’S thinking development be accelerated．And this multi—dimens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will eventually leads to children’s multi—orieutational development．

This“Representation of Etymological Proto—context Through Multi·media

Technique'’system is proved to be feasible and valuable through aseries ofexperiments．

The result ofthe experiments shows that the system Can help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of young children learning characters and interest them in learning characters

while cultivating their capability of observation，comprehension，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and facilitating the development oftheir multiple intelligenc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Representation of Etymological Prom—context Through

Multi—media Technique”system is far more than helping children leam characters and

cultivate their thinking，It endeavors to explore the multi—dimensional feature of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and to facilitate children’S multi-orientational development，rather than

mono—orientational，while hopefully articulating the recurrence ofthe core ofeducation

and accelerat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ity and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elIl臼are．

Keywords

teaching of learning characters，etymology of Chinese characters，children’S cognition，

thinking developmenL multi—media'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identification ofChinese

n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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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论

1．1研究的缘起

选择“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之教育研究”为研究题目。缘由有二。

第一，构建新的汉字教学机制的必要性。

在多年的高校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理科学生本科毕业论文错别

字多，语句欠通顺等问题普遍存在，指导老师除了要审阅论文的理论框架和实验设计等环节

之外，还要化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帮助学生纠正错别字，调整语句结构。某高校在一次本科高

年级学生的大学语文水平测试中，专家给出的评阅意见是有近一半学生的语文水平仅相当于

中学水准。这些现象暴露出理科学生国学素养(或人文素质)存在的不足。在大学里的另一

种现象是大学生们对外来文化非常感兴趣．过洋节、送洋礼己成时髦，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越

来越淡漠，甚至有学生认为传统文化是陈旧腐朽的东西，跟不上时代．更登不得大雅之堂。

源于对大学生国学素养欠缺之根源问题的反思，对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传承、生

存以及发扬的思考，对如何发挥教育在其中应有作用之措施的探索．促使笔者关注中国语文

教学结构、方法等环节的改革问题。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阅读了瑞典学者林西莉所著《汉字王国》一书，其中描绘了一个外国

人心中的汉字起源及其发展中的中国文化史．讲述了作者个人经验、经历和观点的“故事”：

“1961至1962年我在北京大学学习汉语，后来在音乐学院学习古琴。我惊奇地发现，即使

一些受过很高教育的中国人对自己的语言的根也知之甚少。人们从小学到大学机械地进行着

汉语教学，却不加以解释。⋯⋯我在旅居亚洲和拉丁美洲之后又回到了瑞典，于70年代初

期开始从事汉语教学。我发现我的学生的反应跟我过去完全一样～我对汉字的结构和早期
的形式讲授得越多。他们越容易理解和记住这些汉字。⋯⋯当我同时也讲解这些文字所来自

的那个世界，讲述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房子、车辆、衣服以及他们使用的工具，

讲述产生这些文字的自然场景——乡野、山}可、动物与植物时，效果就特别好。”。

林西莉的经历给我的触动很大，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外国学者尚能对汉字教学的

误区作出敏锐深刻的审视，并摸索出有效的汉字教学方法。那么母语为汉语的华人更有责任

探索新的汉字教学机制。

林西莉．汉字王国．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1月第—版。第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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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前国内的汉字教学存在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只一味强调汉字的工具性作翔，单纯追

求速度与数量，将识字教学的目标定位于把汉字当成记录语言的工具来提供读写，忽视汉字

教学更深层次功能(如培养思维能力、了解中华文化等)的发挥，更有甚者，把学生当作学

习的“机器”，储存信息的“电脑”。每天定量给学生输入新的内容。不加消化的灌输，然后

就进行一系列程序化的死记硬背．致使教学枯燥单调，应有的质量也无法保证。几千年来中

国儿童认识汉字基本上是同一种方法，以提前学习、反复记忆等耗费心力的代价换得几千常

用汉字的掌握，代代相袭，习以为常。在儿时的记忆中，对于识字教学记忆最深的莫过于以

下几种类型的话：请大家将读音多念几遍；把自己所写的字与黑板上的字仔细对照一下；要

仔细，不然，你得多抄几遍；今天的作业是将这些字抄写20遍，枯燥的发音练习和繁重的

抄写训练让小孩产生畏惧心理。在识字教学中最常用的言语没有关于字形意义的任何解释，

更见不到中华文化的踪影。这样的识字教学严重扼杀了学生的思维能力、观察能力和人文精

神，阻碍了学生原本应有的多向性发展。

汉字教学当下面临的重要问题不只是建立一套高效可行的识字方法与手段，更应该是如

何在其中渗透完成汉字文化的传承、发扬的历史使命。正如台湾学者娆宗颐所言：“汉字已

是中国文化的肌理骨干，可以说是整个汉文化构成的因子，我人必需对汉文字有充分的理解

然后方可探骊得珠地掌握到对汉文化深层结构的认识。”2因此，挖掘汉字文化的丰富营养，

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复*，探索、建构新的汉字教学机制是必要的。

第二。源于肘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问题的思考与探究。

中国文字是表意兼表音文字．在认识记忆上有一定难度，由此也带来了学者们关于学生

识字量的争论，历年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提出的识字目标也各不相同。1956年大纲要求小学

生掌握3000至3500个汉字，1965年要求更高，要认识3500个汉字，1988年和1992年的

大纲识字量为最低，要求学生学会2500字，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

程标准》(试验稿)要求学生认识3500个左右常用汉字。

笔者认为历年大纲对识字量都缺少一个科学的分析和具体的说明，因此学生识字量的统

计还有待科学化。对比1992年大纲与2001年大纲对学生识字量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到新一

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小学语文教学的识字量的要求提高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TJh童、

教师、家长的负担。因此，设计一种行之有效的识字教学手段以提高识字的质置和速度成为

关键。

2娆宗颐．符号、初文与字，睁—诹字树．上海书局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引言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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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从事了多年教育技术工作，切身体会到教育技术对学科教学的促进作用．多媒体技

术具有集图文声画多元于一体的优势。一方面可以为儿童提供生动有趣的语言环境和丰富多

彩的虚拟使用环境，实施汉字情景教学；另一方面还能突破时空限制，扩大教学信息置，提

高教学的效率。因此，以汉字教育自身科学规律为中轴，以多媒体技术为载体．创建一条汉

字教育的新径是完全可行的。

基于上述的想法，笔者尝试着开发了多媒体字源识字教学软件，并让年龄不足五岁的儿

子使用。儿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不少难易程度各异的汉字，并因此对中国文字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儿子可喜的进步促使笔者将研究的起点锁定在幼儿识字教育领域，更坚定了将

信息技术与幼儿识字教育相结合、探索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实践模式的念头。

i．2当前识字教学存在的问题

1．2．1主要汉字教学方法评橱

汉字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何发挥汉字的优点。科学地教育少年儿童认读并运用汉

字，是诸多有识之士共同探索的问题，特别是在小学阶段的汉字识字教学问题，更是备受关

注。为了体现汉字教学的科学化。提高识字效率，众多的长期从事语文教育研究的学者、专

家、教师们在汉字教学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探索行之有效的汉字教学方法。据不完全

统计，到目前为止，在中国有一定影响的识字教学方法有二三十种。其中，以下几种识字教

学方法效果较好、影响较大，最具有代表性。

1．集中识字

集中识字教学方法于1958年由辽宁省黑山北关实验学校首创，该方法直接承继蒙学识

字教育的经验，旨在通过一、二年级快速大量识字，使学生尽早做到能大量阅读，来解决识

汉字和学汉语的矛盾。基本做法是一、二年级的四册教材每册都分作几个部分。在每部分中

先归类识字，再读若干篇课文．“识字——阅读”不断循环编排。在归类识字中，基本字带

字是最主要的识字方法。集中识字主要依据汉字中占有很大比例的形声字的规律，以字形为

中心组织识字。由于带出的形声字具有声旁表音、形旁表义的特点，且大多成串地学习，因

此便于掌握。由于字串中有一个共同部件(基本字)，所以有利于识字过程的迁移。由于带

出生字的基本字大多是熟字，在识字时学生可以利用已有的知识经验，以已经掌握的基本字

为支点，因此能够化难为易。采取集中识字的方法，大多都能在两年内识字2000个以上。

笔者认为集中识字体系在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语文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教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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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其“基本字带字”的思路符合汉字规律。体现了汉字的系统性，也可让识字内部结构的

理据性发挥作用，其利于突破字形难点的做法也台乎汉字识记规律。但该体系也有值得商榷

之处。首先，集中识字的主要教学对象是小学低年级学生。无论怎样设法弥补，集中识字总

耍在很大程度上使汉字的教学脱离具体的语言环境，这使儿童的识字活动变得较为单调和枯

燥，使新学的汉字不易巩固，也不易于迁移。如果说对成人的扫盲，考虑到速成的目的和成

人的心理特征，集中识字是一种必须的和行得通的教学策略，那么就应该说，对抽象思维能

力、抽象记忆能力严重不足，学习意志较为脆弱的六、七岁的孩子，集中识字是一种不仅没

有必要，而且与小学低年级儿童的心理特征相悖的识字策略。著名特级教师曲卫英在谈到自

己的探索实践时说：“集中识字回过头来考查一下．远不及随课文识字的识记效果好，我认

为这不能不从儿童感知觉及记忆发展上找原因。”3其次。集中识字也与基础教育改革大方

向相悖。近十年来，基础教育一直在试图通过课程方案、教学大纲、教科书、教学方法、教

学手段和教学评估的改革，淡化人们对语文、数学两个学科学业成绩的注意力。使初等教育

成为令人轻松，令儿童乐学的基础教育，使儿童获得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而集中识字着眼于

识字效果，忽视学生的课业负担，与分散识字相比，集中识字对于儿童的全面发展较为不利。

也与基础教育的改革方向不一致。第三．集中识字策略与汉字本身也有一定矛盾。汉字中只

有部分单字适宜集中起来，在比较中识别和学习。如果都搞集中识字，拼组和归类时势必牵

强附会。许多只有某种程度的形似，并无相似意义的字会被组合到一起：而那些意义相近、

形状相异的单字又不得不分开教学。这些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混魏，况且许多基本汉字是无法

归类的。

。2．分散识字

分散识字教学方法于1958年由江苏南京的斯霞老师实验成功，该方法注重音、义联系，

其主要特征是“字不离词、词不离句、旬不离文”。它与集中识字以字形为核心不同，强调

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识字，把生字词放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来感知、理解和掌握。其基本做

法是先教学汉语拼音，采取看图识字等方式教学一些独体字，打好识字基础。而后采取“多

读课文多识字”的方法，随课文识字。两年学习课文近180篇，识字2000多个。在识字教

学时，具体有以下几种处理方式：(1)依照在课文中出现的顺序，边读文边识字；(2)把课

文中的重点字词提出来先学，其他的睫课文讲读对再学：(3)先学字词后读文l(4)在理解

课文以后再学生字生词。这种识字方法从改革识字与阅读的关系入手，寓识字于阅读之中，

，柳斌．中盈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小学语主卷．江荔教育出版杜。1996年7月第一版，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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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识字的同时通过阅读发展儿童的语言。此外，注重激发识字兴趣，强调打好识字基础，教

给识字方法，培养识字能力，也是分散识字的主张和实施要点。

笔者认为分散识字是在具体语言环境中进行的．学生对生字的识记就容易得多，省力得

多，也便于引发兴趣，调动积极性。此外，在整段、整句的具体语境中理解每个字，这样教

学字词。切合实际，也便于发挥迁移作用，使学生活学活用。但是。汉字不同于西方的表音

文字，它是音、形、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整体。分散识字教学法过分强调字不离词，词不离

句．忽视了汉字本身的特点，汉字规律尚未得到充分重视。没有突出汉字的理据性，结果使

识字教学进度缓慢，这是值得深思的。

3．注音识字

注音识字教学方法于1982年由黑龙江省首创，该方法一改集中识字、分散识字力求加

快识字的做法，旨在从发展语言入手，解决识汉字和学汉语的矛盾，使初入学儿童不至于因

为完成繁重的识字任务，而中断了语言的发展。相反使语言和思维得到及时的训练，与此同

时学习汉字。具体地说，以学好汉语拼音并发挥其帮助阅读的功能为前提，以寓识汉字于学

汉语之中为原则，在儿童未识字或识字不多的情况下，借助汉语拼音，使听说读写同时起步，

相互促进，达到发展语言、训练思维和同步识字的目的。儿童入学，首先要学好汉语拼音，

借助拼音阅读纯拼音课文继而阅读注音课文。儿童在读注音课文的过程中一目双行，既看上

一行汉语拼音，又看下一行汉字，很自然地对汉字边读边识，渐碰渐熟，同时，设写字课，

有计划地识字写字。相关实验表明．儿童读书多，识字多。普通话水平也有较大提高。

笔者认为该识字教学方法值得推敲。首先，由于先学习汉语拼音之先入为主，在孩子的

心目中形成了一种错误认识，孩子们把本为“辅助工具”的汉语拼音当成本民族文字的一种

形式，进而将汉字理解为表音的文字，带来的恶果是必然是较多的同音代替的别字现象。其

次，由于强化拼音教学——背字母表、韵母表、整体认读、直呼、读拼音写成的话——而使

学生负担加重，对拼音学习产生厌恶感。再次，先教汉语拼音后教汉字的做法违背了汉字教

学的规律，偏离了汉字的理据性和系统性，忽视汉字识记规律，没有建立起音形义内在联系。

汉字是表意兼表音的象形文字，汉字的象形特性决定了其独特的认知方式，与之相应的汉字

教学方法也就应契合汉字的认知和华族的思维模式，采用依据汉字的构字规律，运用汉字形

音义的关系进行识字教学的方法。因此，注音识字所倡导的先拼音后汉字的教学思想是不符

合汉字识记规律的。

4．字族文识字

字族文识字教学方法成型于1980年。由四川省井骄县鄢文俊等实验成功．该方法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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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识字经验和集中识字等经验的启发下，认为在汉字中有一定敷量具有派生能力的“母体

字”，“母体字”可以衍生出几乎所有的常用字，称为“子体字”。把用母体字带出的一批批

音形相近的合体字，组成一个个“字类”“家族”。称作“字族”。而后，以一个字族中的字

为主．编写出课文，称作“字族文”。利用编就的一篇篇字族文来识字，是字族文识字的主

要方式。其基本思路是借助字族文于阅读教学中认识、掌握结构化、规律化的汉字。其核心

是借助语境进行“字形类联”、”字音类聚”、“字义类推“，以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笔者认为“字族文识字”吸收了集中识字重视汉字构字规律的经验以及分散识字重视在

语言环境中识字的经验，将识字和阅读融为一体，以读带识．以识促读，合乎汉字规律、汉

字识字的规律，提高了识字效率，这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它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不是所

有的汉字都可以归迸字族。其所编教材的字族文因字为文，作为儿童学习书面语言的凭借，

还有较大的局限性。

5．字理识字

字理识字教学方法是九十年代初由湖南省岳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贾国均提出的。所谓字

理，是指汉字的构字依据和组成规律。字理识字是依据汉字的构字规律，运用汉字形音义的

关系进行识字教学的方法，也就是说通过对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适字法

的分析，运用直观、联想等手段识记字形，以达到识字的目的。这种识字方法的核心思想是

揭示和解析字理，以使学生牢固建立字的形音义之间的联系。字理识字的大体程序是：读准

字音，解析字理，识记字形。指导书写。

笔者认为字理识字教学法能使枯燥的印刷符号变成生动豹生活图画，增强教学的童观

性、形象性和趣味性。能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理解字义，辨清字形，能有效地提高学

生识字能力·也有利于儿童观察能力、理解能力和想像力的培养。字理识字的问题在于：其

一，由于字形的改变，不是所有的汉字都能辨形解义：其二．对教师的文字学功底要求较高，

在实践时有一定难度，其实施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6．双脑识字

“双脑识字”是1991年上海市实验学技引进“智能双拼”编码后创造的一种新型的识

字教学方法。它改变了以往先学汉语拼音再识汉字的传统做法，将学习双拼码、识汉字与使

用计算机结合起来，学生在认读字、词、旬的过程中巩固双拼字母的拼读，在进行文字输入

的过程中复习认读的生字词。实现了计算机、双拼、识字的同步学习。实验组在1997年编

制了配套的多媒体教学辅助软件‘语文电子学本)，使学生的学习进入“人机互动“阶段。也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因材施教的难题．多蠛体技术的介入也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摸戢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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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开放化．笔者认为双脑识字法在语文学习和普及计算机技术的整合方面做了有益的尝

试，但仍然存在忽视汉字教学规律的误区。

综上所述，汉字识字教学改革取得可喜的成绩：“集中识字”实验构建了教材教法体系·

“注音识字、提前认读”进行了区域性实验，“韵语识字”取汉语“音韵”之所长，“字族文

识字”在“字族”成“文”上下功夫，“部件识字”、“成群分级识字”、“字根识字”从分析

汉字字形的特点入手改革识字方法，“汉字标音识字”意在“取汉语拼音标音推确之长．补

传统‘直注’注音不准确之短。另辟一条启蒙识字教学的道路”，“生活教育科学分类识字”

侧重发挥汉字“义”的特点，取汉字分类系统与科学分类系统一致之处，使识字与学科学同

步进行，“字理识字”、“猜认识字”把握汉字字形与意义的关系，充分发挥儿童的想像力，

在理解的基础上教学汉字，“听读识字”把握汉字字音与意义的关系，利用听觉把课文听会

记熟，再用记忆中的字音、字义与字形对照。通过反复读书来识字，“奇特联想识字”、“快

速循环识字”、“字谜识字”、“趣味识字”注重小学生年龄特点、心理特征，探讨他们识字、

记字、用字的规律，“立体结构识字”提供了新的教具、学具，计算机“辅助识字”、“四结

合识字”利用技术手段来改革识字教学，4在香港进行的“综合愉快识字教学”实验面对学

生的生活实际，综合不同识字方法的经验，让儿童快乐而高效地学习。这些改革与实验都开

辟了教学的新领域。但识字方法流派纷呈的局面一方面暗示着该研究领域的活跃与生机，另

一方面也表明在识字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识字教学的改革还远没有达到令

人满意的程度。汉字教学中依然存在着较大的问题：“第一，盲目地竞相提前识字年龄．对

小学初始的识字教学产生干扰：第二，单纯追求速度与数量，使汉字教学的很多重要功能与

应有的质量无法保证；第三，一些具体教学方法以‘流派’的方式推出，各自强调某一特色，

刻意求别，使一些地区和学校教学方法单一，教学程序固化。”5现有的大多数识字方法的

研究视角偏窄．方法与手段的功利性质较强，都没有能充分挖掘汉字内涵的丰富营养，还没

有突破性。最重要的是，儿童的发展本应是多向性的，具有无限的发展空间和方向。但长久

以来，受学科分类教育体制的影响，语文教学几乎等同于识字、阅读加作文等专项教学，其

后果是割裂了知识的整体性和多元性，阻碍了人的多向性发展。孕生于“天人合一”思维模

式的汉字从其诞生之初。就继承了中华民族多元的文化“遗传基因”，汉字蕴藏的历史、宗

教、哲理、道德、美术、韵律等多元文化基因当是开启儿童多元智能的一把金钥匙。因此，

探索既能体现汉字认知规律和儿童思维发展规律．又能实现利用汉字多元文化促进儿童多向

4戴汝潜，谢锡垒．汉字救与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t第6页

I王宁．汉字教学的原理与各类教学方法的科学运用(上)．课程·教材·教法。2002年10期：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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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之终极目标的汉字识字教学新理念、新方法之路。还必须继续走下去。

在识字教学理论研究方面。许多学者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戴汝潜与谢锡金在其专

著《汉字教与学》一书中对汉字教学做了深刻的剖析，作者对内地(包括各民族)、港台和

其他使用汉字的国家汉字教学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获得大量比较全面的资

料。并对这些资料作了清晰的整理与尽量准确的阐述。他们把汉字教学方法归纳为汉字特征

类识字法和心理特征与技术特征类识字法，并且细分为若干小类。这种归纳，从汉字本体及

接受心理两个角度分析了不同教学法侧重的不同。确能反映当前汉字教学的全貌。此外，作

者提出了对汉字教育评价的科学观及效果、效能的检测方法，力求在观念和操作两个方面．

把汉字教学导入科学化的轨道。姚淦铭在《汉字心理学》专著中对汉字的特性与心理做了较

为深入的研究，作者追溯了汉字原始思维心理、视听知觉心理，分析了文明思维中的汉字逻

辑、哲学与心理。潜视了汉字文化心理内核，开掘了汉字与民族文化心理的关系，以及汉字

和拼音文字的心理比较。彭聃龄主编的《汉语认知研究》系统总结了多年来汉语认知研究的

最新成果，讨论了汉字知觉的基本单元、语音在汉语词汇通达中的作用、汉语心理词典的结

构、句法分析与语义分析在汉语句子理解重的作用等热点问题。王玉新所著的《汉字认知研

究》从汉字与思维的关系出发探讨汉字构造构形的规律。姚淦铭所著的《汉字心理学》解析

了汉字结构中和汉字运用中的心理蕴涵。王作新所著的《汉字结构系统传统思维方式》阐述

了汉字构形与华族思维的相互关系。倪乐泉．张一清所著《小学识字教学研究》分析了儿童

识字的心理机制，并对几种主要的识字方法进行了评介。黄雪梅的硕士论文《幼儿甲骨象形

识字教学可行性研究》在利用古汉字探索识字新方法方面进行了的探索。

上述研究都力图从整体上、宏观上，从历史、文化、符号学、文字学等不同的角度诠释

了汉字教学的各个方面。体现了较高的理论水准，但其研究视角相对单一，研究与实践的联

系不够，没有给出可操作的措施。目前在汉字识字领域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成果还

不多，尚需深入进行，笔者的研究就是力图要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鉴于汉字教学的特殊性，其研究者多集中在以内地为主的华人领域，国外关于识字教学

的研究为数不多。美国爱荷华大学的柯传仁与沈禾玲对近二十年来美国汉语教学理论研究做

了较为系统的述评。‘他们认为美国汉语教学理论在汉字识别与书写等方面的早期研究侧重

于汉语学习者如何发展基本的汉字识别技能，以及汉字学习策略和词汇识别的研究。近年来

美国的汉字学习研究还开始注重探索汉字学习中几个重要方面之间的关系，比如汉字部首知

‘柯传仁．沈禾玲．回顾与展望t美国汉语教学理论研究述评．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3期；第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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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与汉字学习的关系、汉字识别与汉字书写的关系、掌握词语读音与识别词语意义的关系、

汉字学>--j策略与汉字学习成效的关系，以及学生的家庭汉语背景对学生获得汉字识别及书写

能力的关系等。美国佛蒙特大学的印京华先生对美国大学汉字初级阶段教学效率的问题进行

了研究．他认为影响汉字教学效率的因素有三：一是忽视汉字笔画的教学；二是“以词为本”，

忽视汉语特点；三是忽视多媒体技术在汉字教学中的积极作用。7针对问题，作者也提出了

提高效率的对策。日本的石井勋博士所著的《石井博士幼儿能力开发法》介绍了他在日本从

事三十多年婴幼儿汉字教育的情况及其观点、方法和经验，他认为尽早让婴幼儿识汉字有助

于孩子智商的提高。上述研究为我们进行汉字教育(尤其是对外汉语教育)提供他山之石，

但其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在教学实践中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有待进一步优化。韩国政

府于2000年下半年宣布恢复汉字教育，措施之一是在中小学推行“1800个常用汉字必修教

育”，但还没有成型的汉字教育研究与实验。新加坡于2000年6月在全球华人教育信息科技

大会提出了“汉语课程全球化”的教学新观念，并正在筹建华文教学数码资源中心，马来西

皿和泰国开始利用网络技术开展远程华语教学。目前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华文教育方面还面临

师资严熏不足等问题，就更没有力量对汉字教育进行研究。同样，在西方一些国家，尽管出

现汉语热，但却仪限于学习而无研究可言。

1．2．2汉字识字多媒体教学敬俘评柝

随着多媒体技术在教育领域应用的日益普及。识字教育中也出现的大量的汉字识字多媒

体教学软件。我们可以将这些多媒体教学软件按显示应用方式的不同分为两种类型，即主要

用于VCD／DVD播放机的VCD类和用于多媒体计算机的CD．ROM类。

VCD类识字教学辅助软件比较典型有：大恒电子出版社出版的《学问猫教汉字》、中国

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的《汉字奇境》、北京洪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出版的‘洪恩识字神

童》、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的《蓝猫趣味识字》、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的(coco汉

字小天才》、中华文艺音像出版社出版的《玩游戏认汉字》、九洲音像出版社发行的《幼儿识

汉字》以及山西教育音像出版社发行的《汉字宫》等。这类识字教学辅助软件的共同特点是

以形象化和趣味性的故事教授儿童教育中所涉及的有关汉字的知识．因其动画故事的精彩，

人物及情境的生动，能有效激发儿童的兴趣。但此类识字教学辅助软件也因其自身的技术缺

陷——缺乏交互性，导致儿童的参与感和体验感不够。

，印京华．荧嚣大学汉字初级阶段教学效率的问题与对策．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井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03年第1期：第6-i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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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ROM类识字教学辅助软件比较典型有：{WaWaYaYa儿童综合能力培养系列——语

言篇》、‘小不点逛动物园学语文》、‘智慧小豆豆》、‘马虎国游记》、‘中华字经》、‘多媒体熟

语识字》、‘幼儿快速识字王》、‘识字开智’、‘快乐汉字)、由美国Flash warc International公

司编制出品的多媒体电脑软件(ChineseCharacterTutor中文汉字辅导，。等等。这些汉字学

习辅助软件．除了具有充分发挥多媒体技术图形、文字、声音、影像、动画等多种媒体元素

并茂的优势，从而有效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的特点之外，还具有因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固有的

集成性、交互性和控制性等特性所带来的良好的人机交互的“人性化”优点，从而避免了

VCD类识字教学辅助软件缺乏交互的问题。

多媒体技术的利用，无疑为汉字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是值得肯定的发展方向。但从

上市软件的总体情况来看，良莠不齐，大部分不尽人意．有的只是软件人员单纯从技术上开

发，没有教育专家和儿童心理、行为、生理等各方面专家、美术专家、教师的参与：有的只

是现行学校教育的翻版，或者借素质教育之名敛取钱财。目前市场上流行的教育软件基本还

没有脱离题海的怪圈，仍然是在旧有模式下“电子版”习题的延续，在创意上却仍是乏善可

陈。一个好产品，不应仅是外表富丽堂皇，而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核心东西。那些只顾及商业

利益，不肯在内容上糖盏求精，只依照课本思路照搬的软件，不能充分发挥多媒体技术的优

势。教育的目的在于引导，而不在灌输。学生作为教育的受体，只有在自身产生了兴趣，主

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之后才能够高效地学习。当前的教育软件在引导学生方面还有很大缺

陷，尚不能把握学生心理动向，不能有的放矢给孩子们的学习提供帮助。一味死搬硬灌只能

增加孩子们的逆反心理，这对帮助孩子进步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最核心的是现有的识字教学

辅助软件还仅仅是外在表现形式上(技术层面)的改变，而其核心的识字教学内容的设计思

想及方法却仍然没有本质的改变，存在着对汉字内隐的文化营养挖掘不够的缺陷，有的教育

软件甚至还存在对汉字讲解的科学性错误，其中多数还处在汉字读音、笔画的展示层面，普

遍存在交互性差。教(灌)的痕迹偏重。学习者的主动探究、建构成分较少，不能有效促进

学习者全面素质提升等缺陷。

综合上述两方面的评析。笔者认为。现行汉字识字教学体系(包括教学观念、方法、手

段、模式、文字教材以及多媒体教学软件等)普遍存在的问题在于：片面强调识字数量和速

度，忽视对儿童的思维培养和文化养成，制约了儿童的多向性发展。所以，建构汉字教学新

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详情甩该公司网站：www．bfidgelochina．com

10



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之教育研究

1．3本文对选题的理解

1．3．1选通钓含义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从图画发展起来的象形文字之一，它经历了从原生图像到次生符

号的发展历程，而次生符号的形体又经历了原始图画、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

几个阶段三千多年的演变(见图l一”。

@o日曰日

葵员焦鱼
金文 篆文 隶书 楷书

图l—l汉字形体演变示意图

考察汉字悠长的演进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为形、义、音统一的书写符号之汉字

的主要特点是以形表义．即多数汉字直接可从字源字形中分析出字义，而且这种特征越是在

汉字演变的早期就越显明显，许多古汉字的字形和它表示的事物样子很像，如X (木)

像一棵树，它就表示树的意思。再例如：

蔫像马 弑像鸟巡像起伏的山々像人的侧面
本研究主题“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之教育研究”中的重点——汉字多媒体字源识字

法就是要充分挖掘汉字以形表义的内在特点和规律，顺应受古人造字之原始思维影响而形成

的特有的华族心理和思维模式，利用多媒体技术再现古人造字时的原生语境(原始情境)。

从追溯汉字字源入手，对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等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揭示其

形体结掏的内在机理，建立形音义的有机联系，从而完成汉字的识记，具体面言，这种多媒

体字源识字法的核心就是文化溯源．多媒体触发，即利用多媒体技术创设图文声画并茂、生

动丰富的情境(原始图面)，将抽象的汉字还原、融入古人造字时的形象的原生语境中．再

利用动画技术将历时长久、形体变异的汉字演迸(甲骨文一金文一篆书一隶书一楷书)过程

实时连续展现出来。在这个动态情境中，学生既可听到字的读音，又舱看到字形的演变，更

可意会字的本义．自主、自然地建立起字的音、形、义三者闯的联系．从而读准了字音，认

清了字形，了解了字义，感染了文化，牢记了汉字．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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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采用多媒体字源识字法并不是要学生去学习古文字，而是作为一种辅助

教学的手段，利用字源及其演变历史这一时空桥粱来识记汉字。一方面可以增强汉字教学的

直观性，增加趣味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可以挖掘汉字的文化基因。这样既能提高识字效

率，又向学生灌输了有关汉字的起源、汉字的性质、汉字的结构等科学知识．通过“观察一

一想象”的过程，加深理解，增强记忆，并进行审美教育和民族文化熏陶，达到充分发挥汉

字的文化功能之目的。

1．3．2课题研究的意义

文字学、幼儿心理学、信息加工心理学、汉字认知研究和识字教学等学科从各方面对此

研究相关领域作了许多研究。本研究创新之处在于综合以上领域构建一套多媒体字源识字的

新体系。

众所周知，古代文字和现代汉字是一脉相承。世界上其它古老的象形文字，因时间的流

逝而成为与现在使用的文字毫无关系的死文字，唯有中国的甲骨文字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现代汉字是甲骨文字历经金文、篆书、隶变、楷化而形成的，它们之间是源和流的关系。因

此，汉字演变过程不仅是汉字抽象的过程，同时还承载了中国文化的变迁，使汉字具有了文

化传承功能。于是本研究立意于：以华族文化溯源为中轴，以多媒体技术为支撑。即利用多

媒体技术形象生动、信息多维、交互可控、时空无限、虚拟构建等优势，将汉字由原始图画

经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阶段演变过程(也是由形象的古文字演变为抽象的现

代汉字的过程)重构再现为多媒体教学软件，将几千年悠长的承载中华文化的汉字变迁历史

动态、连续地重现出来。在这个跨越时空的虚拟再现的原生语境中，儿童可以自己去感觉、

去发现汉字的形音义之间的联系，愉快地认识汉字、学习汉语，从而发展自己的语言能力、

提高自己的形象思维能力乃至多元智力，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儿童从中体会(感悟)到汉字的

生动形象和神奇美妙以及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本研究所进行的多媒体字源识字

教学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目的也正在于此，即力求发挥汉字内含的培养儿童思维能力、激发

儿童对民族文化的兴趣以及促进儿童民族认同感等更多深层次的文化功能。

1．理论意义

汉字自身所蕴涵的丰富养分是多元化的。与之相应的识字教育就应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

工程，汉字教育研究也应顺应数千年来因汉字认知所形成的天人合一的华族思维特质。而现

有的汉字教育研究多是从文字学、幼儿心理学、信息加工心理学、汉字认知和识字教学等不

同学科视角各行其是分别进行研究。虽在各自领域取得突破，但在整体性、系统性和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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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因此，突破传统的学科分类的单一的研究方法．咀系统、综合的视

野，重新审视汉字教育研究的理论，从复杂科学理论的视角将汉字教育置于中华民族数千年

历史文化的宏观背景之中，审视汉字教育的规律、机理、模式、方法和评价等各个层面，以

汉字内隐的文化营养和由此形成的华族特有的思维模式之关系研究为起点．正确地把握汉字

教育的真实内涵，探索汉字教育在数字时代环境下民族化的生长模式。这在理论上将克服单

一视野研究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困境。

本研究的意义有三个维度：第一、对儿童而言，会在儿童的心灵中播种汉字历史与华族

文化的种子：第二、对教育研究者而言，验证多媒体字源识字法的价值，重新认识汉字文化

中富涵的教育价值，并以汉字文化的多元化促进儿童多向性的发展；第三、对开发者丽言，

总结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经验，探索教育资源建设的本土化手段与模式，

本研究认为汉字教育不应被局限于单纯掌握几千个汉字，而应同儿童的文化启蒙、心理

发展、能力培养以及智力开发结合在一起：更重要的是汉字教育是与华族文化密切相关的，

汉字教育研究必须从汉字与民族文化两者关系中去生发适合中华民族汉字教育之中轴。这将

从理论上突破过去分别独立研究汉字认知和民族文化关系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为构建具

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的汉字教育理论框架提供新的思路。

2．实践意义

识字，是语文学习必须完成的任务。我国每年都有五千多万识字阶段的儿童。可见，识

字是一个具有观显使用价值的研究课题。本研究酌核心是建构一套符合儿童认知规律的、内

涵华族文化精髓、融入信息技术的全新识字体系。其实践价值有三：其一，新的识字体系可

有效提高识字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在多媒体字源原生语境中，学生能轻松、自主、自然地建

立起字的音、形、义三者间的联系，在提高汉字识记质量和效率的同时，锻炼了思维，培植

了中华文化基因。其二，促进教师人文综合素质的提高。伴随着实验过程，我们不仅看到了

参与研究的教师教学思维和方法的变化。同时也促进了老师自身人文素质的进步。有老师感

叹说：“我以前真的不知道一个简单的汉字里还有这么多道理，这下可算长见识了。”还有老

师意犹未尽，正在颇有心得地自编有地方乡土特色的识字教学活动材料。老师们表示自己不

只是掌握了一套新的识字教学方法和手段，不只是教学技能得到了提高，而更多的感受和收

获是扶多媒体字源原生语境中吸取到的丰富民族营养促使自己的人文素质提高。其三，以识

字教学改革为契机。推动教育体制的改革。长久以来，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我们的教育

体制采用语文、数学、音乐等所谓科学的分科教学，各门学科相互独立，各施其职。致使语

文教学几乎等同于识字、阅读加作文等专项教学，其后果割裂了知识的整体性和多元性，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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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了人的多向性发展。因此．充分利用汉字多元文化的新的识字体系。是促使儿童发展回归

多向性的一方良药，更是教育体制“打破单一、走向综合”的改革推动剂。

1．4研究视角与思路

1．4．1研究方法

文献查阅与理论分析：了解和掌握国内外关于汉字教学相关研究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研

究动态、发展历史和现状；梳理关于汉字变迁、文化传承的历史，分析汉字认知、信息加工

心理等理论问题；了解有关汉字教学最新理论、手段和研究方法，避免重做前人已经解决的

问题。

实验研究：通过“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的对比实验，求证课题的价值。该实验的

大致设计为：(1)选择恰当的汉字及相关素材。设计字源语境；(2)利用多媒体技术将汉字

的变迁过程(同时也是文化的过程)数字化，并制作完成教学软件；(3)将实验对象分成两

组，其中A组采用其他汉字教学法教学，而B组则使用“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教学法：

(4)对两组实验对象进行能力、知识等方面测试，主要针对学习的兴趣、态度、学习时间、

识字效果等问题展开调查，以问卷、观察、交谈等形式收集相关资料和数据。(5)对家长、

教学管理者、教学设计专家、一线教师的访谈，收集不同群体对“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

实验的见解；(6)分析评价测试结果，并以此为据对“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实验进行

修改和完善。

观察法：儿童识字量的多少可以通过量化的形式去测试，但儿童思维能力的变化却不好

用量化的方式来测量和评价。因此，为了判断儿童思维进步与否，我们将有目的、有计划地

观察(尽量处于自然状态下的)儿童在进行汉字学习前后言语和行为的变化，每周观察一两

次，每次两个小时，可利用照相、摄像、录音等技术帮助记录，有重点地观察儿童在多媒体

字源识字活动过程中言语和行为的表现，然后把记录的材料加以整理分析，根据鼹察的结果

判断儿童心理发展，并且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意见。

1．4，2研究思路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为：(1)通过调查分析，找出现有识字教学存在的问题；(2)分析儿

童的心理特征、认知发展的规律，剖析儿童发展的多向性；C3)追溯汉字文化历史，剖析汉

字字源语境的多元构成：C4)找出汉字构形和认知规则与儿童心理特征及认知发展规律的契

合点，并确定以古文字以及汉字演变史为中轴。队多媒体技术为载体，构建“汉字字源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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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再现”体系；(5)进行实验验证；(6)解析“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的意义。

本研究的基本框架可用图l--2略示。

图1—2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之教育研究框架图



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之教育研究

2．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研究基础之一——儿童心智发展

汉字教学应遵循两种规律；一种是汉字本体构造和使用的规律，另一种是学习者接受汉

字教育的心理认知规律。二者缺一不可。如果不遵循甚至违背汉字本体的规律．随意乱讲汉

字，只顾趣昧性，不顾科学性，只图一时的好记，不管记住的是否合乎道理，不但会从根本

上影响汉字教学的速度和长远的效果，而且会使受教育者接受伪科学，并对继续教育、高等

教育产生负面效应。如果不考虑受教育者的心理认知规律，所谓太苦则坚而不入，产生学不

进去或学了就忘的不良效果。因此，必须本着这样的思路，在建构新的识字体系之前，我们

应分别从儿童心理认知规律和汉字本体构造和使用的规律来阐发汉字教学的两方面理论依

据。

2．1儿童的大脑

儿童识字是一个受大脑控制的综合性认知活动，因此我们有必要先从脑科学与儿童教育

的关系入手。

近几年来，由于研究方法、手段和技术的不断更新．以及跨学科科学家的通力合作，脑

科学研究领域突飞猛进，在脑的结构组成、运作机制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其研究成果正

深刻地改变着人类对自身拥有的高级器官脑的认识，从而进一步促使对人类教育的研究以及

教育理论的建构开始转向人类内部自身。如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学无止境》所言：“这种新

的事业的重心集中在人类本身，正如已经阐明的那样，它实际上必须把目标放在人们潜在的、

处于心灵最深处的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上面⋯⋯”。1

人脑是目前已知的生物领域中的一件最复杂的器官，人类的情感和思维都离不开人脑的

活动。“了解脑是人类认识的最后疆界。⋯⋯人类的脑．已被公认为我们全部思维和情感的

掌管者．它本身是一个最撩人的谜团”。2

人脑是由大脑、间脑(包括中脑、脑桥、延髓三部分)以及小脑组成的。大脑位于颅骨

腔之内。其表层为灰质(即大脑皮质)，内部为白质、基底节和侧脑屋，其表面凹凸不平，

有很多深浅不同的沟裂。整个大脑又分为左右两个半球。每个半球又借中央沟、外倒裂、顶

枕裂将其分为额叶、颞叶、顶叶、枕叶四个区，参见图2—1。额叶主要负责意识的计划编

I[夔]詹姆斯-博特金等著，林均译．回答未来的挑醢一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学无止境'。上海人民出
版牡。1984年12月第一版：第8页

2苏姗·格林菲尔镶著，杨雄里等译．人脑之谜．上海科技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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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处理并控制肌肉的运动，颓叶是记忆的关键也是听觉中心，顶叶主要负责处理肌体及对周

围空间的感觉，枕叶则对视觉进行处理。

图2--1人脑示意图’

神经元是大脑功能的基本工作单元，人具有非凡的思维、记忆和学习能力都是神经元活

动的结果。人脑中约有一千亿个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通过一千到几十万个突触(即两个神

经元之间的连接)创造任何东西。大脑中有许多中突触形式，每一个突触有目的地连接不同

的神经元，利用不同的递质分子引发大脑各部位之间的不同反应。大脑中复杂的神经元网络

结构又与脊髓中延伸出的、纵横交错的神经纤维相连接，形成一条神经回路，延伸至身体内

最细微的角落，最终形成一个完善的中枢神经系统，操纵整个身体，控制人的意识、言语和

动作。而整个脑的工作是在这个庞大的神经网络中通过纤维传导和突触传递神经信号完成

的。如图2—2所示，神经元的一端是微小树枝般的树突，树突神经分支上布满用来输入信

号的突触，在另一端，神经元则延伸出长而细的轴突输出纤维。当外界信号刺激大脑时，刺

激信号流经树突激发神经元，神经元将产生电信号(或神经脉冲)并迅速下传，经过轴突传

向突触连接处，突触将电信号转化为化学信号并扩散、刺激链上连接的下一个神经元，从而

完成神经信号的传递，并建立一个神经通路或神经回路。

如前所述，突触将电信号转化为化学信号，从而完成只能由化学物质通过在突触问扩

散方式来实现的神经信号传递。因此，突触是实施脑功能的关键部位，不同的神经元通过突

触按一定规则有条不紊地连接起来．形成信息传递和加工的网络(神经回路)。另一方面。

通过外界刺激和训练，可以增加突触的数量．丰富或优化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宪触受体的形

状会因突发情况而改变，短时的刺激会让连接点变褥很敏感，长时的刺激，会使树突的尖端

膨胀，同时暴露出新的突触，接点自身会增加，神经元也会迅速长出全新的树突，这些神经

3约翰·麦克克罗恩著．周继岚译．人脑中的风纛三联书店，2003年11月第—敝：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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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根据环境因素选择最佳的细胞和突触构建功能模块，形成一种新的神经系统结构。因此，

神经网络会随个人的经验在进行连接的同时不断地学习，也可以说，突触的增多是学习过程

的细胞机理。实验也证明，学习过程可以促使其他一些神经元把神经纤维生长到与学习活动

相关的脑区域，这样相关的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就会变得更为丰富和复杂。也就是形成了新的

突触，新突触的形成又大大促进了信息的交换和处理。

图2—2神经元工作原理示意图4

脑科学研究发现。人在出生头20年里神经突触密度的变化呈倒u型，即刚出生时低，

童年期达到高峰，而成年后则又降低下来。研究认为，新生婴儿的脑皮层中突触很少。它的

高级脑只是大量未被神经连接的细胞。婴儿出生后，脑皮层的神经元会进入一个疯狂生长的

聊段，并萌生出大量的树突和轴突，神经突触数量在6个月时增加7倍多。2岁时大脑皮层

各区的突触密度达到顶峰，每个神经细胞平均有15000个突触，约为成人的150％左右。在

整个儿童期，突触密度保持在远高于成年人的水平。到青春期，随着数以亿万计的神经网络

联系形成，各种高级功能模块一个个构建成功，大脑开始对多余的突触进行裁减，使突触密

度逐渐接近成年人的水平。因此，突触生长高峰期的童年应是学习收获摄多和智力发展最充

分的时期。

与突触密度的变化不同的是．出生时婴儿大脑的神经元数量已经与成年人不相上下了。

4约翰·麦克克罗恩著。周继岚译．人脑中的风暴．三联书店．2003年11月第一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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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神经回路的构建远没有完成，有些回路尽管已经建立起来。但并不稳固，在其后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里(至15岁)才逐渐完善起来。由此可见，脑发育存在一个各种功能模块的构建

期，也是神经元功能效率提高的时期。为此，戴维·林伯尔等人根据视觉剥夺实验结果提出

大脑发育存在关键期的观点，继林伯尔之后，许多脑科学家对脑发育的“关键期“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脑的不同功能发展有不同的关键期，某些能力在大脑发

展的某一时期容易获得，此时相应的神经系统可塑性大，发展速度特别快．过了这段关键期．

则可塑性与发展速度都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如人的视觉功能发展的关键期大约在6个月时幼

年期；对语言学习来说，音韵学习的关键期在。一5岁的幼年期，而语法学习的关键期则大

约在16岁以前。

根据以上两点脑科学研究的启示，笔者认为早期教育既是可行的、科学的，更是重要的、

必需的。在适时的关键期为儿童提供适当的学习内容．则不但可以学得快，还可以促进其相

应能力的发展，更能促进脑的最大潜能发展。因此，根据幼儿的这些生理特点。充分利用这

段成长阶段．让幼儿在O一3岁接触、学习语言，积累大量语言经验，在此基础上，让幼儿

在3—6岁认识汉字，只要方法得当，不但不会使幼儿的大脑因超负荷运转而难以承受，反

而有助于大脑智力的开发，促进幼儿思维水平发展。

脑科学研究还发现大脑的变化、学习和记忆及脑内神经元的联结程度决定于环境对大脑

的刺激。科学材料证实，大脑结构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遗传基因。另一个就是

后天的环境刺激。其中叉以后者为甚。大脑常常被说成是一台机器或是计算机，但它其实是

一种需要生长和进化的生物器官，弗朗西斯·克里克曾说：“想了解大脑，重要的是要领会到

大脑是经过自然选择的长期进化过程的最后一件产物”。新生婴儿的大脑重量为350克左右，

是成人脑重的25％．6个月时婴儿的大脑重量为750克左右，是成人脑重的50％，1岁时

婴儿的大脑重量为850克左右，是成人脑重的60％，2岁时婴幼儿的大脑重量为lIOO克左

右，是成人脑重的75％，3岁时婴幼儿的大脑重量已达1200克左右，是成人脑重的80％：

4—5岁幼儿的大脑重量发育开始变馒，直到14、15岁时才与成人的脑重基本相同，达1400

克左右。从上面的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人脑和黑猩猩的脑在出生时重量相似，但关键的区

别是黑猩猩脑的发育大部分是在子宫内发生的。而人脑的发育大部分是在出生后发生。这说

明人并不是生来就拥有一个功能完备、高效运转的大脑，大脑的逐渐成熟是一个人的遗传特

征与外部经验交互作用的结果，也就是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丰富的环境的刺激可以

极大地影响大脑神经通路的结构与功能，使大脑的可塑性、代偿功能大大增强。脑科学家们

通过实验发现产生于不同时间、在大脑不同区域的脑神经细胞联系既能形成也会退化，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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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不断地受到刺激的神经细胞有着很强的反映性，它们以形成可回旋的神经网络来反映着一

个人早期所接触过的、外部环境中所发生的各种情况．未能得到早期经验强化的神经细胞就

会消失，得到早期经验的强化的神经细胞则能成为永久性的联系。因此，如能为婴幼儿早期

的各种生活经验提供丰富的感知各种事物的机会，将有助于其大脑内部有复杂联系的、有回

旋路线的神经网络的形成，这将是婴幼儿一生发展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由于丰富的环境能影响大脑的发育和学习，并且在关键期更显得重要，因此，笔者认为

在进行识字教学时，有必要为儿童创设～个多姿多彩的环境。而多媒体技术融合了图像、声

音、文字、动画、视频等多种媒体呈现形式，并具有良好的交互性。多媒体技术的这些优势

恰好可以用来构建一个生动有趣、丰富多彩、开放多样的感知刺激的环境，将枯燥的识字过

程变成了有意义的认知活动，并促进幼儿大脑功能的发展。

近年来，科学家对人的大脑机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明确了大脑的功能定位——即大脑

的特定脑区负责某一类特殊的工作(具体功能定位参见图2--3)，并提出了“大脑两半球分

工说”的脑功能理论，该理论认为大脑的显著特征是左右两半球在功能上是有分工的，这种

分工使其主管着不同的肢体活动、行为方式和心理过程。

图2--3大脑功能定位示意图5

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罗伯特‘奥恩斯坦(Robert Omstein)博士和罗杰·史伯里(Roger

Sperry)博士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大脑左侧处理线性的、具体实在的信息。是学习语言与逻

辑思维的关键-而大脑右侧则侧重于处理随意的、想像的、直觉的以及多感官的影像(参见

5约翰。麦克竟罗思著·周继岚译．人脑中的风暴．三联书店，2003年11月第～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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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换句话说，入脑的左半球是理性、单调的的脑，是语言的脑，是阅读、记忆、书

写和逻辑思维的脑．负责抽象思维、推理运算和概念整理等；人脑的右半球是感性的脑，有

创意的脑，专门负责形象的学习、图形的识别、空间知觉、音乐、美术等综合性活动。事实

上，这样的描述只有部分是符合实际的，因为任何正常的语言或思想行为和两边的大脑都有

关系。大脑两半球只是在分工上的不同，并没有优劣之分，而且是相对的。人的大脑神经网

络对不同的外界刺激所传来的不同信息，是通过交互的方式而联系起来的，并互相发生作用，

这种联系和作用可能在大脑的同一个区域中发生，也可能在不同的区域中发生。大脑两半球

的功能各司其职又互相配合，才能形成一个协调的、统一的指挥中心。

图2—4左右脑分工示意图6

笔者认为大脑两半球既分工又协作的机制启示我们在教育中应该建立“全脑开发”的观

点，而不应该教条般地将人的各种不同的能力与大脑的具体区域对号入座，盲目开展“开发

左脑”或“开发右脑”的教育活动。事实上，我们171前的教育，无论从教育计划、教育内容、

教育方式还是评价方式，都存在着重抽象、轻形象．重分析、轻体验的现象，也就是说我们

的教育是重左脑、轻右脑的教育。笔者之所以探索建构幼儿识字教学的新体系，就是希望利

用汉字本身蕴涵的丰富信息，培养幼儿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进而促进幼儿左右脑平衡协

调健康发展。

2．2儿童的思维

婴幼儿心智的发展与其大脑的发育是同步的，这一“同步性”规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科

学的信息：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和感官的活动，是人们进行心智活动的基础。人脑对客观事

物的反映影响了其心智发展的速度，随着大脑的发育，儿童的思维也随之进步。

认知心理学把思维看作是大脑对信息加工的活动，思维是指大脑对客观事物间接的、概

‘约翰·麦克克罗恩著．周继岚译．人脑中的风暴．三联书店，2003年11月第—版t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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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的反映及其过程，是揭示事物本质联系或发现事物规律性的一种认识过程．思维是智力和

能力的核心。

幼儿的思维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初级阶段，它具有思维的概括性和间接性，但思维借用的

材料还不能离开具体事物形象或表象，即具有具体形象性。具体形象性思维是指儿童的思维

主要是凭借事物的具体形象或表象．即凭借具体形象的联想来进行的，而主要不是凭借对事

物的内在本质和关系的理解，即凭借概念、判断、推理来进行的。7

关于儿童思维的理论，传统的观点认为新生儿的脑袋是一块白板，经验的记录逐渐被刻

录在上面。皮亚杰力求摆脱婴儿心灵白板说的束缚，他通过对婴儿进行近距离的观察和对儿

童进行细心盘问，得出了认知发展的阶段说的结论，每一阶段都涉及到完全不同的认知图式。

皮亚杰认为儿童的思维发展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动作感知阶段．儿童从出生到开始具有

初步言语能力之前(0—3岁)，该阶段儿童的思维是依靠动作进行的，这种思维方式更多依

赖感知和动作的概括，也就是说，思维不能离开具体事物，也不能离开儿童的活动．他们在

实际的行动中概括事物的共同属性和相互关系，也用实际动作来解决思维难题：第二个阶段

是前运算阶段，他认为从具有初步言语能力到具有熟练的口语能力之前(3—7岁)，随着儿

童言语的形成和发展，动作在思维中的作用和地位逐渐下降，语言的作用逐渐增加，此阶段

的儿童开始能够把实物象征符号和实物本身联系在一起．逐渐地向具体形象思维过渡，儿童

的思维主要依靠语言进行，言语计划行动，而动作实现计划，其思维也主要靠一种表象、靠

具体形象来进行思维，这是儿童的初级思维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具体运算阶段，他认为从具

有熟练的口语能力到完备的思维品质形成之前(7一12岁)，儿童可以进行一系列的逻辑推

导，但是还要依靠具体的事物作为支柱，这是儿童的中级思维阶段；第四个阶段是形式运算

阶段，他认为完备的思维品质形成之后(12一15岁)的儿童能够用假设．这是儿童的高级

思维阶段。此外，皮亚杰还从～系列实验总结出三条结论：(1)幼儿阶段主要靠表象来进行

思维；(2)幼儿思维是不能守恒，也就是不可逆的．即没有建立起守恒和可逆性；(3)幼儿

智力集中于问题某一方面时，就不可能同时注意于另一方面，一切以自我为中心。

笔者赞同皮亚杰关于幼儿阶段(3—6、7岁)的思维主要是具体形象性思维的观点。因

为，幼儿心智的发展与其大脑的发育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从大脑发展的量与质两项指标的分

析中就可以得到应证。从脑的重量来看，三到6岁，其脑重是101l一1250克：10到14岁，

其脑重是1350一1400克，接近、达到成年人的平均脑重MOO克。从反映大脑质的变化指标

7朱智贤-林采德．思维发展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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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电渡来看，儿童在5岁半到6岁时，其脑电波Q波、B波、6波、e波的变化是一个

最关键的时期，9一ll岁又是一个关键年龄，到14岁左右脑电波的成熟度接近成人水平。

分析这些数据可以发现：在3--6岁的阶段，由于脑的重量与质量都没有成熟，这就必然影

响N)L童的思维材料，他们所接触的事物必然先依靠感知和动作，随着在0—3岁期间语言

的积累和发展，他们的思维除了依靠具体的事物作为支柱之外，还会借助语言的形象或形象

的语言作为支柱。即具体形象思维或表象思维，而不是依靠改进材料进行思维。

幼儿思维的具体形象性，也可以通过其概括、注意、记忆事物等方面的心理特点得到证

实。首先，幼儿对事物概括的内容比较贫乏，他们所说的每个词基本只能代表一个或某一些

事物的特征，而不是代表某一类的大量的事物的共同特征：并且，概括的特征很多是外部的、

表面的、非本质的。其次，直观、形象、具体、鲜明的事物，以其突出的物理(表面)特点

容易引起幼儿的注意，并可持续注意：与幼儿生活有直接联系、具有重要意义的事物，符台

幼儿必趣的事物都能比较容易成为幼儿注意和感知的对象。最后．幼儿的形象记忆优于抽象

记忆。

另一方面，笔者不同意皮亚杰关于该阶段儿童没有抽象逻辑思维能力的观点，应当看到

3—6岁阶段儿童的抽象逻辑性思维已经开始萌芽。有研究者用大量的非语言材料进行判断，

做实验，发现孩子推理能力相当强。苏联明斯卡娅通过实验研究幼儿对直观行动、具体形象

和抽象逻辑三种思维方式掌握水平，该实验结果见表2—2。

明斯卡娅的实验证明：幼儿利用具体形象或表象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尤其四——

五岁阶段．这说明幼儿的思维具有明显的具体形象性。利用言语进行抽象思维的能力五——

六岁也开始萌芽。

表2—2幼儿直观行动、具体形象和抽象逻辑三种思维方式掌握水平8

解决问题能力(百分数)
儿童年龄

直观行动水平 具体形象水平 言语抽象水平

三——四岁 55．0 17．5 0

四——五岁 85．0 53．8 0

五——六岁 87．0 56．4 15．O

六——七岁 96．3 72．0 22．5

B朱智贤，林崇德．思维发展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4月版t第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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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朱智贤在‘儿童心理学》中也论述了3—6岁学前儿童思维的发展趋势。首先，

学前期儿童思维的主要特点是具体形象性。他认为，在学前期。直观行动思维还占有一定地

位，但这时的直观行动性．比起3岁前儿童的特点来，发生了质的变化。突出的特点是概括

性的提高．有研究表明，直观——言语性的概括正在替代直观——动作和直观——表象性的

概括。这样，学前期儿童解决直观问题的复杂性和直觉性就比婴儿时期高得多。产生这个质

变的原因，是言语对直观行动思维的作用逐步增加。因此．学前期继续发展着的直观行动思

维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3岁前的思维，这个阶段新发展起来的直观行动思维，向“操作性思

维”或“实践性思维”靠近了一步。其次，学前期儿童思维的抽象逻辑性开始萌芽。学前期

儿童在知识经验所涉及的范围内，是能够开始最初步的抽象逻辑思维的。在日常生活中。我

们也可以看到学前儿童进行最简单的逻辑思维的例子。如：4岁的儿童可以猜中像关于“花

生”和“星星”的谜语；5岁的儿童已知道“把桃核种在地下可以长出桃树来”这一类因果

性的联系。最后。学前儿童思维的发展，也改变着思维中言语跟行动的关系。朱智贤先生的

观点与明斯卡娅的实验结果是应对的。

综上所述，儿童的思维从萌芽到成熟．经历了一系列演变历程；首先，从思维工具的变

化来看，从主要借助于感知和动作，到主要借助于表象，再过渡到借于概念；其次，从思维

方式的变化来看，从直觉行动性思维。到具体形象性思维，再过渡为抽象逻辑思维；再次，

从思维反映的内容来说，从反映事物的外部联系、现象到反映事物的内在联系、本质，从反

映当前事物到反映未来事物。

因此，笔者认为针对3-6岁儿童思维发展的特征，在识字教育中应顺应儿童的生理和

心理发展的这种基本规律，创设丰富生动的认知情境，提供直观形象的认知材料(手段)，

才能使儿童既感兴趣，又易学易懂，更重要的是能充分挖掘汉字所蕴涵的丰富营养(即表意、

形象的抽象文字)，促进儿童形象思维能力向抽象思维能力过渡、发展。

此外，儿童的思维还表现出较强的韧性。儿童不会轻易放弃他们好不容易才形成的概念

和理论。他们通过亲身的经历．努力获得能与他们日常生活的观察相一致的理解。他们不打

算仅仅为别人那样说、或是遇到一个与他们的想法冲突的事件，就改变自己的主意。人们都

知道，要改变那些深深地扎根于经验的理论．即便是成人，也不容易。如果儿童的理论正在

起作用，而这一理论在他看来行之有效。又是他经过努力才锝以建构起来的，那么只有在他

获得了大量新的经历且这些经历要求他的理论做出改变的情况下，他才会放弃原来的理论。

儿童思维的“顽固”韧性，彰现出构建科学、正确的汉字识字体系的重要性。如能在识字启

蒙之初为儿童构建一个汉字字源语境，第一，可引导儿童在荔中胄最蠹嶷理、体验并建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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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形音义三者间的联系，理会所学汉字的真正内涵，有效避免错别字的贻害。第二，可在

儿童幼小而“顽固”的心灵中播下一粒汉字文化的种子，进而解读汉字所蕴藏的文化密码，

充分认识汉字特有的文化意义，使民族文化深深植根于儿童的思想中。达成传承、发扬华夏

民族文化目的。

2．3儿童的哲学世界

儿童的大脑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儿童的思维随着大脑的日益健全而敏锐，在这个过

程中，儿童探究外部世界的渴求永无止境，内心世界也由空白过渡到丰富多彩，就如同人类

认识大自然的漫长历史过程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儿童个体思维发生的历史应该是整个人

类思维发生历史的简单重演。

儿童在没有各种知识和经验以前，对外部世界和自己都存有各种看法，他们会问一些具

有哲学意味的问题。如“我从哪里来”、“星星为什么爱眨眼睛”、“地球既然是一个大圆球，

为什么人站在上面不会摔下来”(这就类似于人类早期“天圆地方”的原始世界观)。在他们

的哲学中，万物皆有灵性，他们喜欢和花草讲悄悄话，为布娃娃洗脸、穿衣服；他们爱憎分

明；只理解“是”与“非”，对人评价不是“好”就是“坏”，对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问题

无法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丰富多彩，常以自己的思想方式去行动，如，对玩具汽车的构造

产生好奇，但叉不理解抽象的理论讲解．索性拆开来自己琢磨，在自己拆装的实践中得出自

己的理论，会用自己的哲学来构建汽车的原理。

儿童的这些想法和作为有的看似简单，有的甚至是近乎荒谬，但却说明儿童受对外部世

界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他们同样会对事物的起源、天地的形状以及事物的最简单的变化和关

系等问题进行直观的、原始的想象、猜测和思辨，这即是一种原始的哲学思维。随着经验的

积累和知识的丰富．他们会对这些经验和知识进行反思和概括，原始思维逐渐发展形成抽象

的哲学思维。因此，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我们可以从孩子提出的各类问题中意外地发现

人类在哲学方面所具有的内在禀赋。”儿童拥有绚丽多姿、神奇而又困惑的原始的哲学世界。

其哲学思维的特点是缺乏抽象的思维能力、缺乏背景知识和生活经验．但却可以有强烈的好

奇心和丰富的想象。儿童常从眼前的现象和感觉出发，应用形象思维进行思考，并夹杂着一

些很幼稚的抽象思维的因素。几童的原始哲学思维如同古代的哲学思维一样，具有直观性。

如何启迪儿童的原始思维向逻辑抽象思维发展也便成为了教育的核心，人们一直都在探

求启发和引导儿童思维的良方。 美国新泽西州蒙特克莱尔州立学院儿童哲学研究中心的马

修·李普曼(Matthew Lipman)教授就力图在儿童学习哲学和心理发展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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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创立了“儿童哲学”(Philosophy for Children)这一新学科。顾名思义，儿童哲学是为孩

子们写的哲学。它根据儿童心理发展的内在规律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以

故事、音乐、对话等生动活泼的形式．以儿童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富有哲理性的问题为内

容。对儿童开展系统的思维训练，以促进其道德的发展．认知能力．特别是思维能力的提高，

增强与人合作交流的积极态度和社会适应性。张诗亚先生对”儿童哲学”有精辟的论述：“这

是一个在认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同时，结合儿童自身的经验，以兴趣为导引，以

群体探究为特征．以发展思维为中轴，以全面提高其素质为圭桌的．融理论创新于可操作性

的实践为一体的课程领域”。’

李普曼认为，哲学教育以及一般教育的关键不在于向受教育者传授现成的结论，因为现

成的结论只是对以往问题探究的结果，它们往往是经过提炼且条理清楚的。现实中遇到的问

题总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多关联的，我们认识的解释问题所运用的概念往往是模糊的。如

果学生不接触现实问题，只是学习前人的理论，那么他们永远也不会了解和掌握思维的原则

和技巧，永远也不能真正认识现实的世界。

而当下多数的汉字教育所存在的一个诟病是仍偏重于教师传道授业的作用，强调机械

记忆，往往忽略孩子大脑的巨大潜能，无视儿童的哲学思维的存在，致使孩子们仅仅是被动

地接受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财富的外表符号——汉字，枯燥乏味的教学早已使孩子们对

识字的好奇心丧失殆尽，这样的识字教学必定是失败的。

那么，怎样才是好的教育方法呢?李普曼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永远保持强烈的

好奇心。好奇便是针对意义。信息可被传递，理论可以灌输，情感可以分享，而意义只能被

发现。而且，意义不可能给予。只能自己去发现为自己的意义。这种发现，恰好就在儿童自

己的生活经验中，儿童的经验是其思维发展的最大资源。因而，应利用儿童自身的经验．让

儿童通过发现意义等过程来发展儿童的思维。这种植根于儿童自己的世界，回归儿童本性，

即起点和归宿都在儿童自身的方法，才是“出自内心”进而“进入内心”良方，才能真正促

进儿童的发展。

所以，在设计新的识字教学体系时．应从激发儿童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探索欲

入手，采用跨越时空，重回远古，追根溯源，再现汉字字源语境的方法，让孩子们在这个“仿

古”的自然世界里，重新经历先民造宇的思维变迁历程，自己去体验、发现并建构意义，并

通过游戏、讨论等探究活动将个体的学生和松散的课堂整合成一个内在联系紧密、兴趣和目

，张诗亚．从“儿童哲学”到“小生是”——“只有出自内心才能进入内心”．中田教育报。2002年4月17
日；第3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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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一致的探究群体(community of inquiry)，启迪群体成员平等合作，相互交流，其同探

究解决问题的答案，从而点燃智慧的火花，共同得到生意盎然。机智迭出的思维发展．开发

出潜在的认识能力，丰富自己的哲学世界。更重要的是，在汉字识字教育中，渗入中国经典

文献、精华故事的启蒙．将古奥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哲学原理感性化、生活化，让中国传

统文化哲学层面的“意义”深入到了儿童的内心，成为其为人处事的内在动力与思维起点，

在其心中扎下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之根。

2．4儿童发展的多向性

脑科学研究发现大脑高级功能的生理基础是终生可变的，不存在先天预成的智力，也不

存在单一性的智力，心智的结构是多元的。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加德纳(Howard

Gardner)曾花数年时间分析了大脑和大脑对教育的影响，他在《心智的结构》

(Framesofmind)(1993)一书中指出，我们每个人的大脑至少由8种智力构成：

1、语言智能——指用言语思维、用语言表达和欣赏语言深层内涵的能力。这项智能包

括把文法、音韵学、语义学、语言实用学结合在一起并运用自如的能力。显然，这种能力在

作家、诗人、记者、演说家、政治家、说书入的身上得到了高度发展。这一类的儿童在学习

时是用语言及文字来思考，对他们而言，理想的学习环境必须提供下列的教学材料及活动：

阅读材料、录音带、写作工具、对话、讨论、辩论及故事等。

2、数学逻辑智能——指人能够计算、量化、思考命题和假设，并进行复杂数学运算和

推理的能力。这项智能包括对逻辑的方式和关系，陈述和主张．功能及其他相关的抽象概念

的敏感性。这在科学家、数学家、统计学家和法官、律师身上得到充分体现。这一类的儿童

在学习时是靠推理来思考，对他们而言。理想的学习环境必须提供下列的教学材料及活动：

可探索和思考的事物、科学资料、操作等，

3、空间智能——是指人们利用三维空间的方式进行思维的能力。这项智能包括对色彩、

线条、形状、形式、空间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敏感性，也包括将视觉和空间的想法具体的在脑

中呈现出来，以及在一个空间的矩阵中很快找出方向的能力。在雕塑家、画家、建筑师、航

海家、驾驶员和发明家身上有明显的表现。这一类的儿童在学习时是用意象及图像来思考．

对他们而言，理想的学习环境必须提供下列的教学材料及活动：艺术、积木、录影带、幻灯

片、想像游戏、视觉游戏、图画书等。

4、音乐智能一是指察觉、辨别、改变和表达音乐的能力．这项智能包括对节奏、音
调、旋律或音色的敏感性。在作曲家、演奏家、指挥家、音乐家和音乐爱好者身上高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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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的儿童在学习时是透过节奏旋律来思考，对他们而言，理想的学习环境必须提供下列

的教学材料及活动：乐器、音乐录音带、CD、唱游时间、听音乐会、弹奏乐器等。

5、身体运动智能——是指人能巧妙地操纵物体和调整身体的技能。这项智能包括特殊

的身体技巧，如平衡、协调、敏捷、力量、弹性和速度以及由触觉所引起的能力。表现在演

员、舞蹈家、运动员、机械师、外科医生和手工艺师身上。这一类的儿童在学习时是透过身

体感觉来思考．对他们而言，理想的学习环境必须提供下列的教学材料及活动：演戏、动手

操作、建造成品、体育和肢体游戏、触觉经验等。

6、人际关系智能——是指能够有效地理解别人和与人交往的能力。这包括对脸部表情、

声音和动作的敏感性，辨别不同人际关系的暗示以及对这些暗示做出适当反应的能力。是教

师、政治鼓动家、销售人员、谈判专家应有的那种能力。这一类的儿童靠他人的回馈来思考，

对他们而言．理想的学习环境必须提供下列的教学材料及活动：小组作业、朋友、群体游戏、

社交聚会、社团活动、社区参与等。

7、自我认识智能——是指关于建构正确自我知觉的能力，并善于用这种知识计划和导

引自己人生。这项智能包括对自己有相当的嘹解，意识到自己的内在情绪、意向、动机、脾

气和欲求以及自律自知和自尊的能力。如社会工作者、心理医生。这一类的儿童通常以深入

自我的方式来思考，对他们而言理想的学习环境必须提供他们秘密的处所、独处的时间及自

我选择等。

8、自然观察者智能——是指观察自然界中的各种形态，对物体进行辨识和分类．能够

洞察自然或人造系统的能力。包括观察、反映、联结、条理化、综合以及联系自然界和人文

世界的知觉。如水手、旅行家、猎人和生态学家等。这一类的儿童，在生活中会呈现出敏锐

的观察力与强烈的好奇心，喜欢亲身体验自然界的奇妙。并对事物有特别的分类、辨别、记

忆的方式，时他们而言理想的学习环境必须提供孩子接触自然的机会。

这种多元智能的理论已经获得脑科学的肯定，脑外科研究表明，每种智力或能力都在大

脑中有相应的位置，存在着脑功能的不同定位，如表2一l所示。例如：布罗卡区和韦尼克

区是控制语言的中枢，海马区与记忆有密切的关系。若脑部某个部位严重损伤或在发展敏感

期得不到应有的刺激，就可能会失去特定能力。

而当下的学校教育现状是片面集中在语言智力和逻辑数理智力两种能力的培养上，致使

人们对大脑学习潜力产生了～种不正常的、有局限的看法。“多元智力理论”的提出，拓宽

了我们对智力的认识。根据大脑“多元智力理论”的启示，笔者认为，儿童的发展具有多向

性，这是天性使然。各种智能是以潜能的形态存于儿童心灵之中，每个幼儿都是各有智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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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发展方向的可造就之方。因此，在进行幼儿识字教育时，要尽量兼顾幼儿的多元智能的

全面培养。应采用多样化的教学簸略．给予幼儿多样化的环境刺激，向幼儿展示多方面的智

力领域。以促使幼儿各种智能的发展，此外，还应针对个别幼儿的能力和兴趣的差异。实施

个别化教育，帮助幼儿将优势智力领域的特点迁移到其他智力领域，以收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充分发挥幼儿多向发展的潜能。

表2--1 多元智能神经系统分布示意表

智能 神经系统

语言文字 左颓叶及额叶

数学逻辑 左顶叶、右半脑

视觉空间 右半脑后区

身体运动 小脑、基底神经节、运动皮质

音乐旋律 右颞叶

人际关系 额叶、颞叶(特别是右半球)、边缘系统

自我认知 额叶、顶叶、边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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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研究基础之二——汉字溯源

识字教育除了要遵循儿童的生理和心理发展规律，还应该适应汉字的认知特点以及受此

影响所形成的思维模式和文化背景。

3．1汉字文化的多元性

3．1．1汉字的溴进

世界各地在历史上创造过许多原始文字，其中发展最成熟、最具代表性是三大古典文字：

一是5500年前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见图3—1)；二是5000多年前尼罗河流

域的古埃及人创造的圣书字(见图3—2)；三是我国3300年前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字(见图3

-3)。图3一l所示是出土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公元前40世纪末的泥版，上面所刻表示树、

谷物袋以及农具的楔形文字，其图画性质与象形性一目了然。同样，图3—2所示的古埃及

碑刻上的圣书文字以及图3—3所示甲骨上刻下的字符都表现出极强的图画和“象形”性质。

因此，这些古老的文字都应该是由图画发展为象形文字。再由象形发展成为表意文字(笔者

注：也有文字学者认为三大古典文字的表达法是表意兼表音，可将它们称为“意音文字”)。

随后．三大占典文字传播到别的民族中间，原来的文字图形演变成有限的数十个字母，用这

些字母去表示语言中的音位、音节，通过各种组合方式去拼写语言中的语词．从而由表意发

展为表音，产生拼音文字。如楔形文字传播到南面邻国，其标声符号成为后来刨造字母文字

的主要源泉：汉字传播到日本、韩国后分别发展出假名和谚文音素字母。

图3一l楔形文泥版。 图3-2古埃及碑刻2

’[法]Georges Jean．曹锦清，马振骋译．文字与书写：思想的符号．上海书店出版杜，2001年：第16页

2[法]6eorges Jean．蕾锦清．马振骋译．文字与书写，思想的符号．上海书店出艇娃。2001年t第26页

30



汉字字潭语境多媒体再现之教育研究

图3—3甲骨文字3

由此可见，人类文字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世界文字的发展轨迹经

历了“表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三个阶段。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

认为“文字有3个侧面：符号形式从图符到字符到字母，语言段落从语词到音节到音素，表

达方法从表形到表意到表音，这就是文字发展规律的概括”。4前苏联学者伊斯特林也持类

似的观点，他认为：“从总的历史方愿来看．文字的发展是从偶然的图画文字的图形到经过

整理的，但又是复杂的表词文字体系，然后再由后者发展为更简单的词素文字体系，以及(特

别是)音节文字和字母——音素文字体系”。5而今，中国纳西族的东巴文，本身正在从形

意文字变为音节文字，同时又有从它本身脱胎出来的哥巴音节字。这些活着的文字化石，使

我们能够看到原始文字的演变过程。

关于中国文字的渊源。限于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记载，学术界曾产生过许多观点。诸如

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仓颉造字说等等。笔者认为，从文字起源的一般规律来看，我国

的文字起源，是和世界上各个文明古国一样．从刻木、结绳以物记事开始，然后经由图像、

符号记事，逐步发展形成了成熟的文字，即汉字经历了一个“原始(记事)图画——文字画

——原始文字——文字体系”的产生和演进过程。

在汉字产生之前·先民经历了一段用实物帮助记忆的漫长时期。结绳是原始民族普遍采

用的一种记事法一据郑玄《周易注》说：“古者无文字，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

，[日]过阿哲次摄影．小屯村出土的甲骨文．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周有光．文字发展规律的新探索．民族语文．1999年第一期：第49-59页

5[苏]B．^．伊斯特林．左少联译．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杜，1986年6月版；第55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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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其绳”。刻契也是古人帮助记忆的方法，<释名·释书契)记载：“契，刻也，刻识其

数也”。这些最早的刻契的“记号”或用来记载财务的数量；或向别人传达信息：或是留作

记忆的凭借。例如：远出狩猎，为了不至于迷失道路。可能在岩石上或树干上做一些标记。

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钵口发现的刻画符号(见图3—4)就记录了当时人们对

生活中事物的复述和描绘。

¨l 1、T·

J 1刁，／Y
≮+Z j

聿l(，(，L

守{‘水
，

图3—4半坡遗址出土陶器上的刻画符号

由此可见，原始人类对使用自然物帮助记忆、传递信息以及交流思想的方式己不满足，

于是先哲们创造了用图画和刻画符号来记事的方法，他们看到大象就画一只大象，看到小草

就照着画下来，人们靠图画记录下看见的事物和发生的事情，用“形”或“画”来表示事物。

《说文解字·叙》言道：“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

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

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遮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

造书契⋯⋯”。他们用这样的思维把天地宇宙、LlJ Jfl草木、鸟兽鱼虫、各种人物，以及各种

同人类生活相关事物的形象组合起来，表达意义，传递信息。这些用于记事的“依类象形”

的原始图画便是汉字的原型。中国古文字学家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说：“文字的产生，

本是很自然的，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画大抵是动物和人

像，这是文字的前驱。”6

然而，类似这样的原始(记事)图画所表达的意义或传递的信息。有相当的模糊性，离

e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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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当事人或人群，其他人便莫名其妙。这种具有表义功能的记事图画日趋简化。取事物的

主要特征，逐渐成为约定性的即表达某种固定意义的图画——文字画(或称图画文字)。

文字画孕育了原始文字的雏形，是文字的前身，却还不是文字。因为它们只能图解或说

明事物的形象和事物之间的关系，却不能把人们口语中的词按照语法关系排列出来，就是说

尚未成为El语中词的记录符号，更未成为一种完整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只有当这些图画或

刻画符号逐渐同语言直接发生联系，获得约定俗成的语音和语义，并形成一种固定的形义关

系．它们才演变成为初期的象形文字。我们可以从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尊上的象形符号(见图

3--5)和甲骨文、金文的“旦”字比对中，看出早期文字画向原始汉字发展一脉相承之线索。

韪9鲁9
图3-5大汶口陶尊上的象形符号 象形符号 甲骨文 金文

原始文字出现以后，古人发挥“观物取象”的造字思维，“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利

用“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造字法则，使我国文字由原始象形文

字符号渐进到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等，“以其特独形式，风格千古相传”．

经历了数千年的演进、传承和自我改革，发展为一套完整庞大的汉字体系，见表3—1。

就汉字形体的外观而言。不同历史时期的汉字存在较大的差别。汉字由象形发展到记号，

经历了由古文字向隶书转变、隶书变楷书两次巨变，其象形程度不断降低，汉字不再用直观

的物象来反映词义，这种构形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识字教学难度。然而，汉字形体发展

的各历史阶段是相互联系、一脉相承的，汉字的构形具有历史传承关系。因此，我们设想建

构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教学体系．以原始图画为源头．选择甲骨文、金文、篆书作为古

文字阶段的代表，选择隶书、楷书作为今汉字的代表，对汉字字形进行追根溯源，再现汉字

的发展脉络。通过早期字形的图示性将汉字形义关系显现出来，实现识记汉字的目的，这是

可行的。



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之教育研究

殷一1300甲骨文

秦一221书同文小篆

隶书I 汉字．214

西汉一206 I l
公元一o I I
东汉一25楷书76

三国220 (汉) (壮)

西晋265

东晋317 I

唐618

五代907

北宋960

南宋1127

兀1206

明1368

清1616

民国1912

36字母960

注母1918

国罗1928

中华人民

共和国1949

简化1956

拼音1958

壮字1020

表3-1汉字流传演变示意年表7

汉字．112

(越) (辽) (金) (夏)

喃字1200

I
亡国1884

独立1945

罗马字1945

罗马字1956

辽国907

大字921

小字924

亡国1125

金国111 5

大字1119

亡国1234

T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海教育出版杜，1997年版：第144页

3毒

(朝)

汉字200

l

吏读700

西夏国

西夏字1038

亡国1227

谚文1446

独立1948

全谚文1949

(日)

汉字300

万叶750

假名900

训令式1937

常用字1981

化

I范叭III黼伽11

名假

。叽

II国l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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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2汉字文化的多元性

关于文化的定义，学术界公认的意见认为，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E·B·泰

勒对文化所下的定义是经典性的，他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

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

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显然。这个定义将文化解释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物的总称，

包括物质技术、社会规范和观念精神。按此定义．符号的创造应属文化范畴。

德国哲学家思斯特-卡西尔说，人是进行符号活动的动物。他认为，人类通过符号活动

创造出使自身区别于动物的文化实体，人类精神文化的所有具体形式——语言、神话、宗教、

艺术、科学、历史学、哲学等等，无一不是符号活动的产物。可见文字的产生与人类文明的

起源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人类文明的进

一步发展。又必须以文字的产生和运用作为必要的前提和条件。恩格斯就此发表论述．他认

为人类是“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美国民族学家莱斯

利·怀符说，“所有人类行为都起源于象征的使用。⋯⋯只是由于使用了象征，所有的文明

才被创造出来并得以保存。正是象征，它把人类的一个婴儿变成人”。由于文字的创造，人

们不但可以将复杂抽象、瞬息万变的思维、情绪变成不受时间、空间和记忆限制的具体记录，

更可以将个体的思想、情感和经验如百川汇海一般凝聚成全人类共有的知识和智慧。人类文

明就是透过文字而得到古往今来四面八方的个人经验，智慧的滋养才得以生长、茁壮和发展。

由于文字的产生，古代埃及创造了灿烂的尼罗河文明；古代西亚两河流域创造了苏美尔文明

和巴比伦文明；古代印度创造了古印度文明；古代的爱琴海和克里特创造了米诺斯文明和迈

锡尼文明，为以后的古希腊文明奠定了基础：中国创造了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因

此，文字是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智慧结晶，文字的创造是一种文化现象。

汉字是在长期的社会活动实践中创造出来．我们的祖先，为了交流思想、传递和保存信

息，以其无穷的智慧和丰富的想象创造了汉字，并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使其成为三大古典文

字中仅存的、世界上唯一使用至今的表意文字。考证汉字的形义来源可以发现，汉字是用具

有形音义的符号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是先民认识自身和客观存在时具象思维的

特殊产物。其构字方式中浸透着华夏祖先的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风貌，体现出古老中华民族

的观察方式和审美情趣，折射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对此。唐汉论述到：“汉字是汉

字民族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汉字又是中华文化的忠实记录者、传载者。汉字同文化的双重

接轨．乃是因为每个汉字的产生和演变都是古人思维概念的外化投射，汉字的产生、演化又

构成了历史文化登堂入宣的阶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都浓缩于汉语汉字之中，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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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独特的形式。记载和传承着中华文化。每一个汉字几乎就是一个实物的摹写，一幅生活

的缩影。同时汉字也是民族整体意识的密码”。马叙伦也指出：“要了解到文字的来源、构成

等等．实在是文化的一部分的研究”。因此，汉字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它是汉族文化的一

部分。何金松更是为汉字文化做了注解：“自然、社会和人生是汉字的母体和本源。汉字以

独特的象形表意符号忠实记录了汉民族数千年来对各种事物的观察、思考和认识，其中使用

的多种结构类型，通过各个不同结构类型所表达的概念，以及由它体现出来的造字者的思维

法则，就是汉字文化”。8

这种反映华夏民族特征的汉字文化信息从汉字初创起，便己浸透在造字思维中，体现在

汉字的结构中，这一点在象形意味浓厚的古代文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唐汉曾说：“古汉字，

以其形象而生动的造字法则，‘物化’记录了古人的观念、心态，堪称文化考古的活化石。

从剖析汉字入手，透过表层呈静态的构形释义．进入古人那动态的哲学、伦理内核，就会发

现无与伦比、生动而奇妙的深层岩浆。从‘乐舞’到‘忠孝仁义’，从‘祭祀’、‘册典’到

‘天干地支’，都蕴藏着让人忍俊不禁的情趣。”

我们先来看看在汉字演进过程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汉字字体经过了由甲骨文到金文、

篆书、隶书、楷书的演变过程。从近现代发掘出来的大量甲骨来看，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

文字体系．因此．汉字的正式文字应是自甲骨文字发端。而甲骨文的出现本就具有不一般的

神圣意义。我们知道甲骨之“甲”是龟甲。甲骨之“骨”是兽骨(主要用牛肩胛骨)，先民

使用甲骨来占h，甲骨文就是刻画在龟甲和动物的肩胛骨上面的用以记录吉凶祸福的文字符

号。将龟甲、牛肩胛骨等当作神物，是古人h、占、祀的关键。因为这些东西通神．通灵，

所以有了以龟甲做载体的占h文字，这就是甲骨文。而后，同样的这种镌刻文字又刻在青铜

器上，成了所谓的金文。因此，从汉字的演进看，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它们都是神圣的。

龟甲、羊骨、牛骨等是神允许用于占h的事物，尤其是金文所镌刻其上的鼎、礼器、仪器那

更是传之后世，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器，上面的文字都是极其神圣的，与敬神、赐福以礼有关

系的。9可见，甲骨文、金文等文字是用以与天、神交流，达成天与人感应的神圣符号。书

写这种神圣符号的权利多由“巫师”持掌。“巫师”之“巫”其本义就是一种既知天文数术

t

叉能通神的具有特殊能力的人。在甲骨文中的巫(骨)字象两工以直角相交，古时的“工”

是丈量器具的象形，这样的“巫”，上下拉开丈量的是天地．前后拉开丈量的是时间，所谓

B何金松．汉字文化解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t前言第3页

9张诗亚．强化民族认同t数码时代的文化选择．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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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四方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所以，古人早已将宇宙及通天绝地的含义包涵在一

个看似简单的甲骨文字中，汉字从起源开始就蕴藏着凝集华族思维精髓——“天人相通、天

人合一”的文化内涵。华夏民族的这种追求天人和谐的心理意识在“人”字中也得到体现。

“人”字是一个典型的象形宇，在人的中上部添一横，表示人伸手，加之人分腿分脚立．便

是“大”字。在“大”字顶上添一横是“天”字，在“大”字下添一横是“立”字。所以有

“顶天立地”之说。这项天立地说从造字的角度准确地反映出天地人合一的关系。”

此外，有些汉字字形的演变还可以反映出相关事物的发展。例如“炮”，本作礅、施，

从石。较早的时代使用冷兵器，确是抛石机，从石。后来有了火药，用孢来发射火药，改用

从火的炮。

我们再来看看在汉字构形本身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汉民族的先祖们是通过对事情的知觉

意象，把自己对世界的体验用直观的汉字表现出来的。恰如《文心雕龙》所讲的，天地万物

有其文，而后人心对其有感。古人造字通过“仰观俯察”，即凭着自己对客观事物的直观认

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即摄取自然万物或人类自身的种种现象，将其概括而为文字。

我国学者赵虹，在其所著《蛮野文化的追捕手——古文字品格学》一书中论述到。“汉字的

再现和表现都经过了主体意识的选择和重新组织，出于对茫茫自然与奥奥人生融合整一的求

索”。正是“因为汉字是‘象字’，其造字法是‘象形’、‘象声’、‘象事’、‘象征’。每个字

形都与当时的自然、社会、思维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所以，分析汉字最早的字形，是了解字

前史中国人对自然、社会、思维认识的桥梁”。”因此，透过对汉字构形的解读，当能析出

汉民族生活、宗教、艺术、科学、哲学等文化特征。

首先，作为象形文字的吉汉字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原始生民图。例如，渔(舟、)，甲骨

寸
文从鱼、从手从线。意为用鱼杆钩鱼。逐(∥)，甲骨文从豕、从足，意为追逐野兽。这

一

些文字部分地反映了先祖以渔猎为生的状貌。采(苯)．甲骨文像用手摘野果之形，反映

IY I u『

了古人以草木之根实为食的原始生活。牧(，’)，甲骨文像手持皮鞭放牧牛羊之形。牢(W)．

像把牛圈在栅栏里。家(缔)，则是把猪养在圈内。这些字反映了古人已进入畜牧生活。

禾(孓)，甲骨文像顶着长穗的谷子之形。利(翱)，像以刀收割采谷之类的作物．则反禾(个)，甲骨文像顶着长穗的谷子之形。利(删)，像以刀收割采谷之类的作物．刚蜃

映出古人农业耕作的生活状况。如此种种，汉字就像一方活化石，沿着这些原始字的脉络，

10张诗亚．强化民族认同；数码时代的文化选择．待出版

I·赵世民．汉字：中匿文化的基因(二)．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自序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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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找到人类社会由渔猎而畜牧，由畜牧而稼耕的演进历史例证。

其次．古汉字体现出先民的宗教哲学观。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根本无

法与大自然抗争。原始人不仅无法理解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更对人的生老病死茫然无知．

天灾人祸也时有发生，于是古人便把这一切归于一种超人的力量。鬼神便产生了而且主宰着

人类的命运。殷周是我国啄始宗教鼎盛时期，每事必l、必祭。直旺前文所言．甲骨文本身就是

占h活动的记录，考察相关的甲骨文、金文可观汉先民原始世界观和宗教观。例如：土(盟)．

初民将这堆起的土看作神，向它祭献，即“社”本字。地主之“社”和谷神之“授”，联台

成大地崇拜的总体祀物。“又如，神(i辩)，金文从示．右边是一跪拜的人形。示．像_【}j

石头或木杆立起的墓碑之形．是神仙灵魂托居之所。所以，所有表祝祷之事的汉字，皆从示，

△
如：禊、祠、祝、祓、社、祜等等。再如，宗(I利)，从^从示，会宗庙意，即祭祀祖先

的庙堂，其字形是先民由自然神崇拜向祖先神转化过程的晟好圈解。

再次，古汉字还展现出华族的道德风尚。仁，甲骨义从^从二，二表多的意思，许慎《说

文解字》：“仁，亲也。”段注：“犹言尔我亲密之词。”它体现了古人建立一种温情脉脉的人

际关系的道德理想。所以，从，两人和谐一致是为顺从。两人相向是为背。关于此类，例证

很多，如“人言为信”、“田力为男”、“女在室内为安”、“止戈为武”等汉字都蕴涵了中国传

统的某种道德观念。

再次，汉字浓缩着原始中国人的科学精华。比如“时”字(参见豳3-6)．昂早的字形

是“同”和“之”，后来X加上了“寸”，“日”代表太阳，“之”是“脚步”的象形，“寸”

是刻度，合起来那就是“太阳行走的刻度”。这简直就是时间的定义，古代这样，今天这还

是准确的。地球上的人不仍以太阳为时间的参照吗?再如“思”字(参见图3—7)，现在看

是“饵”和“心”，好像说“心田”是管思想的。有人由此断定中国人早先不知思维的器官

是大脑。这是他没看“思”的最早字形。“思”的最早字形下面是“心”，上面是“囟”，“囟”

是象形字，像头盖骨的回台处，那么．“思”不是指“心田”，而是指头和心的相通。我们祖

先的这一认识非常前卫。今天的科学证实，“心”这个器官不仅是人的动力源，它也多少能

控制人的情感。我们先人，用“思”这字形，既表思维，又称情感。”

12赵虹蛮野文化的追捕手—一古文字品格学．学林出版社，1。91年11月第一版：笫77厦

t1赵世民．汉字：中国文化的基因‘二)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9月第一版I白序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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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畴
图3—6“时”的字形演变，依次为的契文、金文、篆书

兽蹇
图3—7“思”字的金文、篆书字形

此外，李春泰在《珍藏在汉字中的科学文化》一文中对“勤”字中隐含的经典物理学原

理进行了剖析，“机械运动的原因是东西方自然哲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国的墨子却以不

同的方式思考了物体运动的原因。⋯⋯汉字动本身的构造：勤，既有一般的力，又有重力，

它是中国古代先民对‘动因’全面理解与概括的产物，是长期实践的总结和感性认识的升华。

我们的先民发现，有一种运动是通过‘力’这种方式产生的，即通过‘形之所以奋也’这种

方式进行的。还有一种运动是通过‘引无力’这种方式进行的。这种解释从今天的观点来看，

似乎是把一般与个别混淆了．因为今天的‘力’是一个普遍的观念，丽引力、电磁力、强力、

弱力都是特殊的力，是分别在不同时空尺度上起作用的特殊的力。但是在古代人们的知识眼

界中，它们并不存在逻辑上的从属关系，而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力，因为引力作为动因与普通

的力不同，看不到其‘形奋’之变化的，所以才称‘引’为‘无力’也。所以．汉字中说有

两种原因导致运动，并把这两种原因合成一个字‘动’。以上我们通过汉字‘动’的考察，

说明科学文化已融入了文字的基本单位之中，正像DNA融入细胞之中一样，它规范了中国

文化的科学品质。⋯⋯还有种种字体。其变化也许是对事物认识的深化引起的，很值得研究，

我们应该在汉字中更深入地挖掘中国的科学文化”。”

再次，汉字通过书法、篆刻、印章等形式成分展现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关于汉字书法的

魅力．法国学者Georges Jean在<文字与书写：思想的符号》一书中谈及，“每个汉字必须

写在一个方框框之内，笔画的排列和各部分间的组合必须井然有序。汉字书写如此重视布局

和视觉效果．正意味着汉字和阿拉伯文字一样，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文字或者本身即成为

一种艺术作品，或者担负起装饰的作用。事实上，在中国画里，书法往往是不可分割的组成

14李春泰．珍藏在汉字中的科学文化．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牡会科学)．2004年第一期；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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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不但文字入画．甚至绘画的笔触也最求金石铭刻或草书的趣味”。如今，在每一幅中

国画中，我们都会发现，书写的风格、墨色及落笔的轻重缓急，都会影响整幅画的意义。可

见，方块形汉字的美学意蕴深厚，其构架稳重，体态端正，外圆内方-外围相对平滑，内里

纵横交错，有错综变化之美。得益于此，汉字就不仅是一种交流信息的符号，更使书写升华

为一种独特的中和平衡、内向充实的书法造型艺术。

唐汉在《汉字密码》中也论述了汉字独有的艺术内涵。比如音乐的“乐”筚字，甲骨
文的“乐”字是一个会意字，其下为木表示树木，其上为松树果实．即“松塔”的象形白描。

唐汉认为，“在先民举行的祭祀、饮食、性爱三位一体的乐舞活动中，都会用松柏燃起篝火，

其燃烧时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增添了乐舞的欢快场面(这就是中国喜庆炮竹的肇始)：其

浓烟厚重可直达天庭，并且有一种清香味(这就是中国祭祀文化中香烛的源头)。这是“乐”

字构形的生活之源”。”“乐”由原指劈劈啪啪的声响引申出“欢乐”、“音乐”，后又引申为

快乐、乐意、喜好、演奏等义。再如“舞，，爽字，唐汉认为。甲骨文的“舞”被描述为双
手持松柏枝条跳舞的人形，其发音来自跳舞的集体呼叫，即“鸡．呜”之声。“舞”的本义

为跳舞。《礼记-乐记》中有“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从发生学角度

说明了舞蹈的起源。在上古先民心目中，通过歌舞表达内心的情感和祈愿，能够实现与“祖

宗神灵”沟通的目的，歌舞狂欢在祭祀或巫术活动中．有着非常实际的交感作用。“透过

这些古汉字，我们感受到远古先民在音乐、舞蹈方面等艺术天赋。

汉字是形音义的综合体，其字义融汇了意境美，其字形展现了形体美，其字音抒发了韵

律美。比如：唐代大诗人李白的绝句：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这首诗对仗工整，节奏鲜明，韵律和谐，都是以汉字特有的一字～音的特点为条件的。

此外．汉字的声调不仅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如：“买”、“卖”两个字意义相反。读音

的声调可将两者的意义区别开来)，它还是构成中国诗歌、戏剧、曲艺等文学艺术作品的重

要因素，按“平仄”、“押韵”等原则进行排列。声调有规律地升降起伏，使作品韵律和谐、

节奏鲜明、富于音乐美、具有不朽的魅力。中国汉字本身的诗情画意还有极为深刻的寓意，

使人们痴迷其中。

·s唐汉．汉字密码(下)．学林出版杜．2002年3月第一版：第800页

16唐汉．汉字密码(下)．学林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敝：第802页

40



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之教育研究

综上所述，古汉字所描述的多元的原始文化，是汉民族历史文化的生动镜象和珍贵的遗

迹。它是直接地表现了汉字的浓郁的人文精神，即作为一种抽象的文字形式，它与刨制和使

用这种文字的民族的社会生活的亲和力。汉字对不同汉民族文化的影响是深层次的、潜意识

的、悠久的，就象是滴水石穿一样的功夫。它主要通过认知结构、思维模式、性格特征等体

现出来，苏新春在‘汉字文化引论》一书中指出：“语言(文字)浇铸思维模式”。汉字“深

层影响制约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是中国传统哲学特色的深层基因”，它“饱蕴着

汉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与汉民族的思维观念、习俗有着直接的重要关系”。可以说，汉

字反映了汉民族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汉字实质上已经变成汉民族文化心理的物质外

壳，汉字既是汉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的果实，也是汉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的储存软

件和传播因子。王永民在谈到发明“五笔字型”汉字输入法的动机时表示，是挽救汉字命运

的使命感使然。而这一庄严的使命感，是从对中国文化的朴素感情中生发出来的。从“一二

三”开始学习汉字起，那优美的笔画、奇妙的结构以及古典诗文中所包含的深邃内涵，把他

一步步导入了中国文化的美幻境界。从上小学开始，他就背古诗、刻图章、练书法、写古体

诗词。那婀娜多姿的汉字造型、那抑扬顿挫的诗词韵律。在他幼小的心田里形成了华夏文化

的基础旋律。可见。以点、横、竖、撇、捺、折为基本笔画的汉字，记载了中国五千年的文

明，书写过盛唐气象．它作为中华文化的遗传密码，融入到世界上每个华人的血液之中。

因此．将汉字的形义发展过程正确揭示出来。就是展现了汉字的文化史，也是再现用字

中的思想观念、推理路线、文化心态和恩维过程。汉字识字教育的真正目的就应该是让孩子

重新认识“枯燥”的汉字所蕴藏的中华民族的思想性灵、气质品格，并以汉字的多元文化养

分滋养儿童的全面发展、多向发展。

3．2汉字与思维

文字的诞生是人类抽象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文字是思维的轨迹，文字发展

过程中的每一变化无不反映了思维的发展变化，文字的发展过程是思维的发展过程在人类语

言符号系统中的记录与表现。换言之，文字是人们思维的轨迹，因而，在汉字的演变历程中

应能探悉出中国人思维发展的脉络。

3j 2i l汉字s思维发曩的关系

汉字的演进经历了“原始图画——文字画——原始文字——文字体系”的过程。在前文

字阶段，先民是用原始图画或文字画来认识世界和表达信息的。他们从感性出发，由自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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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到文字之形，体现了古人不脱离感性形态，非理性的认知方式。例如：骨，甲骨文像骨架

相支撑形。胞，像母体孕育胎儿之形。暮，像日落于丛林之形。旦，日出地平线之状。这些

是对静态事物的“取象”。甲骨文“走”像一人大幅度摆动双臂而行；射，则似箭在弦上，

弓弦拉满；飞。突出作扇动之状的鸟之双翼：闻．形如以手掩口，屏息倾耳以听的姿态。这

些汉字维妙维肖地把人类捕捉到的动态表现出来，如此，古人总是力求精确地在汉字形体上

体现事物和行为呈现于自己视听的感受，“力求把他们想要表现的东西的可画和可塑的因素

结合起来”，”让别人能直观地感受它，对这些汉字能“视而可识，察而见义”。这充分说

明人类还处于“原始思维”阶段．其思维特征是简单的不连贯的思维，以形象思维为主，想

象力很丰富。但缺乏逻辑推理和判嫒能力。抽象思维不发达。

汉字发展到原始(象形)文字阶段，古人开始通过“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方式使人

联想到它所象之物。具体到汉字的形体构造上．由记事图画到象形文字的产生，其根本在于

图形的净化。由逼真的图画到概括模拟，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它取决于当时人类的观物取象

的思维，这种思维已不再是客观的插摹，而已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概括性和抽象性。以牛

l J ~^

(￥)羊(十)两字为例，象形字的牛羊不再是头目角俱全的图画，而变成表现其抽象性

特征的纯粹的线条了。这说明，随着思维能力的逐渐提高，汉先民进行汉字创构方法，由取

象赋形、取象比事的原发初生进步到以形描象、依类概形，能够从具体的形象符号中把握抽

象意义，其思维活动已呈现出意象思维的特征，即把感性形象与抽象意义结合起来的符号性

思维。

随着原始文字的日益成熟，汉字发展为系统的表意文字体系，汉字也由表示某一类事物

类的概念发展为表现类与类的关系，即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这反映出人类抽象概括能力

和逻辑思维能力的日趋发达，其整体思维已趋完善。思维的进步，使汉先民认识世界的范围

增大，了解的事物日渐繁多。他们发现，一些相对复杂携事物或概念，已无法以物形去象。

于是，汉先民在“象形”造字的基础上，又创造出“会意”、“指事”、“形声”等造字法则，

由此创造出更多的会意字，指事字、形声字。如至，甲骨文之形象矢有所抵，以矢之至表凡

至之义；祝，像人跪于示前，表祝之义；亮，像人左右持火，以表明亮之义；拔，像双手用

力拔木之形：秉，像以手扶握将要倾倒的庄稼；涉．像双足涉水之形。雷，甲骨文形似以电

光勾连四个鼓之状．这是因为古人对雷的感受首先是其强烈的闪电和巨大的响声。声音无法

描摹，于是以鼓会意。在这里鼓并不壹接参与表义．而是以鼓促人作声音上的联想，由此以

17[法]列维一布留尔，丁由译．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97年J扳：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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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声引出所表雷声．由雷声最后得出其欲表的“雷”这种自然现象。如此看来．这类汉字的

形体只是一种象征．它真正所要表达的不是它本身所示的物象，而是一个与之相关的抽象意

义。以上所列均是会意字．会意字所要表现的字意。必须综合与意相关的主要事物，进一步

地综合抽象才能得以表现。由于会意字是综合两个以上的符号而构成，而这些符号又是以象

形为基础的．符号间的组合关系往往给人以模糊的提示，须借助联想才能得其意旨。这种借

助形象以达难达之意的思维方式，已经进化到了综合取意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阶段。再看

一些形声字的例子．如娶，娶妇也，从女、从取，取亦声：又如被，寝衣也，“皮”取蒙覆

义，与具体性的“衣”、“巾”组合。表达的是覆身之衣、覆肩之巾。形声字的产生必须具备

两个因素：一是形符．一是声符。在形声字的意义构成中，形符提供具体性的类属意义成分．

声符由视觉形象转换为听觉形象同语言的词联系起来，提供相对抽象的质态意义成分，形符

与声符互为背景．彼此制约，相互发明，共同表示一个整体意义。这是汉先民重综合、重整

体的思维发展的反映。

综上所述。文字与人类思维发展具有密切的相关性联系。汉字系统的成熟与汉民族思维

的成熟相生相伴。汉字发展经历“象形——表意——形声”的过程，是一个“形的比拟——

意的表现——意音结合”的渐进过程，其中蕴涵着汉民族先民的思维历经“直观思维——意

象思维——综合思维”的发展进程，简言之，是人的思维由具体——抽象的发展过程。

3．2．2，k童识字s恐维发震

汉字与思维的上述关系对于儿童识字教育新体系的构建至关重要。针对现行多数识字教

学方法只注重提高识字数量和识字速度的弊端，儿童识字教育新体系就是要将思维训练、文

化渗透融入其中。那么，“汉语特点是否会与儿童思维特点有关。在多大程度上有关?”8便

是我们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在前文关于儿童思维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探讨TJ L,童思维发展的

特征是由简单到复杂、由具象到抽象的发展过程，3—6岁的儿童主要靠一种表象、靠具体

形象来进行思维，处于初级思维阶段。在汉字演进过程中，古人的思维经历了由具体——抽

象的锤炼过程，在创字之初，先民的思维处于原始思维阶段。“与我们社会的儿童和成年人

的思维比较，‘野蛮人’(原始人类的)智力更象儿童的智力”，”由此可知早期人类的思维

方式在某些方面与初学语言的儿童有类似之处。这种契合启示我们：如若能有效再现汉字字

源语境，重演汉字演进历史，让儿童经验造字历程，汉字学习将有效促进儿童的思维发展。

18刘范。张增杰．儿童认知发展与教育．人民教育出版杜．1985年版：第181页

-，[法]列维一布留尔，丁由译．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出版杜．1997年版一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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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卡西尔所言，人创造了符号，而符号又反之塑造了人。

汉字学习能促进儿童思维发展，理由有三。

其一，汉字学习有助于大脑的发展。从理论上说。任何～种复杂的学习活动都会给学习

者的认知结构带来一定的影响，要么引起认知结构扩展，要么引起认知结构的改组。心理学

家们关于动物学习的实验也早已证明：复杂的学习会使大脑的形态结构与内质发生改变，这

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大脑神经细胞问突触联结的改变。这正是个体某种能力得以实现和发展的

生理基础。而汉字本身是音、形、义的统一体．是具体与抽象的复杂综合体。因此对汉字的

感知、学习和记忆，可以使我们的大脑接受比其他对象更多的刺激。按照加利福利亚大学伯

克利分校的丹·斯洛宾的研究，大脑是经验塑造的。既然大脑是经验塑造的，通过汉字——

来源于经验的抽象符号的学习，汉字就会反过来塑造大脑，促进认知结构的发展，进而提高

思维能力。

其二，汉字学习有助于形象思维的发展。汉字是表意文字，它的基本特点就是通过具有

较强图形特征的方块字形来表达词义．给人以直观、形象的感觉。这种特点在早期汉字中表

现得尤为明显，如甲骨文中还保存着一些描摹实物的图形(如牛、马、象)，描绘和反映了

天地山川、鱼虫鸟兽、社会习俗，乃至礼仪制度，其表意字具有极强的图示性。王宁先生在

其《汉字构形学讲座》里说：“文字的根本性质就在于客观存在是一种视觉形式，以图像作

用于视觉神经，产生条件反射来实现和认识的统一。因此，文字可以‘形入心通’。图象性

越强的文字，突破时空局限的功能就越大，它与思维的联系也就越紧密。”从汉字的造字心

理来看，描绘或者临摹事物形状的象形是基础，指事、会意和形声等就是在象形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汉字在演变的过程中，虽然也逐渐抽象化，但其表意体系仍然没变。从字义特点来

看，汉字字义也具有很强的形象性。汉字表示概念时，常常使用形象譬喻。而不是诉诸本质

特征，习惯于用相应的形象来使概念生动可感。就是概括和表达抽象意义时，很多也未能脱

离具体形象。儿童思维的基本特点，是以形象思维为主要形式，儿童是用形象、声音、色彩

和感觉在头脑中的表象进行思维的。因此，汉字构形及字义的直观形象特征就应是培养儿童

形象思维的最好源泉。正如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指出的那样，“直观性是一种发展

观察力和发展思维的力量，它能给认识带来一定情绪色彩”。他认为，“在低年级，观察对儿

童必不可少，正如阳光、空气、水分对于植物是必不可少一样。在这里，观察是智慧最重要

的源”。在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教学体系中，我们采取动画的方法引导儿童观察汉字字

形由具象到抽象的演变过程，对照字的基本笔画与原生物、境的关系，找出相象点。这样。

一方面，既激发了观察的※趣，教会了观察的方法，促进了观察力、想象力詹勺培养，又把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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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意义与具体的形象联系起来．变抽象为形象．有助于儿童明确字义及其演变历史。另一

方面，在观察、辨识字形变化的过程中．不仅分清字的各组成部分，还要把握各部分之间的

空间位置关系，需要在头脑中形成有关表象，茹把有关表象整合起来。这不仅有助于提高识

字效果，而且有助于改善儿童视觉表象机能水平。因此，我们推论，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

现教学有助于儿童形象思维能力的发展与提高。

其三．汉字学习有助于抽象思维的发展。汉字是由形、音、义构成的统一体。汉字学习

不仅要分别认识形、音、义，重要的是要建立形、音、义三者之统一联系。这本身就是一个

整体——部分——整体的过程，即是分析和综合的认知过程。就识别字形本身来说，也是一

种分析和综合过程。汉字形体结构复杂，有些汉字之间仅有细微的差异，如万和方，末和来

等。要了解掌握汉字，需得先将其分解成部件、笔画，弄清笔画和笔画、部件与部件之间的

关系，然后。又将这些部件、笔画按构形关系组成字．才能达成辨别汉字的目的。拆解汉字

即是分析，重组汉字即是综合。因而，识别汉字字形的过程也就是对汉字的整体与部分．部

分与整体之间关系的认知过程，学习汉字有助于儿童的分析、综合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

汉字是通过对客观事物外在形态的审察，经过类比，直接概括、领悟其本质特征的思维方式

创造出来的，因此，汉字是对客观事物或现象的本质属性的概括和反映，儿童学习和掌握汉

字的过程，就是一个形成和掌握概念的过程，也是接受华夏民族独特思维的训练过程，其结

果必然有助于儿童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与提高。

总之，汉字演进历程中蕴涵着汉民族思维，我国著名语文教育心理学家朱作仁曾指出：

“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结合在汉字身上得到和谐的统一”。汉字的学习可以从多

方位促进儿童思维的发展，这一点，对于识字教育丽言意义重大。

3．3汉字认知规律

儿童识字教育中包括两个主要元素，一个是儿童，另一个是汉字。学习者的心理特征、

感知觉、记忆、思维和汉字的形体特征(主要指汉字的笔画数、偏旁部首和结构方式等)是

影响汉字学习效果的两大因素。因此，汉字字源语境再现教育体系的构建既要适合儿童的认

知规律，还耍顺应汉字的认知特点。

3．3．1，L童鹊认知枫翩

人类认识外在世界的信息80％是通过视觉提供的。视觉信息是人的主要信息来源。人

通过视觉感知周围环境的变化，获得关于外界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知识。儿童对汉字的认



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之教育研究

知同样也是从视觉开始的。因此，要探究儿童的认知规律，我们有必要先从人类感知世界的

生理基础和信息加工机制入手。

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主要是由视觉系统完成的。人的视觉系统由眼睛、视神经通路和

大脑中的视皮层构成(参见图3—8)。人眼是一个直径约23毫米的球状体，光线首先通过

位于眼球正前方的角膜的一层透明组织，被水晶体调节后聚焦在视网膜上。视网膜位于眼球

后部的内层，是眼睛的感光部分，视网膜分为锥体细胞和杆体细胞、双极细胞以及神经节细

胞三层。光线到达锥体细胞和杆体细胞，通过某些未知的机制．该层细胞产生神经冲动，经

过两层突触层和双极细胞层传至神经节细胞。神经节细胞的轴突形成视神经纤维(是视网膜

和脑之间的唯一联结)，汇聚于视神经乳头处，成为视神经。神经冲动经视神经到达称作视

交叉(约有一半神经纤维交叉进入对侧大脑半球)通向大脑的第一个交换站，一对叫做外侧

膝状体的细胞群．最后到达终点一大脑视皮层区。简言之，外界的刺激信息被眼睛接受，然

后经视神经通路传递到大脑。这是视觉系统的神经机制。

大脑又是如何完成对导入信息的加工与解释进而产生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呢?我们可以

从认知(信息加工)心理对模式识别的研究中得到启示。

认知心理学对模式识别的研究认为，当人们接受到“模式”(即外界事物)刺激时，就

会把他们和头脑中原来已经存储的信息相匹配。匹配成功的．就能将其“识别”。模式识别

一般要经过分析、比较和判断三个步骤。分析是把当下出现的刺激物的各种信息进行尽可能

的拆分，比较就是把经过分析的刺激和头脑中原来存储的信息进行匹配。关于模式识别的机

制，迄今为止有三种理论假设。

图3—8人类视觉系统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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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叫模板假设。这种理论设想人的头脑中存储的信息就像一块块模板，一张张照相

底片。刺激传入以后经过分析，大脑就提取出有关的模板去套。能够完全套上，模式识别即

告完成。模板有很多块，从中寻找的是最佳匹配。这种假设可能过于理想化了。因为按照这

个假说，客观刺激必须和头脑中存储的信息分毫不差，否则就会识别不出。

第二种叫原型假设，它是考虑到模板假设难以解释识别过程而提出来的。主张这种假设

的人认为．原型不同于模板，它不是照相底片，也不一定是精细的具象。而是对某类事物基

本特征的抽象。如“鸟”是有两只翅膀、两只眼、两只脚、有羽毛的动物等．只要符合这些

基本条件，就可以识别，其他非主要特征(如大小、颜色等)都退居次要地位。在模式识别

时，不是当前刺激与脑中原型的一一对应。而是类别或范畴上的划分；不必要求细节上的精

确一致，而是要求近似的匹配。这种识别不但不是降低了要求，反而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概括

性的匹配。这种假设得到了一些图形识别实验的支持，只是该假设还稍嫌概括了些。

第三种叫特征假设，该假设把任何模式都分解成一些基本特征．进行编码。这样，人的

头脑中就好像有了一份表格，任何眼前的刺激经分析以后都来和这份表格进行对照，就能选

择出最佳匹配．模式也就被识别了。希尔弗里德(selfrIdge，1959)提出的鬼蜮模型(参见

图3—9)便是对特征假设最形象的表述。他认为，模式识别是从低到高分几个层次进行的，

每一层次都有承担不同职责的特征分析机制，它们依次进行工作，共同完成对模式的识别。

当外界刺激物作用于视觉器官时，“映象鬼”(image demon)记录外界刺激物的原始形象，

正和视网膜获得图象一样。然后再由“特征鬼”(fea魄demon)进一步分析，每个特征鬼

都积极寻找与自己有关的图形特征，并报告给“认知鬼”(cognitive demon)。每个认知鬼负

责识别一个模式，当该认知鬼接受到同类特征鬼的报告时，便发出喊叫．喊叫声越大，表明

它发现的特征性就越强、特征越多。最后．“决策鬼”(decision demon)根据众多认知鬼喊

叫声的大小，选择叫声最大的认知鬼的反应作为所要识别的模式。比如，当字母A刺激视

觉器官时，形象鬼记录它的形状为“A”，特征鬼报告出该刺激物的特征是两条斜线相交成

锐角．中间一条小平钱，负责认知A的认知鬼根据这些特征作出强烈反应，于是决策鬼作

出决定：该刺激物是字母A。这种识别过程也可认为是大脑内部所存信息与外界刺激信息的

匹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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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模式识别的鬼蜮模型

这个魔鬼模型看上去是一个假想模型，但也可以找到一些证据。生理学的研究表明，视

觉神经中有些专门化的细胞，如猫的视觉系统中就有专门对水平线、垂直线和移动着的点进

行反应的细胞，和上述模型中的“特征鬼”相类似，因此人也可能有这样的细胞。汉字识别

显然也与英文字母识别有共同之处，可以用魔鬼模型作出解释。人们特别是儿童，有时会混

淆字形相近的字或小的部分，也是视觉上有专门化趋势的旁证。此外，大量与特征抽取有关

的实验都为特征分析机制提供了可行性依据，如D·诺顿和L·斯塔克(1971)对视觉中眼

睛运动的实验研究等。这些实验证明，人的视觉系统内有分离的通道来加工物体形状和其它

空间特征性信息。特征一经提取便储存于记忆系统中，在大脑内留下“痕迹”。当同一刺激

物呈现多次，每次使大脑提取相同或不同的特征之后，记忆系统或其它加工系统便会自动融

合、补充、修正所有特征，形成该类刺激物的一般特征结构，储存于记忆系统中，以资料的

形式为模式的再认提供依据。这里的“特征”是大脑经过提取、加工，带有主观性，并不是

事物特征的原型。它可以是事物的单一特征，也可以是“特征”集合事物的整体特征。通过

对刺激物的特征抽取，大脑把外界刺激物以“特征”的方式转换成符合于主体对外界事物的

解释。大脑的加工系统通过组合、纠正、补充特征而不断建立有关刺激物的假说．并检验和

修正这些假设。开始时，由于事物特征数量不多。可供使用的加工资源很少，加工速度只能

缓慢进行。随着多次刺激，事物可识别的特征增多。且关键特征逐渐被捕捉。因此，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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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中，本由7个特征鬼参加的活动，逐渐可用l-2个关键特征鬼来识别，使认知鬼更顺利

地作出正确的反应，大大提高模式识别的速度和准确度。学习或熟悉一个对象，就是构成该

对象的特征结构模式或图式。再遇见这个对象时，对它的再认就是将它与记忆系统中的特征

模式相匹配的过程。若一种客体变得熟悉起来，它的内部特征模式也变得更具有整体性，其

特征也会更集中、更明显。

笔者认为，基于特征分析的模式识别是成立的。儿童对外界事物的认知应是对外界刺激

物通过特征抽取而加以认识的：另一方面，儿童也是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完善、丰富自身的

内部特征模式。这与皮亚杰的发生认知论的观点有相似之处。皮亚杰把认知的动作视作具有

结构装各的有机体的天赋能力，这些结构既能同化又能顺应，即它们能使有机体以某种方式

去应对其环境。他认为“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同化就是把外界元素整合于一个具体的正在

形成中或已经完全形成的结构”：然后经过“把某些新的因素纳入到先前的图式之中时，又

不断地改变着这些后来形成的图式，以便调整他们，使之适应新的情况”的顺应过程，从而

达到机体与环境的动态平衡。在这个过程中，儿童的智力结构也就得到了不断发展。同理，

儿童对汉字韵认知也应是通过对汉字结构的特征抽取，而后经过同化、顺应来完成的。因此，

帮助儿童有效实现对汉字结构特征的抽取、分析、匹配便成为识字教学的关键。于是，怎样

才能有效促进儿童模式识别成为我们要面临的首要问题。

根据视觉系统的信息加工机制，能迅速与记忆系统所储存的特征集合体匹配的刺激物较

容易识别。这取决于刺激物的特征、观察者(主体)的经验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程度。当外

界刺激物之间具有某种差别和变化时，只有一部分刺激物才能成为视觉的对象．而另一部分

刺激物则成为背景，从而使对象从背景中分离出来，这是产生模式知觉的必要条件。若刺激

物是均匀的，那么就不可能产生任何模式知觉；若差别越大，则产生模式知觉的可能性就越

大。如果背景能够很好地烘托对象及其特征，那么该对象的特征容易被抽取；若主体的记忆

系统中储存有其对象的特征集合体，而且该集合体能有效地被刺激的话，则容易与刺激物匹

配。能否有效地激活，取决于许多复杂因素的交织作用，主要是主体的经验和个性特征。因

此，儿童要能有效认识或学习汉字-既要受自身的影响，又要受汉字构形及外界环境的控制。

这正如阿恩海姆所说：“我们的思想总是对我们看到的东西施加影响，而看到的东西又会反

过来对思维发生作用。””

从儿童自身发展因素来看，3--6岁儿童的视觉系统的功能随年龄增长而提高，其视觉

∞鲁道夫·阿思海姆，腾守尧译．视觉思维一审美直觉心理学．INN人民出版杜。1998年版t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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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感受性已有明显的提高．这使儿童辨别字形差异和纠正错别字成为可能。从汉字构形因

素来看，由于汉字是由笔画和结构按一定方式组成的方块图形，儿童并不熟悉这些抽象的图

形。从外界环境的控制因素来看，就应该设法帮助儿童观察、抓取这些抽象图形的特征。引

导儿童从具象到抽象过渡是一个较好的方法。多媒体字源识字法就是先教象形的独体字，如

“日、月、山、木”等．采用形象生动的动画方式将这些字的演变再现出来，让儿童将抽象

的汉字和具体的事物联系起来去感知和理解，使儿童了解客观事物和抽象符号之间的关系，

再利用这些简单的符号去构成复杂的符号，从而有效激活并培养儿童的汉字认知能力。

3 3 2汉字的认知特点

如前所述，汉字作为儿童认知的刺激物，其本身的特征将影响着识字的效果，因此，我

们有必要讨论一下汉字的认知特点。

关于拼音文字识别的大量研究表明，文字识别的特点依赖于文字结构的特点。拼音文字

由线条特征组成字母，由26个字母字母组成字母群或音节，再由字母群或音节组成单词

(字)，其字与字之间有明显的空白区隔来作为划分的指标。文字的这种特点决定了拼音文

字识别的特点：由特征到字母，再由字母到字母群或词。而汉字是表意的方块文字，且90％

为形声字，每个字则由零件(笔画)、部件(偏旁、部首或独体字)和结构(指六种基本结

构和七条笔顺规则)所组成，其字形以有限的笔蕊按构字规律在二维平面空间中构成，而字

与字之间，并无明显区隔，同时汉字本身具有表音与表意的功能，虽然关于表音表意表征效

果多少．仍有多方争议，但是无疑的。汉字的结构单元和结构方式都与拼音文字明显不同。

曾性初等(1965)研究汉字、汉语拼音和英语的信息冗余度，证明汉字的冗余度最大，记忆

的信息量最小，比较容易学习。郭可教(1984)总结提出，汉字音节一字单元化，常用字构

词能力强，信息量大，是拼音文字不能比拟的。”张其昀认为：“从信息论角度来说，汉字

在构造和序列这两个认知层次上都有较高的信息冗馀度，因而，其单字易于复认，这既表现

为单字笔画或部件的可有可无、可此可彼、可整可零，又表现为单字之间的形体区别性大；

其单字序列易于扫读。这既表现为单字的可预测和可逆推，又表现为单字的易于复认。较之

拼音文字，汉字表现出一定的易于认知的特点”。上述研究成果说明，汉字认知可能存在与

学习拼音文字的一些相似之处，但更多的表现为其认知的独特性。

笔者认为，汉字认知的独特性源于其独特的结构特征。汉字是形、音、义结合的表意文

字。汉字的特征自然就通过字形、字音、字义这三个要素显示出来，对于汉字认知的研究当

2t蜮汝潦汉字教与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5月版t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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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就应该从这三个要素入手。

在汉字字形认知方面，笔画的多少以及结构的复杂程度是影响字形认知的主要因素。艾

伟(1949)认为：汉字笔画的多少对汉字识别有显著影响，汉字笔画10画以内的，容易观

察：笔画数在1l至15画以内的．依字的结构形态决定其观察度；笔画数与字形结构的复杂

性有交互作用等。22曹传咏、沈晔(1963)、郑照明(1982)、谭力海、彭聃龄(1988)、张

武田、冯玲(1992)等的研究都证明笔画是识别所有汉字的一个基本单元，笔画数的效应确

实存在。23其次，Marcus Taft和朱晓平(1995)研究发现，部件层的存在更有意义，它以

特征信息而被直接抽取：重复部件字比非重复部件字识别更快、更准确：左部件单元先于右

部件单元披激活。彭耽龄、王春茂(1996)实验研究进一步证明，部件也影响汉字识别，它

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低频字中：部件是汉字识别的一个单元。发生在一个较高层次上(与笔画

特征相比)；2部件合体字的反应时显著快于l部件独体字的反应时；独体字以笔画为单元，

而合体字以部件为单元。“

在汉字字音、字义的认知方面。从理论上来说，语义的激活可以有两条途径：～是由视

觉输入激活心理词典中的字形表征后，直接激活语义表征：二是以语音为中介，字形表征的

激活首先传输到语音表征上，然后激活语义表征。谭力海、彭聃龄采用启动条件下的词汇判

断法，发现启动词中的多音字不但会促进被试对和其适当读音相近的目标字的反应，而且会

促进被试对和其不适当读音相近的目标字的反应，表明熟悉的中文字词的语音特征在到达心

理词典之前就已经得到了激话。林仲贤等采用汉字词形、音、义特征匹配任务，发现无论是

速示还是非速示条件下，在汉字词的形、音、义特征中．都存在着编码加工深度的差异，音

码的信息提取是最难的，反应时鼹长，而词形、词义信息的提取则相对容易。这个结果说明，

在他们的实验条件下，是不可能有语音转录的。对语音、字形在汉字阅读中的作用的发展变

化的研究发现，初学阅读者更依赖语音，而熟练阅读者更依赖字形。林泳海、张必隐研究了

中文音韵在词汇通达中的作用。在词汇判断任务中，单字词的音韵没有启动效果，说明中文

视觉认知是直通语义的，而单字词在命名任务中以及同韵双字词在词汇判断任务中存在启动

效应，结果表明音韵在词汇通达中存在一定的作用，表明在中文阅读中语音的通路是存在的，

尽管这条通路较弱。艾伟(1949)认为，在汉字学习中。形—音和形一义都可以形成联想．

在即时测验中，两种联想的强弱无差异：两周后，形义联想较形音联想持久；在字形呈现后，

轻彭聃龄．汉语认知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第11页

H彭聃龄．汉语认知研究．山东教育出版杜，1997年10月第一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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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解释其意义，则较不解释字义保持久；一个联结较弱的字若长期不用，则形音联想首先被

破坏，然后是形义联想。但不会完全消失；当形义联想消失后，形音联想就不再起作用。”

周晓琳(1996)在汉字识别的研究中得出结论，字形到字义的直接激活压倒了通过语音获得

语义；虽然字形到字义的激活和字形到语音到语义的激活都相当随意．但语音到语义这一额

外的步骤需要额外的时间。使得这一途径相对较少使用：在词汇识别的时间进程中，语义的

激话主要由直按的视觉通路这一最佳途径，间接途径几乎没有时间发生作用。“因此，在

汉字识别初期．语音对理解语义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除非伴随有适当的字形激活。汉字的

字义特征主要是通过语境(包括词语境、句子语境和课文语境)来识别的。语境可以提供字

识别的字外多余性，对字的识别可起到提示、补充作用。曹传泳、沈晔(1963)在一项研究

中发现。当目标字(如方)包含在有意义的词语(如东方红)中对，正确辨认的时间较短；

而包含在无意义的字组(成旗方)中时，正确辨认的时问较长。谭力海、彭聃龄(L988)通

过实验证明，汉字识别是自下而上(如特征分析对部件识别的影响、部件识别对整字识别的

影响)与自上而下(如熟悉的字形对部件知觉的易化作用)的加工相互作用的结果，字的识

别既依赖于视觉特征单元的激活。也依赖于语境的作用。”朱晓平(1997)进一步采用在

句子语境中的汉字命名作业研究了语境效应的作用点，其实验结果证明，语境确实能够影响

词汇的加工，而且语境效应的作用点是灵活的。

在汉字字形、字音、字义三者的联系方面，方金雅(1996)研究发现，部件、部首、声

旁等字形处理的能力，能有效的预测认字与语文学科的成就。在汉字联想学习中。字形的作

用远远大子字音的作用(刘廷芳，1923)。李祈雯(1992)研究小学一、三、五年级学生的

汉字联想时发现：字形是小学生认字的主要依据，幼儿园学生视觉记忆以字形为主要线索。

吴瑞屯(1990)认为，音码在中文处理系统虽然重要，但并非一直强势地支配着阅读过程，

其重要性可能依作业性质不同而改变。由此可见，汉字形音义三要素在汉字认知处理中所起

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陈宝国、王立薪、彭聃龄对高频字(2001)和低频字(2003)进行

了“汉字识别中形音义激活时间进程的研究”，其结论为．高频汉字形音义激活的时序为字

形——字义——字义的顺序，低频汉字字形的激活在先，字音和字义的激活同时进行。对于

形音义三者之间联系的特点及其重要性，艾伟(1949)做了明确的论述，所谓识字是“见形

z，彭藕龄．汉语认知研究，山东教育出版杜，t997年10月第一版：第1I一￡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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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知声、义，闻声而知义、形也”；“故以形为刺激须能引起声、义二反应，以声为刺激须能

引起形、义反应。我们阅读的时候。目光注视于字形丽引起字声与字义之反应，至在听讲之

时因闻字声而得字形与字义之反应。在此二种事形之下，反应必须正确，或形声、形义、声

形、声义四结绾结之组织必皆牢固．始为合科识字之条件。有一错误，不能认为全识字也”。

实验发现，在学习时间相等的情况下。不论在学习后的即时铡验还是延时测验中。不论在释

形法的学习还是在同音法的学习中，结果都是形义联系比形声联系的效果好，表现为见形释

义的成绩比见形忆声的成绩更好。据朱作仁(1985)的研究，儿童在建立形音义联系的过程

中，依赖简单的直接联想或间接联想。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联想表现方式有：通过多次简单重

复的认读，直接建立字形与音义之间的联系；利用字形在书本上的位置来联想；通过和已认

识的字常在一起出现而引起联想；通过儿童自己独特的经验作为记忆的支柱形成联想：将字

形与某一具体事物联系起来，使字形本身形象化或赋予字形本身以意义。刘廷芳(1921)根

据联想学习的观点研究发现，单个汉字的学习可以借助于已识汉字的联想而解释新字。汉字

联想依赖于学习者已有的识字能力。识字众多，联想能力愈强。

综上所述，汉字认知特点主要表现为，其字形、字义、字音都可以作为特征信息而被加

工识别，三者之间若产生联系，则识记效果会更好。同时，语境因素也会对汉字的识别效果

产生较大影响。于是，笔者认为，利用多媒体技术的多元刺激，重构原生语境，能有效促进

汉字三元素的激活，提高识字效果和速度。此外．笔者认为有必要补充说明汉字识别与大脑

的关系。汉字认知与大脑两半球之间的关系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汉字认知主要是左半球

的功能，另一种是认为汉字是大脑左右半球井用的“复脑文字”。郭可教、杨奇志以大学生

和小学生为被试．采用同一的汉字对刺激材料，让被试进行字形、字音、字义的异同判断，

结果发现，字形、字音和字义的认知均与大脑两个半球有关，显示出汉字认知的复脑效应。

用汉字——图形意义整合判断的实验进一步验证了字义认知的复脑效应。张武田等人研究结

果也显示．当对汉字字音或字义进行匹配时，两半球之间的加工优于半球内的加工，即两侧

大脑半球协同活动要比单侧半球加工效果好。汉字认知的“复脑”效应一方面说明为汉字认

知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也警示我们，汉字认知的研究不能完全照搬、套用西方的理论，汉

字的教学不能走“先拼音，后文字”的路子．汉字的未来更不能(也不可能)走向“拼音化”。

3．3÷3幼儿汉字认知特点

幼儿在识字过程中表现出的一些认知特点也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日本著名早期教育家井深大(1986)研究发现，婴幼儿认识汉字的过程和成人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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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根本不用像成人那样去分析、理解字的偏旁、部首、表音、表意、象形等各种内部结构、

关系，而是把一个个的汉字当成一个一个完整的、由若干线条组成的“图形”来识记的。他

们认字时就是一种照相机似的认读．是一种基于图象对象的“整体模式识别”的机制。

徐德江也认为幼儿认字不是一笔一画的认，而是整个字的识认，他认为，两侧大脑皮层

突触结构发育情况，随年龄而不同。开始右半球皮层发育比左侧更快。所以，婴幼儿认知事

物的特点有许多方面与成人是相反的。成入是先理解后记忆，先局部后整体；婴幼儿则是先

记忆后理解，先整体后局部。成人认知事物犹如画像，婴幼儿认知事物犹如照像。

黄人颂、卢乐珍(1982)发现幼儿识字具有两个特点。其一，字义的理解是认知汉字的

关键。这是因为幼儿的经验较之青少年阶段还很少，使幼儿大脑中的记忆痕迹不是太多，即

幼儿的记忆系统中所储存的事物特征信息还很缺乏，这使幼儿对事物的认识多限于具体的事

物，以形象、生动的表象为依据。幼儿识读汉字多以字形特征激活大脑中所储存的字义特征

信息，字形特征越鲜明，幼儿对该字的记忆也就越牢固。其二，字形的笔画多少对教学没有

多大影响。在小班开始学习汉字时。对笔画少的实词比较容易掌握，且幼儿往往把笔画与字

的结构、字义联系起来。不仅对人、大、小、工等字的巩固率较高，而且猫和鸡两个字巩固

率一样高。中班以后，笔画多少识读正确程度没有明显的影响。因为幼儿认字是整体感知，

认字时对该字引起的事物的联想的情绪性比笔画多少的影响要大得多。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其一，幼儿对汉字的识记是以整字为单元，对字形的知觉具有

整体模式机制。其二，儿童对字义掌握过程是从具体到抽象、从～义到多义，从已知至Ⅱ未知，

从理解到运用．年龄越小，字义对识记的影响越大。字义熟悉或口语中常用的易记，字义较

浅显比字义较深奥的识记效果好。在字义已熟知的情况下，凡字义较为具体、形象的和带有

较大情绪性的字词，以及与儿童生活经验有密切联系的字词，容易记住。已知音义的生字词

比未知音义的生字词，延期再现的遗忘率也少得多。由此可见，汉字识字教学应符合幼儿汉

字认知的上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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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汉字字源语境语境多媒体再现之体系构建

4．1幼儿识字教学的可行性

关于幼儿阶段可不可以开展识字教育的问题．一直是学前教育学界争论的焦点话题。多

年来．识字教育一直没有正式进入幼儿教育体系。在教育部最新颁发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

要(试行)》(2001)中也未对幼儿识字教育给予明确的规定。只是在语言教育部分提到：“培

养幼儿对生活中常见的简单标记和文字符号的兴趣；利用图书、绘画和其他多种方式，引发

幼儿对书籍、阅读和书写的兴趣，培养前阅读和前书写技能”。那么，幼儿阶段是否应该开

展识字教育，幼儿识字是否适合幼儿的认知特点．会不会加重幼儿的负担呢?

我国著名儿童心理学家、教育家陈鹤琴先生(1928，1932)就主张幼儿园应有“读法”

(即识字教育)，井提出了四条理由：第一、读法和语言差不多，只是加了视觉作用。“其实

在实际上讲了猫的故事以后，给他看一个猫字，一张猫的图画，小孩子⋯⋯对于这个故事的

印象格外深”。第二、读法与图画、手工都属于发表自己意见的手段。字“可当图画看”，写

字“也可当作涂鸦看”。因此，“图画、手工、读法都是表达，都可以做的”。第三、读法是

游戏的一种，“教读法的方法，就是游戏，⋯⋯并且是活动的游戏”。第四、“读法不是符号

的熟记”，不是要幼儿强记死背，而是适应儿童需要而教．因此也就不会也不应该那么枯燥

难学。如，可以采取“配对子”、“成句子”、“竞赛”、“讲故事”等方法来灵活进行，随时施

教。

意大利著名儿童教育家蒙台梭利女士也主张将“读、写、算”纳入幼儿教育，认为6岁

前是儿童学习的敏感期，3岁一6岁儿童的天性具备学习文化的能力。她从教4岁儿童认字

母开始，著通过触觉、视觉等多种感官的活动，让幼儿学会认字，“5岁时至少能够阅读”。

她设计了各种能充分调动幼儿感官参与的游戏活动及识字教具。

美国学者德罗瑞斯达曾在加利福尼亚闸的奥克兰小学调查5103名一年级的新生，其中

有49个人在入小学以前已经在家里学过阅读。德罗瑞斯达对这49个孩子作了5年的追踪调

查，发现与其他孩子相比较，他们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领先的状态，而这些提早学习阅读的

孩子在智力上和个性上与其他的孩子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可见．科学的婴幼儿文字教育对婴

幼儿身心健康的发展有益无害。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分析了“神经突触密度的变化呈倒u型”、“童年是突触生长高峰

期”等脑科学的研究发现，并认为幼儿阶段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期；我们又分析了3-6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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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以形象思维为主，井向抽象思维过渡的思维发展特征，并认为幼儿阶段是思维发展的关键

期；我们也探究了儿童的哲学世界，并认为幼儿阶段的孩子是“天生的哲学家”，充满了求

知的欲望。这些幼儿自身生理机制的发展为学习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这些心理机制需要

通过学习来促进其发展。从汉字认知特点来讲，汉字的表意性、方块形，正适合于婴幼儿右

半球皮层发育比左侧更快的特点。最适宜于婴幼儿整体模式识别和自然记忆能力极强的认知

特点，其形音义综合的多元性优势不仅适合幼儿学习，更能有效促进幼儿的思维发展。常言

到，“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幼儿期是大脑发展撮快最容易发展的时候，早期教育的目的远

不只是为了“教给”孩子多少知识。而在于促进汉字认知能力的发展，“教会”孩子思维的

方法，为孩子们未来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此外，3—6岁幼儿的语言髓力比3岁前

已有很大发展，也已掌握了大量口头语言词汇，为儿童识字的奠定了基础。综上所述，笔者

认为，3—6岁幼儿接受汉字识字教育既是可行的、科学的，更是重要的、必需的。因此，

我们将首先对3—6岁的幼儿进行“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识字教学实验。

4．2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教学系统的设计

幼儿识字教育是可行的，但也得注意方法的应用。一味强调识字速度和识字量，采用机

械记忆，强行灌输等手段是行不通的，这些不顾儿童个体心理发展规律的识字教学方法，不

仅增加了幼儿的负担，更有碍于儿童的身心发展。幼儿识字教育必须适合儿童认知发展规律

以及汉字认知的特点，才是科学的、有意义的。因此，构建一个科学有效的识字教学系统是

实现幼儿识字教育意义的关键。

4÷li i系统设计因素分析

构建一个科学的幼儿识字教学系统应该着重考虑以下几个主要因素。

首先要考虑的是儿童的思维特点。3—6岁的儿童思维从萌芽到成熟，经历了一系列演

变历程：从思维工具的变化来看，从主要借助于感知和动作，到主要借助于表象，再过渡到

借于概念：从思维方式的变化来看，从直觉行动性思维，到具体形象性思维，再过渡为抽象

逻辑思维：从思维反映的内容来说，从反映事物的外部联系、现象到反映事物的内在联系、

本质，从反映当前事物到反映未来事物。幼儿识字教学系统就应该顺应儿童生理和心理发展

的这种基本规律，创设丰富生动的认知情境，提供直观形象的认知材料(手段)．才能使儿

童既感兴趣，又易学易懂。

其次要考虑的是儿童汉字认知的特点。儿童对汉字的识记是以整字为单元。对字形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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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具有整体模式机制；字义的理解是幼儿认知汉字的关键。幼儿识读汉字多以字形特征激活

大脑中所储存的字义特征信息，字形特征越鲜明，幼儿对该字的记忆也就越牢固；幼儿对汉

字掌握水平与识记效果有密切关系。幼儿汉字识字教学系统也应符合幼儿汉字认知的这些特

点。在选字原则上，应选择在幼儿口语中常用的、与幼儿生活经验有密切联系的、字义浅显

的字；在教学层次上，应采用由独体字到合体字、由具有较强象形性的字到字义较抽象的字、

由简单到复杂的循序渐进的策略。

再次要考虑的是汉字构形及其发展的规律。汉字构形由象形到抽象经历了漫长的演进历

程，其象形程度不断降低，许多今汉字不再象汉字创始之初那样用直观的物象来反映词义，

这种构形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识字教学难度。所幸的是，汉字构形具有历史抟承性，汉

字形体由古到令的发展是相互联系、一脉相承的。因此，我们设想以原始图画为源头，选择

甲骨文、金文、篆书作为古文字阶段的代表，选择隶书、楷书作为今汉字的代表，对汉字字

形进行追根溯源，再现汉字构成时的原始生态以及汉字的发展脉络，通过早期字形的图示性

将汉字形义关系显现出来，实现识记汉字的目的。这种将汉字构形发展由象形到抽象的重现，

也恰好适合幼儿思维由形象到抽象的发展规律。

最后要考虑的是汉字认知的特点。汉字作为形音义统一的表意文字，其字形、字义、字

音都可以作为特征信息而被加工识别，三者之间若产生联系，则识记效果会更好。同时．语

境因素也会对汉字的识别效果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提供多元的刺激，创造丰富的语境，才

能有效促进汉字三元素的激活，提高识字效果和速度。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的相互关系，幼儿识字教学系统应该具备的主要功能包括：提供直观

形象、生动有趣的认知材料；跨越时空．动态再现汉字构成之初的原始生态；提供多元的刺

激，创造真实丰富的语境；挖掘汉字多元文化，促进儿童多元智能的发展。

那么，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和方法来实现上述功能呢?

美国视听教育家戴尔(EdgarDale)在其专著《视听教学法》中提出了“经验之塔”的

理论。他认为人的经验有的是以直接方式得来得，有的是由间接方式得来的。戴尔将各种经

验分为三大类十个阶层：其一是做的经验(包含有目的的直接的经验、设计的经验和参与演

戏)；其二是观察的经验(包含观察示范、野外旅行、参观展览、电影与电视以及广播、录

音、照片、幻灯等)；其三是抽象的经验(包含视觉符号和言语符号)。按戴尔的观点，人类

获得经验或知识(也即是获取事物的信息，而成为自身的经验)有三种方式：第一方式是通

过亲身对事物的接触与实践去获取事物的信息：第二方式是通过观察事物和载有事物信息的

媒体去间接获取事物的信息；第三方式是通过抽象符号的媒体去获取事物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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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汉字字源的原生语境而言，因年代久远，人们不可能重返远古，也就不可能通过

直接经验的方式去亲身体验先民造字之初的多元原始信息，而只能通过问接经验的方式去感

受，也就是通过载有汉字字源原生语境信息的媒体去间接获取汉字内含的多元信息。加拿大

学者马歇尔·麦克鲁汉(Marshall Mecluhan)在《理解媒体：人体的延伸》一书中阐述了“媒

体是人体的延伸”的观点，他认为，媒体的使用克服了人类感官的局限性，提高了人的感觉

和思维能力；媒体的延伸作用打破了人类感官的平餐，并对人的认知活动产生强制作用。既

然如此，人们就可以通过媒体去戆知周围以外的事物，媒体越多越先进，也就使人们的器官

能延伸至更远、更广的范围去认识事物，甚至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因此，利用媒体技术去

模拟建构和再现汉字字源的原生语境是实现幼儿识字教学系统功能的一种较好的手段和方

法。

那么，什么样的媒体技术能胜任这样的任务呢?媒体是指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从信息

源到受信者之间承载并传递信息的载体或工具。不同的媒体运用了不同的符号去运载信息，

去刺激接受者不同的感官。使其表现的教学功能与特性也各不相同。比如在呈现力特性方面，

幻灯、投影类媒体在呈现事物空间与颜色特征方面有较强的能力。但在时间、运动特征方面

的呈现能力就比较弱，而电影与电视却能够以活动的、彩色的图像和同步的声音去呈现事物

的运动状态与规律，它能全面呈现事物的空间、时间、运动、颜色与声音特征，具有极强的

信息呈现力．但电影与电视却又在交互性和操控性方面存在不足．如此等等。可见，用一种

单一的媒体是不能有效地完成再现汉字字源的原生语境的任务的。

著名心理学家特瑞赤拉(Treicher)早在60年代进行了关于知识保持和记忆持久的实

验，实验结果证明：在同一段时间里，人体各种感官获得的知识量是不等的，它们的比例是，

味觉占1％，触觉占1 5％，嗅觉占3．5％，听觉占11％，视觉占83％。也就是说，人们通

过听觉和视觉获得的信息是他获得所有信息的94％。此外，特瑞赤拉在说明人类的记忆与

感官之间的关系时指出：人们一般可以记住自己阅读到的10％，自己昕到的20％，自己看

到的30％，自己既看到又听到的50％。他的结论，说明了从记忆角度考虑，在学习过程中

同时使用听觉和视觉，能明显地提高学习效率和记忆效果。另有实验还表明：信息的展示如

果是纯视觉的，学习时注意的集中率是83．7％，而信息的展示如果是纯听觉的．注意的集中

率只占54．6％。法国有关视听教育调查的结果表明：同一材料。三天后的记忆率是，纯听记

下的15％、纯看记下的35％、视听结合记下的75％。以上数据证明了得出了与特瑞赤拉同

样的结论：视听结合所接受的信息量和记忆的牢度郝超过单项感官接受的效率。因此，在模

拟建构和再现汉字字源的原生语境时，将多种媒体有机组合运用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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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技术是计算机交互式综合处理多种媒体信息——文本、图形、图像和声音，使多

种信息建立逻辑连接，集成为一个系统并具有交互性的技术。简单地说，多媒体技术就是计

算机综合处理声音、文本、图像等信息的技术。多媒体技术将文字、图像、声音、视频、动

画等多种媒体元素有机地融为一体，具有形象生动、信息多维、交互可控、时空无限、虚拟

构建等优势。在教学方面，多媒体技术也具有如下作用：

．．． 感官整体交互，提高学习效率；

．．． 信息的多维化为思维方式的多维化奠定了基础；

．．． 多媒体信息的非线性组织结构和立体信息空间有利于实现个性化、多层次、创造性

的学习目标：

．．． 多媒体信息的冗余性，有利于消除学习过程中的干扰和符码的多义性：

．．． 多媒体人机界面自然友好、操作简便．有利于激发学习动机，克服人一机心理阻抗；

．．． 多媒体信息量大，传输速度快，质量高，应用范围广；

．．． 多媒体信息提供虚拟现实，使学习者如身临其境。

因此，多媒体技术正是汉字字源语境再现的最有效工具。借助多媒体展现的稚趣的图像、

悦耳的音响、鲜艳的色彩、生动的动画、真实的影像，创设一个身l临其境的交互场景，营造

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可调动儿童眼、耳、脑、手等多种感官参与，激发儿童的兴趣和进

取探索的热情，激活儿童的思维，多媒体技术的这些优势都将有助于实现幼儿识字教学系统

应具备的主要功能。

结合上述分析，笔者设计了以多媒体技术为支撑，以华族文化溯源为中轴的汉字字源语

境再现教学系统。

4．1．2系统设计s开发

建构主义认为学生是自己知识的建构者，是学习者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情境下，借

助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的。在建构主义看来，学

习者总是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情境相联系的，在实际情境下进行学习，可以使学习者用

自己原有认知结构中的有关经验去同化当前学习到的新知识，从而赋予新知识以某种含义。

如果原有知识不能同化新知识，则要引起顺应过程，即对原有的认知结构进行改造和重组。

通过同化和顺应，达成了对新知识意义的建构。“情境”、“协作”、“会话”、“意义建构”是

建构主义提出的学>--j环境中的四大要素，并强调要创设情境使学习者进入情境。认为创设情

境是学习者实现意义建构的必要前提。因此，建构主义提倡情境性教学，使学习者在学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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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形成的对概念丰富的、有着经验背景的理解．从而在面临新的情境时，能够灵活地建构

并用于指导活动的图式。对于应用性很强的汉字，更应该采用情景教学。为儿童提供更多的

语言环境和虚拟的使用环境，将某一汉字的多重意思与具体的使用情景联系起来，形成一定

的使用经验。将所识汉字的记忆放在特别设置的语言环境(字形环境、语用环境、文化环境

等)中进行，使儿童通过生动的环境将新字和已经掌握的字相联系，从而提高对字词的回忆

能力。

遵循情境性教学的原则。我们设计了一个主角人物，创建了一个“真实”有趣的环境“汉

字乐园”。用一个展现字源变化的开篇动画——字源梦境，引领幼儿进入“汉字乐园”情境。

幼儿可以扮演或跟随主角人物，在“汉字乐园”的游玩活动中学习汉字。我们将识字教学环

节包含的识字、故事、歌谣、谜语和游戏等多样化元素，融入在“汉字乐园”的学习屋、游

戏城、智慧宫三个场景中，儿童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选择进入相关部分学习。教学

软件结构设计思路见图4—1。

图4一l“汉字乐园”教学软件结构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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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汉字乐园”教学软件模块分工图

我们为“汉字乐园”教学软件设计了三个功能模块(见图4—2)。

◆识字模块(学习屋)：这是多媒体字源识字教学的核心模块(见图4—3)。在识字

环节中，安排了三个富有教育意义的凡童故事，使幼儿逯过故事融入字源情境，并产生注意、

兴趣、探索等思维活动。然后将所学汉字按由简到繁、由独体到台体的原则放到反映字源语

境的故事情境中，通过动画视频动态展示汉字由古到今(由象形到抽象符号)演进过程，罗

列出原始图画、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和楷书等汉字演变过程中的几个主要阶段，并配

音讲述汉字字源的相关知识。该模块还设计了汉字读音和笔顺演示，通过跟读、书空，帮助

幼儿建立汉字音、形、义三者之间的联系。这是初识字阶段，

图4—3“汉字乐园”识字模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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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中的汉字是根据逻辑被人们一步步抽象、推理出来，每一个变化阶段都是静态的图

片。相应的形体、笔画之间的对应关系没有很明确的表现出来。比如“牛”字经历了以下几

个过程：

早 宇半牛斗
原始图画 甲骨文 金文 篆文 隶书 楷书

利用多媒体技术变静态为动态，搭建形体与笔画的变化关系，使儿童在知道文字本义的

同时，了解其一笔一画的来由。建立起了汉字的形一义联想，而且还使先人的抽象思维发展

过程动态化了。这不仅可以吸引儿童容易分散的注意力，而且可以对儿童的抽象思维产生潜

移默化的影响。同时还将字源知识中包含的中华文化融入其中，不仅让儿童知晓字源知识，

掌握文字本义，而且还潜移默化地培养儿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和认同感。

◆拓展模块(智慧宫)：该模块由组词、猜谜语、看电影三部分组成。该部分为儿童

提供了多样化的汉字使用情景。我们把儿童所识汉字编排进生动有趣的故事、琅琅上口的歌

谣和趣味无穷的猜谜中，内容生动有趣又贴近儿童。不仅可以使孩子们在听故事、猜谜语的

过程中不知不觉的巩固所学汉字．淡化了儿童在头脑中刻意建立音、形、义联系的过程，降

低了认知难度，寓教于乐。还能够让儿童在形成的经验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让其到更广阔

天地去驰骋想象，促进儿童多元智能的发展。如在组词单元中(见图4—4)，我{r'JN举了用

“日”字组成的四个词：“向Et葵”、“日出”、“Et光灯”、“日历”．并对每组词给予解释，还

介绍了关于这些事物的常识。这些词语都与儿童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但又来自与不同领域。

“向日葵”和“El出”来自于大自然，“日光灯”和“El历”来自日常生活。当然，这些词

仅仅只是一个引例，是一粒诱发思维的种子。随后，我们让孩子们发挥想象，自己组词。如

此，既能够让幼儿吸取到更多的关于生活常识、自然科学知识等营养，又能激发孩子们的想

象力、刨造力，从而拓展孩子们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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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汉字乐园”组词单元

◆评测模块(游戏城)：该模块提供了配对、射击、拼图、绘画等丰富多彩的游戏形

式，见表4—1。游戏符合儿童好动、参与欲望强烈的特点，具有挑战性．容易激发起儿童

参与的内部动机。游戏的过程是自主性的，幼儿通过自主选择，口、耳、眼、手并用，兴趣

盎然。幼儿对生字的识记、巩固，是在自我操作下，在不同的形式中，通过不同情境的呈现

“自然”完成的。通过游戏(实质上也是练习)，可以帮助学生把识字和该字相应的事物联

系起来，把识字和生活联系起来，使儿童头脑中建立的音、形、义之间的联系更加巩固。因

此，该模块既是以动手和动脑的结合来检验儿童识字及多元思维经验拓展的效果，也是进一

步促进儿童巩固加强汉字音、形、义之间联系．继而内化之。

此外，在评测模块中还设计了用于记录幼儿识字学习档案的礼物包。每个小朋友都有自

己的用户名(进入汉字乐园的门票)，小朋友在学习过程中会得到各种奖品，如糖果、樱桃

等，这些奖品都会自动存放(记录)在自己的礼物包中，奖品的数量代表了对所学知识掌握

的程度。因此，幼儿、老师或家长可以随时了解学习的情况。

表4一l“汉字乐园”游戏单元列表

游戏 方式 作用

射击游戏(图4—4) 听音选字 促进对汉字读音以及字形的记忆

配对游戏(图4—5) 看图选字 促进字源识字从图到字变化的联想

拼图游戏(图4—6) 看图学词、句 促进对已掌握汉字的相关词句的扩展学习

学习者自由发挥的空地，可以随意写、画自
绘图游戏(图4—7) 自由绘图

己所想的文字或图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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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汉字乐园”射击游戏 图4—5“汉字乐园”配对游戏

图4—6“汉字乐园”拼图游戏 图4—7“汉字乐园”绘图游戏

总之，“汉字乐园”教学软件设计的目的就是以多媒体字源识字教学手段为核心，吸收

其他识字教学法的优点。采用多媒体技术为儿童营造一个生动真实、丰富多彩的字源识字环

境，让儿童在识字过程中锻炼和发展多元智能，并培养儿童对民族文化的兴趣和认同感。多

媒体汉字字源语境再现教学的意义，只有在这三个模块有机构成的整合中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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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实验研究

4．3．i引言

1．实验目的：本实验旨在通过自然实验法为构建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教学体系取

得实验依据。

2．实验假设：预计可以使实验班幼儿识字能力和思维水平有所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

及教学水平明显提高；师生更加了解祖国的语言文字，热爱并尊重祖国的语言文字。

4．3．2实验设计和专法

1．实验对象：本实验选择重庆市北碚区实验幼儿园小班25人、大班25人和西南师范

大学附属幼儿园中班25人作为被试。实验期间，每个实验班都在同年级中确定一个对照班，

以检验实验的效果。实验班与对照班采取随机取样的方法划分。幼儿的年龄、能力水平等基

本一致，实验样本为150人，实验组、对照组各75人。

2．自变量的操纵：《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规定“培养幼儿对生活中常见的简

单标记和文字符号的兴趣；利用图书、绘画和其他多种方式，引发幼儿对书籍、阅读和书写

的兴趣，培养前阅读和前书写技能”。根据目前幼儿园在教育实践中已经进行了简单识字教

学这一实际情况，在实验中要求教师采用新的教学方法．即多媒体字源识字教学。实验班在

识字教学时使用了研究者事先开发好的多媒体教学软件——“汉字乐园”。本教学软件由“学

习屋”、“智慧富”、“游戏城”三部分构成．各部分内容构成参见“系统设计与开发”章节。

实验旨在研究以下内容：(1)验证多媒体字源识字教学运用的合理性与有效性；(2)探索多

媒体字源识字的基本模式：(3)检验多媒体字源识字教学对幼儿思维能力形成的影响作用；

(4)检验多媒体字源识字教学对教师专业素质提高的影响作用。对照班不采用“汉字字源

多媒体再现”识字方法，而采用静态文本学习法，即使用《快乐阅读园》教材，由教师对幼

儿讲故事，伴随故事内容适时出示汉字卡片，让幼儿认读，除集中教学活动之外．幼儿可以

在分散活动时间，在图书角自主阅读《快乐阅读园》教材和生字卡片，再认学过的汉字。教

师利用《快乐阅读园》教材，在一学期内可以帮助幼儿认识40—60个汉字。

3．无关变量的控制：(1)每周集中教学活动时间相同(其中小班每周一次，中、大班

每周二次)：(2)教学内容一样；(3)实验班和对照班教师的整体水平基本一致。(其中，实

验班教师大专学历2人、本科学历1人，教龄在5年以下1人．5年以上2人。幼教高级职

称1人．初级职称2人：对照班教师大专学历1人、本科2人。教龄5年以下1人，5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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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2人，幼教高级职称2人，初级职称1人)。

4．实验时间：2004年9月一2005年1月

5．观察测量的方法和指标：

用自编的检测工具对实验班和对照班的幼儿进行测试．为了测试识字教学的效果和质量

以及儿童思维的变化，我们设计了五个测试项目(测试项目卡参见附录一)。其中“认读汉

字”项目用于测试幼儿记忆的时效性和再认正确率：“接着说”项目用于测试幼儿对字音、

形、义的理解力及想象力；“连线”项目用于钡I试幼儿思维能力(如推理能力、图与文字符

号联系能力)的变化：“猜猜认认”项目用于测试幼儿对文字符号的兴趣以及能否根据象形

的方式识字；“读一读”项目用于测试幼儿的迁移能力。在测试进行时，老师除了说出指示

语以外，不给予被试任何提示性、奖励性或责备性言语，只负责记录被试对测试项目的反应。

根据记录的数据对幼儿的反应进行统计。并对实验班与对照班的各项检测成绩进行卡方检验

检验，以比较实验班与对照班幼儿的语言及思维发展水平。

4i 373实验数据统计

我们对五个项目的测试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以下结果：

1．“认读汉字。项目

“认读汉字”项目测试方式是测试者将幼儿学习过的45个汉字罗列于一章之上，呈现

于幼儿面前．让幼儿认读。其测试结果见表4—2。

表4—2“认读汉字”项目测试数据

圣避 0个 l一9个 10一19个 20-29个 30-39个 4卜45个 最多

小
实验班 3 12％ 8 32％ 28％ 7 28％ 29

班
对比班 15 6。％ 5 20％ 5 20％ 0 O O ll

中
实验班 2 8％ 2 8，‘ “ 44％ 5 20％ 5 20％ 45

班
对比班 B 32％ 10 40％ 4 16％ 2 8％ 0 ％ 1 4％ 4l

大
实验班 0 3 12％ 4％ 5 20“ 4 16％ 12 48％ 45

斑
对比班 3 12％ 3 12％ 5 20％ 10 40M 12％ 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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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认读汉字”项目测试数据柱状图——小班对比

图4—9“认读汉字”项目测试数据柱状图——中班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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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一10“认读汉字”项目测试数据柱状图——大班对比

从表4—2中看出：经过一学期的学习，运用多媒体汉字字源语境学习的实验班幼儿与

利用图文并茂的静态文本学习的幼儿相比．在记忆的再认正确率方面的表现前者强于后者。

实验组小班(3—3．7岁)幼儿再认汉字数量最多的29个，不能再认的有3人占总人数的12％；

对照班能再认字数最多的11个字，有15入不会认，占全班人数的60％。实验组中班(3．5

岁一4．2岁)幼儿有5人能认40个以上的字。占全班人数的20％．其中有2人能全部(45

个)再认，没有一人不会再认；对照班只有1人再认41个字，8人一个字都不会．占全班

人数的32％。实验组大班(4岁一4．9岁)幼儿有12人再认40个以上的字，占全班人数的

48％，其中8人能再认全部(45个)，没有一人不会再认：对照班有1人再认43个字，占

全班人数的4％，3人一个字都不会再认。按再认正确一个赋值一分进行转换，得到小班实

验组和对照组幼儿的再认分值，经t检验发现，t--4．28，差异达到O．001的显著水平(检验

结果参见表4—7)。

2．“接着说”项目

“接着说”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在小班、中班、大班的幼儿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后，了

解幼儿对字的理解能力、运用字的能力以及幼儿扩散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情况。其测试的方

式是在对照班幼儿和实验班幼儿没有专门学习过组词、造句的条件下．用幼儿学习过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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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羊”、“田”、“木”五个字组词、造句。其测试结果见表4—3。

表4—3“接着说”项目测试数据

逑 组 词(个) 造句(句)

不会 1--2 H 5个以上 不会 短语 完整句

实验班 12 1l 2 0 23 2 0

小班

对比班 23 2 0 0 24 l O

实验班 8 14 3 0 22 1 2

中班

对比班 24 l 0 0 25 0 0

实验班 7 7 8 3 9 l 15

大班
对比班 15 5 4 l 22 2 1

图4一ll“接着说”项目测试数据柱状图——小班对比

(1)小班数据分析

组词方面：从表4—3中可以看到，实验班有50％的幼儿会组词，对照班幼儿绝大多数

不会组词，不会组词的幼儿实验班有12人，对照班有23人，相差率接近50％；能组l—2

个词的幼儿实验班有11人，对照班有2人，实验班比对照班多9人，其中用“人”组2个

词有7人，用“山”、“人”组3个词的有2人．但主要用形容词组词．如“人”字的组词为：

大人、小人、离人、矮人；能组3—4个词的幼儿实验班有2人．对照班没有；两个班都没

有幼儿能组5个以上的词。此外，部分幼儿能认字，但不知道组词是什么意思。以上数据差

异表明实验班幼儿能较好掌握单个字的意思．说明多媒体汉字字源教学对幼儿牢固掌握汉字

的音、形、义有根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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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词造句方面：实验班和对照班绝大多数幼儿不会造句，其原因是不知道造句是什么意

思。

小结：将组词正确一个赋值一分，造句正确一个赋值一分，进行分数转换，得到小班儿

童“接着说”项目的总分数，对实验班和对照班进行统计检验．t=-3．27．p<．0l，差异达到显

著水平(见表4—7)。说明实验小班幼儿对词的理解和想象的能力比对照班强。

(2)中班数据分析

组词方面：实验班幼儿对字的意思掌握牢固。大多数幼儿都会组词，有的幼儿组词时还

解释字的意思，如“木头的木，树木的术．山峰的山”等，对照班幼儿只有少数能组词。从

表4—3可以看出不会组词的幼儿实验班有8人。对照班有24人，相差16人；能组1—2

个词的幼儿实验班有14人，对照班有1人，相差13人；能组3—4个词的幼儿实验班有3

人，对照班没有；两个班都没有幼儿能组5个以上的词。另外，从测查结果看，中班幼儿组

词内容主要涉及是人名、地点、动物等，尤其是与自己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的，特别是生活中

出现频率高的词，如有两人用班上同学“王可人”小朋友的名字组词。

造句方面：只有极少数幼儿会造句。能造完整句的幼儿实验班只有2人，说短句(高高

的山)有1人，对照班没有一人会造句。其原因是绝大多数幼儿不知道造句是什么意思。

小结：进行分数的赋值转换后，经t检验发现．t=-7．88，差异达到O．001的极显著水平

(见表4—7)，说明实验中班幼儿的对词的理解能力和想象能力比对照班好。

图4--12“接着说”项目测试数据柱状图——中班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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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接着说”项目测试数据柱状图——大班对比

(3)大班数据分析

组词方面：大班幼儿对字词的理解比中班幼儿有较大的提高。从表4—3中看出，不会

组词的幼儿实验班有7人，对照班有15人，相差50％左右；能组l-2个词的幼儿实验班

有7入。对照班有5入，相差2入：能组3—4个词的幼儿实验班有8人，对照班有4人．

相差50％；能组5个以上词的幼儿实验班有3人，对照班有1人。

造句方面：大班有的幼儿知道造句的意思，特别是实验班幼儿。从测试结果说明：不会

造句的幼儿实验班有9人，对照班有22人；能造完整句的幼儿实验班有15人，对照班仅1

人。其原因是实验班幼儿学习的“汉字乐园”的游戏屋部分有对所学字的拓展知识介绍，幼

儿在潜移默化中感悟了甸的意思。

小结：用同样方法进行赋值转换后，经t检验发现，t=5．45，差异达到O．001的极显著

水平(见表4—7)。此外实验班与对照班幼儿在此项测试中还表现出不同特点。

①实验班幼儿对组词、造句呈现以下特点：

◆幼儿理解能力较强，对所学的词义理解好，并能根据自己的理解组词，最多能说7

个词，最少说3个。

◆幼儿想象能力较好，表现为所组词涉及内容广泛，主要有人名、地名、动物等．如

绵羊、山羊、缙云山等．多数组词内容与幼儿生活经验紧密相联。

◆组词中幼儿出现频率最多是名词、形容词，如大山、高山、矮山、大人、自人、黑

人等。

◆幼儿的扩散思维能力较强．表现在幼儿造句涉及内密广泛。有环保。玩要，劳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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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强的幼儿能灵活应用所学字造句，如，“我是人才”、“这是一棵枯木”、“家家

幸福，人人平安”等，表现弱的幼儿能复述所学故事的句子，如“农民伯伯在田里

播种”。

②对照班幼儿对组词、造句呈现以下特点：

◆幼儿的思维较狭隘，组词涉及的内容主要是生活中反复出现而且亲历的事情，比如，

用“田”字组词时，有3人用同学“田文豪”的名字组词；用“人”组词时。“人

民”、“中国人民”、“外国人”等词出现频率较高；用“山”组词时，“红塔山”、“缙

云山”、“鸡公山”(笔者注：此为北碚一地名)等地名出现次数多。

◆幼儿对字形和词义理解掌握较弱，组词时出现错误。如“田蜜”、“赡羊”等。

◆幼儿的理解能力和迁移能力较差，表现为造句内容局限，如用“羊”造句多数幼儿

只能复述故事中的“山羊在吃草”。

3．。连线”项目

“连线”项目主要测试幼儿对文字符号的敏感性。其测试的方式是测试者将画有图、写

有文字的测试工具呈现于幼儿面前，让幼儿认读。其测试结果见表4—4。

表4～4“连线”项目测试数据

人＼目
j—i_3

爪 鱼 日 休 目 森

小
实验班 1l 9 15 8 8 13

班
对比班 0 2 l 0 0 0

中
实验班 25 22 23 12 14 19

班
对比班 0 l l 0 0 0

大
实验班 18 19 18 16 19 19

班
对比班 l 17 10 2 2 4

从表4—4和图4一14中可以看出，实验班幼儿能有效掌握所学汉字的字形、字义，能

将字(次生符号)与相应的表示字义的图片(原生物)连线．而对比班的幼儿在此项目测试



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之教育研究

中的表现远远落后于实验班的幼儿．只有大班在“鱼”和“日”两字的连线成绩上比较接近。

按连对一个赋值一分的方法，经分数赋值转换。进行t检验，小班阍．79，p<．001，中班仁16．68，

p‘．00l，大班#8．40，p‘．001，差异达到显著水平(见表4--7)，说明实验班幼儿的连线成

绩均优于对照班。

图4一14“连线”项目测试数据柱状图

4．。猜猜认认’项目

“猜猜认认”项目主要是测试幼儿对文字符号的兴趣以及能否根据象形的方式识字。测

试方法是向幼儿出示6个象形文字(甲骨文)，让幼儿判断其是画还是字，根据幼儿的回答，

再继续让幼儿猜一猜是什么字或画的什么。其测试结果见表4—5。

从表4—5中可以看出，实验班的幼儿对文字符号很敏感。当测试工具呈现给被试时，

小班有18人认识甲骨文，占全班人数的72％，而对照班100％的幼儿认为是画。实验班中

班有20人认为是甲骨文．占全班人数的80％，对照班有2人认为是字。占全班人数的8％；

实验班大班有22人认为是字，占全班人数的88％。对照班只有1人认为是字．占全班人数

的4％。

按认对一个赋值一分的方法进行分数赋值转换．经t检验．小班戡．56，p<．05，中班t=6．

94．p<．001，大班t---6．66，p<．OOl，差异达到显著水平(见表4--7)．说明实验班幼儿的“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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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认认”成绩均优于对照班。

由此看出实验班的幼儿对文字符号有较深刻映像，并且幼儿能将“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

再现”的识字方法迁移到新字的识记任务中，分析新遇见的甲骨文字的意思。因而，认识甲

骨文时正确率也较高。

表4—5“猜猜认认”项目测试数据

赵 圊 字 乌 雨 门 水 井 牛

小 实 7 18 15 60％ 5 20％ 6 24％ 5 20'E l 4％ 13 52％

班 对 25 0 10 40％ 12 艚％ l 4％ 4 ％ 0 2 删

由 实 5 20 18 72％ 19 76％ 15 60％ 10 40％ 3 12％ 21 8{％

班 对 23 2 5 20％ 4 16％ 5 20％ 4 14％ 0 l d％

大 实 3 22 21 84，‘ 14 56％ 20 帅％ 16 6d“ 9 3锚 23 9鹩

班
对 24 l 12 48％ 15 60％ 5 20％ 7 2日％ l 4* 3 12％

图4一15“猜猜认认”项目测试数据柱状图

5．。读一读。项目

“读一读”测试的方式是测试者提供一份简短的故事给幼儿，让幼儿自由读，如果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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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全文，则提示幼儿读一段或询问幼儿认识哪些字。其测试结果见表4--6。

按会读全文得lO分、会读一段得8分、会读一句得5分、会读单字得2分的方法进行

分数赋值转换，经t检验，小班仁2．01．p‘．05，中班仁5．42，p<．001，大班忙5．30，p‘．001，

差异达到显著水平(见表4—7)，说明实验班幼儿的“读一读”成绩均优于对照班。即大、

中、小实验班幼儿的阅读能力均比对照班强。但总的来说，整体上幼儿阅读篇章的能力都不

强。但实验班幼儿在测试中仍表现出两个特点。其一。实验大班幼儿更敢于朗读，遇到不认

识的字会大胆猜测：其二，实验班幼儿更能牢固掌握在“汉字乐园”教学软件中所学的字，

并能迁移到文章中。

表4—6“读一读”项目测试数据

戏 完整读全文 读一段 读一句 个别字 不会

小 实 l 0 2 16 6

班 对 0 0 2 5 18

出 实 1 4 8 12 0

班 对 0 0 11 6 8

大 实 2 13 5 5 0

班 对 1 l 2 16 5

图4--16“读一读”项目测试数据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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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实验班和对照班幼儿在不同测验任务上的显著性检验

实验班 对照班

测量任务

Mean(St) Mean(St)

小班

认读汉字 13．48(10．03) 3．72(5．46)4．28 ．00l}+}

接着说 1，76(2，54)0．08(O．40) 3．27 ．002**

连线 3．12(I．64)0．16(0．37)8．79 ．00l}+}

猜猜认认 2．28(I，62) i．12(I．59) 2．56 ．014．

读一读 2．17(2．i0) i．12(1．51) 2．01 ．050*

中班

认读汉字

接着说

连线

猜猜认认

读一读

大班

认读汉字

接着说

连线

猜猜认认

读一读

27．56(9．78)

5．08(2．60)

4，52(1．19)

3．76(1．64)

4．24(2．54)

33．56(12．82)

16．28(8．77)

5．36(I，41)

5．36(1．66)

6．28(Z．79)

6．56(9．90)

0．60(1．15)

0．20(0．50)

0．92(1．22)

1．04(1．51)

19．40(11．47)

5．24(5．06)

1．72(i．65)

2．08(i．82)

2．40(2．36)

7．55

7．88

16．68

6．94

5．42

4．12

5．45

8．40

6．66

5．30

001}}{

001+牛幸

00l轴I木

001扣抖

00l奉扣-

001翱琳

00l丰牛章

00I}}}

001术木}

001幸轴#

注： ’表示p‘．05；‘+表示p<Ol；¨·表示p<．00 1

6．不同识字任务的比较及多元方差分析

以上分析从横向考察了实验班和对照班幼儿在不同识字任务上的差异，那么从小、中、

大班不同年龄段的纵向比较来看，实验的影响又如何呢?即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学习方式在

对小、中、大班幼儿的不同发展速度上有无差异?由此进行了组(实验与对照)与班(小、

中、大)的2X 3的多元方差分析，得到以下结果。

组的主效应分析，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在认读、接着说、连线、猜猜认认、读一读各项

识字任务上的F值分别为81．70、62．50、319．99、88．35、56．92，P值均小于．00 1，差异均达

到的极显著水平。

班的主效应分析：小班、中班、大班之间在认读、接着说、连线、猜猜认认、读一读各

项识字任务上的F值分别为37．57、68．“、31．14、19．96、19．20，P值均小于．001。达到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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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水平。

表4—8： 小班、中班、大班与实验组、对照组的3X2交互作用描述统计

组和班之间的交互作用分析：各项识字任务的交互作用均达到显著水平，各组的描述统

计如表4—8所示，其中认读F(2，143)_3．65，p=．029；接着说F(2，143)=14．49，P

=．001；连线F(2，143)=4．21．P=．0t7：猜猜认认F(2，143)=5．49，p=，005：读一

读F(2，143)=5．62，p=．004。又根据交互作用图(如图4—17)的直观分析，实验班幼

儿在各项任务上的发展趋势比对照班幼儿更好，发展曲线更陡直，上升更快。尤其是任务“猜

猜认认”和“读一读”，实验班幼儿的发展曲线基本呈直线上升，而对照班相对比较平缓。

说明除了年龄的自然增长囡索外，字源语境的多媒体呈现方式与图文并茂的静态学习方式相

比，前者确实加速了幼儿识字任务成绩的提高。

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表4—9)发现．实验效应在不同班(年龄段)和不同任务问

是不同的。如在“认读”和“连线”方面，低段(小班到中班)的发展速度比高段(中班到

大班)快；在“接着说”和“猜认”方面，高段(中班到大班)的发展速度比低段(小班到

中班)快；在“读一读”方面低段和高段的发展速度没有显著差异。对照班出现了“认读”、

“接着说”、“连线”三项任务高段发展比低段发展快，说明在中班到大班段的发展中，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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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茂的静态学习相对低段而言仍有其优势。但从交互作用图(图4—17)的直观显示看，总

成绩远远低于字源语境的多媒体学习方式。以上分析说明在低年龄段使用字源语境多媒体再

现学习方式更具优势。

表4--9"小、中、大班幼儿在不同识字任务上发展趋势的简单效应比较

洼：’表示差异达到．05显著水平，¨表示差异达到．们显著水平

4．3．4实验结果

从上述实验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识字教学是可行性，有效

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增强了幼儿认识汉字符号的必趣。

通过一段时间的实验，有的幼儿看见生活环境中的文字会好奇地认猜读，遇到不认识的

汉字会主动积极追问成人。而且常问老师“我m⋯n时候再学习‘汉字乐园’呀”。家长也

反馈说自己的孩子对生活中的汉字比以往更有兴趣，如街上广告牌上的字(参见附录二)等。

通过生动活泼的多媒体字源教学，自然而然地实现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提出

的“培养幼儿对生活中常见的简单标记和文字符号的兴趣；引发幼儿对书籍、阅读和书写的

兴趣，培养前阅读和前书写技能”的要求。

其二，提高了识字效率和质量。

通过对汉字字源语境的多媒体再现。让幼儿能将汉字的形、音、义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

这种汉字识记是建立在知道字形缘由、理解字义的基础之上完成的，而不是机械式的死记硬

背．因此，幼儿对所识记的生字有较深刻印象，记忆更为巩固，在主要用于测试幼JL记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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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性和再认正确率的“认读汉字”项目中。运用多媒体汉字字源语境学习的实验班幼儿明

显强于利用图文并茂的静态文本学习的对照班幼儿，说明“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识字

教学有效地提高了识字效率和质量(尤其是后者)。

其三。发展了幼儿的观察能力、理解能力、联想能力、想象能力和迁移能力。

从“接着说”和“连线”项目的实验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实验班幼儿的对词的理解能力

和想象能力比对照班好，所组词涉及的领域也相对较广。这说明“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

现”教学更能激起儿童观察的兴趣，幼儿的观察、理解、联想和想象等能力得到了发展。从

“读一读”项目的实验效果来看，幼儿能够将单独识记的字在阅读环境中再认出来，说明其

迁移能力也有进步。

其四，促进了教师专业素质和人文素养的提高。

为了理解、适应并运用新的识字教学方法。老师们不仅要学会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

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先理解教学内容中每一个汉字的构形原理及其蕴藏的文化内涵。因此．

伴随着实验的进程．在老师们的专业素质提高的同时，其人文素养也得到了提升。朝阳幼儿

园小班的董琴老师就感慨地说：“在运用‘汉字乐园’儿童识字软件的过程中。⋯⋯让我了

解了中国汉字形体的演变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等几个阶段。认识到汉字

本身蕴藏着丰富的营养。充分领略了中国汉字的魅力所在”。西南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中班

的戴锕老师也认为新的教学体系“让我更加喜欢中国的语言文字，进一步加深对民族文化的

认识，产生民族自豪感。使用“汉字乐园”教学时．我不仅从汉字字形的变化看到了中国民

族文化的发展轨迹．更从逐步变化的字体形态上欣赏到了汉字的美。”以往的教学改革(或

是教师培训)，看重的都是老师们专业素质的提高，忽视了专业素质与人文素养统一的综合

素质的提高。而“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识字教学体系发掘的汉字多元文化，不仅滋养

了儿童的成长，同时也促进了老师综合素养的提升。

最后，笔者想对教学效果的评价做一点补充说明。对于任何一个识字教学方法的教学评

价不能只以“识字量和识字率”为标准，概括地讲，其检测与评价应涉及四个层次的内容：

(1)识字教学效果本身涉及的内容(包括认读、识词、书写等方面)；(2)识字的应用层次

效能(包括说话、阅读、作文等方面)；(3)识字的发展层次效能(包括注意、想象、思维

等方面)：(4)识字的情感层次效能(包括情趣、热爱、陶冶情操等方面)。因此，对于“汉

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识字教学体系的评价．在短期内，我们的检测和评价只能涉及第一、

二层次，即通过识字速度和数量的测试结果来了解用多媒体字源识字法进行教学后的效果。

也许与其他的识字法撵帑显著差别或优势。但是浚体系的目的更寥的是指向第互、四层，即

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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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媒体触发、文化溯源”的方式来训练儿童的思维能力，培养他们对识字、对学习、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进而培养儿童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发挥出识字的应用层次效能和

情感层次效能。这是一个远程效应，我们将采用对被试追踪调查的方式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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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之意义

实验的结果初步证明“文化溯源、多媒体触发”的建构思路是可行的，汉字字源多媒体

再现教学体系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而这种意义应该不仅仅只是体现在幼儿识字教学中，

它还会延伸到教育乃至社会更广阔的领域。

5．1多元文化与多向发展

在构思“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系统过程中，笔者原本想将古人曾用的识字读本，

如“三字经”、“千字文”或是“百家姓”等作为识字教学的内容，后因种种原因而暂对放弃

了。但是，“三字经”里的一番话却让笔者思考良多。“三字经”开篇有“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之说，笔者理解为：人在刚刚生下来的时候．本性都是善良的相接近的．

只是由于成长过程中，后天的成长环境不一样，习惯、习性的好与坏也就相差得很远。这寥

寥十二个字．促使笔者思考这样的问题：人之初的本性是什么?什么样的环境能促进其本性

的养成?

张诗亚先生主编过一套学前丛书，丛书命为《小生灵》，共七册，分别由赤、橙、黄、

绿、青、蓝、紫七种色彩构成。关于书名的涵义。张先生阐述到：“取名‘小生灵’并非为

了标新立异。就想区别于惯用的‘孩子’与‘成人’的称谓。以往的‘孩子’与‘成人’让

人想到的是人的发展阶段的区别，‘孩子’不是‘成人7，因而。不能当成人对待。也许，这

只是潜在的、暗含的意思。但一用这样的称谓，就容易让人在不经意中把孩子看着‘不是成

人’。而用‘小生灵’就能既区别大人和孩子在人的发展阶段方面的不同，又能强调两者在

人的发展方面的共性：无论‘孩子’‘成人’都是有灵性的生命．也就是说，在发展生命的

灵性方面没有什么质的不同。”关于色彩的用意，张先生认为：“除了要适皮小生灵们的认知

特点外，更重要的还在于要以这些基本色彩来代表人素质发展的基本方面。如红色的鹦鹉代

表小生灵的听、说、读、写等认识万物、表达自己、理解他人有关的认知要素；青色的海豚

代表人素质中的从数量上认识世界、发现因果联系、善于推理判断等方面能力；紫色的蝴蝶

代表对声音、继而乐音、对韵律、继而舞蹈等方面的发展：等等。总之，七种色彩代表了小

生灵素质发展的七种要索。就象七种色彩能构成天地万物的多采。人索质的基本要素能养成

人生以及人所成就的丰富。以人为本的发展人索质中的基本要素。而非着力于人素质之外的

东西，这便是这套书要以七种色彩来构成的主要考虑”。

笔者赞同张先生的观点．<原道’日：“⋯⋯仰观址曜，俯察禽章，离卓定位．故两仪既

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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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一个“灵”。～个“秀”．

是人的最大特点，即所以与万品区分的唯一标准。因此，人的本性应该是有灵性的。这种灵

性是人之初与生俱来的。人的素质的构成要素是多方面的。与此相应，人的发展是多向性的，

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教育的终极关怀便是要促进人的素质的提升，以人为本的教育便是要

促进人的多向性发展。

那么，我们有没有为大、小生灵们的多向性发展准备好其养成的环境呢?答案是肯定的。

那就是素质教育．它就是为关注一些具有永恒意义的要素而设计的“养成环境”。可是，我

们精心设计的、大力提倡的素质教育在应试教育面前，却显得如此苍白。

为了实现最终跃迁的高考目标，应试教育呈现出一派“蓬勃生机”的景象。如为各级各

类考试所做考试辅导、押题高手的演讲、节假日补课、生源大战、费尽心机的收费名目、考

生的考试状元奖、教师的中考和高考成绩奖等等；还有许多问题似乎都只是围绕着应试教育

而应运而生的，如教学效率问题、教育技术问题、教师质量问题、家庭教育问题等等，凡此

种种，好不“热闹”。

素质教育在应试教育的对抗中节节败退，其根源何在。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沉醉与

科学与技术所创造的辉煌，对个体“生灵”的发展视而不见，致使教育深陷工具理性主义的

泥沼。教育像工业一样只生成一种单一的产品，考试的指挥棒选择的就只是单向度的人。而

为了这个考试，整个的“生灵”都消耗在无边的题海中和无休止的补习中，适合这种生存方

式的“生灵”得以茁壮成长，而擅长别种技能的“生灵”也不得不牺牲个人所长。被迫就范。

“生灵”的扭曲和“生灵”资源的极大浪费，这一切与“理想的教育”相去太远了。

人类生活在一个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交错的环境中，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复合型的生态环

境。如何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人的天性与自然天性如何和谐，这是教育必须面对的问

题。

张祥平在《易与人类思维》一书中论述了文化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他认为，从文化上来

看．现代社会中的正常人，绝不只是“人生百年”之中的那么一个造物，而是漫长的人类文

化史的一个缩影。现代儿童的生长过程是人类特有精神发展或发育的原始模式的重演。他分

析到，“目前的教育系统过于注重‘经济效益’，分科过早，使得理工农医等科学生常常难以

‘重演’贤哲们的探索，从而被剥夺了深入理解社会和人生的机会，造成‘有些在科技上很

有成就的人．在人生中却很幼稚，并且不能承担组织性的工作，其原因就是他们忽视了理智

指令’。‘那种把工程师看作只为他人解决难题的技术雇佣者的偏见’，无异于认为人类社会

中应该存在‘工蜂’式的脑力劳动者。然而，人类社会不可能像蜂蚁社会那样存在，人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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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需要更深厚的文化上的内在凝聚力”。1“即使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文科生和理科生的

只是结构也常各有缺失。由于目前的教育系统过于注重于经济效益．大多数文科生知识结构

的剖面中，‘头部’或科学素养相当有限，因比例失调而成为‘小头大身’，某些学生只能说

是‘无头剖面’，既无考证辨伪的训练，又无简单统计知识，也不理解‘质点’只是一个假

设，而‘耗散结构’与‘混沌现象’却真实地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反之，大多数理工科学生。

则是‘腰部’或理智训练太少．犹如‘细腰蜂’的剖面，有些工科生甚至是‘头部有伤的细

腰蜂’——他们只理解与工程技术操作相关较密的那部分‘数理化生’，只重视短期效益，

不关心复杂系统”。2因此，从教育系统的“人生效益”和“社会效益”来看．现代人应该

接受“完整教育”，即应该“重演”人类精神财富生发成型的全部历程——“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书·大学》)

回头再来看看识字教育的景况。长久以来，受学校教育整体价值取向的影响，识字教育

重视知识的传递甚于多种能力和潜力的开发和培养的，识字教育重视理性的训练和确立性的

建构而忽略生命活力的开发和培育t受学科分类教育体制的影响，给儿童的教育缺乏“整体

性”，各门课之间互不相干。语文教学几乎等同于识字、阅读加作文等专项教学，其后果是

割裂了知识的整体性和多元性。这种“井水不犯河水”的现象，不过是知识分割的反映罢了。

以传输知识为中轴的教育．只能借助由各门学科专家所简单化、系统化的知识为教材，进行

教学。这就必然导致儿童的学习围着考试转动。而考试能检验的只是思维的外化形态一知
识。这样，学习对于儿童便成了外加了而非内发的。知识便被当作一种对今后有用的苦药。

然而，这就象病人尽管知道牙医的牙钻是治病的必须，但却完全有理由不喜欢它一样。而学

校为了学生“好”，为什么非办成把儿童“善意监禁”起来的场所呢?这种教育是根本违反

人的天性的。3这样一种被工具理性主义所主宰的单一的生态环境，阻碍了“生灵”们“灵”

与“秀”的“天然的”多向性发展。

该如何来恢复“生灵”们“灵”与“秀”呢?张诗亚先生认为应从儿童的本性出发。张

先生进一步阐述到：“信息可被传递。理论可以灌输，情感可以分享。而意义只能被发现。

而且，意义不可能给予，只能自己去发现为自己的意义。这种发现。恰好就在儿童自己的生

活经验中。因为意义来自于对部分与整体、手段与目的等的相互关系的认识，那么，通过儿

t张祥平．‘易》与人类思维．重庆出版杜．2004年5月第二版：第352页

2张样平．‘易》与人类思维．重庆出版杜，2004年5月第二版：第356页

，张诗亚．从“儿童哲学”到。小生灵。——。只有出自内心才能进入内心”．中胃教育报，2002年4月17
日t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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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生活的具体，便可上升到哲学(包括科学)意义上的一般。这样，便从根本上消除了传统

教育总从各门分科的知识出发，给儿童呈现陌生的、破碎的、令人费解的世界的瘤疾。让儿

童从切身体验出发进入到更大的参照框架体系，从而，建立起与人类知识的总体的有机而生

动的联系。并在此同时，把在前种学习中完全被动的、再现式的．因而也是低层次、低效率

的思维。改变为积极的、仓Ⅱ造性的、因而也是高层次、高效率的思维。”1

如此看来，意义应是儿童在生活经验中自己发现的，儿童自身的经验是与其所生活的情

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在充满儿童感兴趣的各种事物中，包含了儿童思维发展的无限可能。识

字教育的关键便是，发掘这些无限可能性，促进“生灵”们的多向性发展。

那么，怎样做到呢?文化是我们人自己创造出的，如卡西尔所说的符号。人是符号的动

物，入创造了符号，而符号系统的有机的构成便是文化。可见，人的教育的核心的是文化。

因此，笔者认为，应先从植入文化基因入手。在“汉字文化的多元性”一节中，笔者已经论

述过，孕生于“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汉字从其诞生之初，就继承了中华民族历史、宗教、

哲理、道德、科学、美术、韵律等多元的文化“遗传基因”，汉字本身蕴藏的多元文化基因

当是构建多元的生态环境、促进儿童多向发展的“有机原料”。

如何发掘汉字的多元文化，促进儿童多向发展昵?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有利的视角。加德纳在1983年出版的‘心智的结构》一书中，把智力定义为“是在某

种社会和文化环境的价值标准下，个体用以解决自己遇到的真正难题或生成及创造出某种产

品所需要的能力。”他认为，一方面，智力不是一种能力而是一组能力：另一方面，智力不

是以整合的方式存在而是以相互独立的方式存在的。他认为每个人与生俱来都在某种程度上

拥有8种以上智力的潜能，即语言智能、数学逻辑智能、空间智能、音乐智能、身体运动智

能、人际关系智能、自我认识智能和自然观察者智能。环境与教育对于能否使这些智力潜能

得到开发和培育有重要作用。

我们能否利用汉字形音义统一又富藏多元文化的特点，去发展儿童的多元智能呢?不用

说，识读汉字对于语言智能的开发应有作用．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使剩下的那些智力潜

能是否也可以通过识字教育得到培育呢?比如。能否利用方块汉字的构形分析与学习促进空

间智能、逻辑智能的培育；能否利用汉字、汉语具备的韵律感、节奏感促进音乐智能的培育：

能否利用汉字的象形性，安排儿童用身体“扮演”汉字或故事角色等活动促进身体运动智能、

人际关系智能的培育；能否利用识字效果的自评或互评活动促进自我认识智能的培育；能否

·张博亚．从“凡耋哲学”到。小生灵“——“只有出自内心才能进入内心”．中国教育报，2002年4月17
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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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多媒体技术呈现的汉字原生语境反映的生活百态、自然情境促进自然观察者的培育等

等。

在设计“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识字软件一“汉字乐园”的过程中，我们有意识
地将汉字文化多元因素与多元智能相对应．并设计了相应的学习或操作环节。比如，为培养

空间智能而设计的拼图游戏环节等等。虽然如此对应可能有些“牵强”，但是在实际应用过

程中，儿童的空间判别能力真的有所提高。比如。儿童在拼图游戏环节中游玩之初．不知道

该把“小猫”放在哪儿，操作熟练后．他们会很快完成，并说出上下左右的放置位置。再如，

铁蛋小朋友在学习“汉字乐园”期间，自编自画了“字母乐园ABC”(见附录四)，故事共计

614个字，与该小朋友之前的语言表达能力有较明显的进步；从故事的逻辑关系来看。虽然

不够严密．但也是“有章可循”，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其逻辑智力也有所进步。当然，儿童

的多元智力是否完全因为“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教学而进步．哪些智力因此得到了发

展，还需要更进一步的验证。关于识字教学与不同智力类型的认识构建模型之间相互作用的

机制的问题，也将在后续研究中展开。

此外，笔者想做几点补充说明。其一，每一种智力都有多种表现形式，而各种相对独立

的智力又以不同方式和程度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因而，培育儿童的多元智能时，应避免将不

同智能割裂而导致偏面发展。其二，人身上可能还存在着其他智力如：灵感、直觉、幽默感、

烹调能力、创造能力和综合其他各种能力的能力等。随着世界复杂性的增加，人类还会有新

的智力出现，但是，也会有某些智力因为得不到开发或者因为生活环境的变化而消退。信息

技术和电子手段的广泛运用可能还会使人类的很多能力丧失。如果学校教育不能够对人脑的

潜力进行充分的开发，一味地崇尚简单化和单一化，一些新的智力可能刚刚萌芽就会被当作

杂草连根剔除。其三，影响每个人智力的有三种因素：即先天资质、个人成长经历和个人生

存的历史文化背景。三者相互影响。先天起决定作用．但智力发展水平高低取决于后天。其

中，开启经历和关闭经历就是两个重要的变化过程。前者起到开启智慧的作用。后者则起到

扼杀智慧的作用。前者如爱因斯坦的指南针的作用，它激励爱因斯坦产生了探究宇宙奥秘的

欲望，开启了他的数学一逻辑思维型智力的发展．后者则通常与耻辱、内疚、恐惧等消极经

历有关，它会中断一个人某种智力发展的路程，从而使这种智力失去进一步发展完善的机会。

无数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在语言的学习方面屡受挫折而失去信心的学生，可能因为某

种另外的智力发展生境的开辟，而使语言学习的动机重新激活。因此，对所有这些智力来说，

“其中每一项，都应既有与认知活动相关的内容与价值，又有其相对独立的内容与价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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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面的综合．才构成学生生命的整体发展”。’

多元智能理论为我们开启了一条思路。它为构建多元的教育生态环境提供了可操作的策

略，为汉字多元文化基因的植入开启了通道，为“生灵”们由“单面”发展回归“多向”发

展带来了生机。

张祥平认为《易》是一种“精神”。它对于今人的价值不但没有减少．却在某种意义上

增加了——人类越是远离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就越是珍惜它1"f5不仅仅回忆令人炫目的昨天，

而且为了发掘出滋养今天的源泉，还为了那些属于明天的儿童和少年l 6对于同样饱含“精

神”的汉字的赞礼又何尝不应如此，“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正是为了发掘出汉字中蕴

藏的文化的源泉，以滋莽曾经的、现在的、未来的“生灵”们，让“生灵”们从工具理性的

束缚中解脱出来，重构自己的精神家园，完善自己的人格塑造，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

以多元文化促进多向发展是识字教育的应然的回归，从分科走向综合、从单面迈向多元

更是教育的返朴归真。

5．2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是人类生存所利用的手段，而价值理性是人类安身立命的根据，两种理性之间

有手段与目的之关系。科学与人文、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人类精神中相互依赖共生共存的

观念系统，两者之间既有竞争和对抗，也有互补。

远古时代的自然科学发展相对落后于人文科学。人文精神相对发达的历史背景，使教育

也满含“以人为中心，以善为导向，以人性的完整、和谐、全面发展为目的”的人文思想。

随着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重点变成仅在于以强大的科学技术为手段，

来迫使“自然的界限退缩”方面。而且，也因为科学技术的强大，成功地迫使“自然的界限”

大大地“退缩”了。因为这一成功，科技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福祉，人们开始对科技推崇备

至，对人文精神日渐冷落。科学与人文的和谐出现了裂痕。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互补失去

了平衡。这便在事实上改变了教育的观念和人类素质发展的方向。教育的发展观由“以人为

中心”变成了“以物为中心”。教育从此就开始以经济为中轴，既要为经济发展服务．又要

适应经济改革。“这种以经济为中轴的教育观只看到了教育的‘用’，即其可为经济服务的一

面，而没看到教育的‘体’，郎教育的本质在于发展人自身”。“⋯⋯既然教育酌本质是人自

身的发展，那么，人有好多个方面的发展可能。教育便有好多种功用。而其中的任何一种功

5叶谰．“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报告集．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227页

‘张祥平．‘易’与人类思维．蓦庆出版社。2004年5月第二版；第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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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无论其多么重要，它都只是一种功用、都只是教育本质的一种外显形式。如果我们承认。

‘人是万物之灵’的这样一个命题，那么，我们就得承认，人自身的发展——尤其是人的精

神的发展——是无限的。在无限面前，任何了不起的‘用’，都是有限的，都是人的发展的

无限的本质，即教育的一时、有限的外显形式而已。都不能因追求一时的功用而影响，乃至

伤害其根本。因此，其片面性显而易见”。7片面的观念将教育引入了歧途，在以追求短期

功利和眼前利益来满足物欲为目的现代化的喧嚣声中，教育已经深深陷入工具理性主义的重

围。教育在按照现代化的要求使一个人走向专业化的同时失去价值理性。在按照同一规格和

标准掌握分科的确定性知识的同时。不断地生产着简单化和单向度的人，一个个“生灵”本

有可能得到发挥的潜能和创造性品质丧失殆尽。

工具理性滋生的对人性“灵”与“秀”极具杀伤力的毒瘤也蔓延到了以“技术”运用为

支撑的教育技术领域，致使教育技术步入了两大误区。

其一，重技术轻教育，即是指重视以媒体为研究对象的信息技术，而轻视以人的自身的

发展为研究对象的教育科学理论．长期以来，教育技术界存在一种唯媒体技术论的思想。如

同科技的进步滋长了工具理性一样，在教育技术发展进程中，教学媒体的花样翻新、日新月

异以及它们所引起的“巨大”效应，滋长了唯媒体技术论的生长，媒体技术成了教育技术的

代名词．甚至有人凡涉及教育技术言必称计算机．似乎教育技术离开了信息技术便不成其为

教育技术了。诚然，媒体技术在改变教学手段和模式、提高教学效率等方面有积极的作用。

但如果无视学生认知特点以及教学内容的性质，一味地溢用媒体技术，把学生仅看作学习信

息的接受机器，把媒体技术看成无所不能，媒体技术主宰一切，“人灌”加“电灌”。老师成

了媒体技术的附庸，学生也只是媒体技术的奴隶。媒体技术的如此滥用，不利于学生思维发

展和人文精神的养成。须知，教育所面对的毕竟是活生生的人。如果人脑简单得像计算机一

样，仅凭一一的操作程序就可以输入大量的信息而不丢失，那么媒体由于其信息涵盖量大，

操作简便，来参与传授知识，必定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而人的思维是无固定规则的、非线性

的、多维的，人还是整体的，除了理智以外还有感情，它们拭同影响制约着人。用不具备人

的思想与情感、比人思维简单的机器来教育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仅不是进步，反而是

一种落后。教育应是一个关于人自身素质提高、人性日臻完善的过程。无论是老师教学生，

或家长教子女，或社会中的其他筏者教幼者，或受教育者之间的互教互学，在这一过程中的

关键就是人与人的相互作用。而人与人相互作用的本质就是生命与生命的全方位交流。既是

7张诗亚．论教育发展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换．教育评论，200i年第2期：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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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与生命的全方位交流，那么，这一过程就具备了生命的所有特征。其交流就可以是直接

的、即时的，亦可以是问接的、延时的i就可以是理性的、抽象的，亦可以是情感的、形象

的；就可以是既定的、精心的，亦可以是随机的、偶然的：就可以是系统的、组织的，亦可

以是零散的、自发的，诸如此类，等等。而教育技术则只是这一交流更有效实现的工具，是

从属于教育的，是为教育目的的实现服务的．教育是价值，教育技术是实现价值手段。教育

技术不像教育一样．其本身就能体现生命特征，就具有生命价值．它只是在帮助实现生命价

值的过程中间或折射了些许生命特征罢了。因此，教育技术应该从唯媒体技术论(或是工具

理性)中摆脱出来，回到教育的本源。

其二，重硬件轻其它。所谓教育技术就是人类在教育活动中所采用的一切技术手段的总

和。可分为物化形态和智能形态两大类。物化形态的技术指的是凝固和体现在有形物体中的

科学知识，包括从传统的黑板、粉笔等教具到计算机、多媒体、卫星通讯系统等一切可用在

教育中的器件、设施、设备等；智能形态的教育技术指的是以抽象形式表现出来、以功能形

式作用于教育实践的科学知识。如系统方法、群体学习模式、心理暗示、人体生物节律、头

脑风暴法等等。而在我们的一些盲目发展所谓现代教育技术的观念中，其看到的仅是物化形

态部分。并且．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教育技术只见硬件，不见其余的畸形发展。实际上，

哪怕仅就教育技术自身的发展而论，也早已认识到“硬件阶段”的严重弊端，继而，在其经

历的发展中，大大地超越了这一阶段。

这里有必要谈谈在教育技术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过的几个，因关键词而来的发

展阶段：

Hardware Phase，即“硬件阶段”这是教育技术发展初期，其重心在购置硬件设备上：

Software Phase- 即“软件阶段”，这是在。硬件阶段”之后出现的．当硬件具各之后，

要有效地使用之，必须将注意的重心转向相应的软件之上；

Underwere Phase，即“潜件阶段”。当硬件。软件这两者都具备之后．便又产生了一个

如何使之设计、开发、应用等符合教育情境，符合教育以及心理等规律的问题。而这些相关

学科的理论知识、认知规律等看不见、摸不着的“潜件”。

但问题并未到此结束。即便用相关“硬件”、“软件”并遵循教育、心理等学科的规律，

开发fltTi果件，仍然还有个如何让特定的老师、特定的学生结合其具体的实际来选择并整合

这些课件的问题。在严格意义上，只有这样的过程完成了，即结合学习者的实际完成了内化，

学习才真正实现。于是，Integrable were Phase的出现，便是极为自然的应有之义。目前，

Imegrable were尚无贴切的汉译(有将其译为“积转_者，然而，这是典型的乱译，因Integ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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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文有一义与数学中的“积分”有关，而在此的Integrable wem强调的则是“整合为一体”，

即学习者结合其实际的“内化”的过程．如果勉强译。可否为“融件”)。应该看到。这是从

重物开始的教育技术宾正转向其重视人自身的重要进步，是其成为人的教育技术的关键。8

所幸的是，教育技术界已意识到这些发展中的误区，并正努力超着健康的方面发展。

“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识字教学体系的核心理念女r汉字文化溯源，多媒体技术触发”。

很明显。汉字文化的发掘是整个体系的中轴，其目的是为了以文化的多元性滋养人的多向性

发展。也就是说，是为了人自身的发展，是为了促进人的自身价值的提升。而多媒体是达成

这一目标的最“恰当的”、最“有效的”技术，依托多媒体信息多维化、交互可控和媒体集

成等优势的支撑，才能超越时空界限，将历时久远的字源语境生动地再现出来。如此“融技

术于课程”的整合是以人为中心，而非以物为中心，技术只是实现目的之有效手段。因此，

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设计、实施过程中，应强调信息技术要服务于课程，强调信息技术

应用于教育的出发点首先应当是课程，而不是技术，强调应当设法找出信息技术在哪些地方

能增强学习的效果，能使学生完成那些用其它方法难以做到的事。从实验的结果来看，“汉

字字源语境多媒体”识字教学体系应该是有成效的，应该是为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提

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希冀能对教育技术甚至是教育从工具理性的思路回到价值理性的轨道

有所启示。

从工具理性复归到价值理性，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教育技术的永恒的宗旨。

5．3文化复兴与民族认同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卷全球，人类物质生活方面的生产、储运、交易、消费及其与

之伴生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等等，精神发展方面的科学研究、艺术仓0造、思

想生产、文化交流、规则制订、法律规范及其相伴生的行政司法、新闻传媒、社区管理、信

息咨询、文化教育等等都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继而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而且，

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一全球化进程还将愈演愈烈。于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亦随之凸现：一个民

族·一种文化，在这一不可避免的全球化进程中，还要不要保持、继而发展自己的特色昵?

如果要，那么，又该如何在经济上、科学技术上赶上世界急速发展的主流，而在文化上、精

神上保持并发展自己的特色呢?

必须承认·自鸦片战争以来．启蒙、救亡、科学、民族的追求．使许多有识之士迫于国

I张诗亚．析教育技术发展的两个误区．中田高等教育，2001年第22期t第30--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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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赢弱、对专制的腐败之类积弊的深恶痛绝．及其渴望中华迅速崛起的心态驱使。导致了

一种对自己文化基因的简单粗暴的态度。凡谈到过去，一概弃之为传统，一橛弃之为老、旧、

封、落后。无形之中以一种似是而非的虚假的进化论的坐标，把从西方引进的称之为现代，

称之为先进，把中国过去的几十万年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当中许多合理的具有中国特

色的成分当作了包袱、累赘、阻力。“传统”文化被看作是等而下之、落后的象征物。以至

于许多人公然提出了“全盘西化”，提出了现代化就是对“传统的决裂”．甚至一些学者公然

提出取消汉字，走拉丁化、罗马化的道路。在知识界、政治界几乎成为一边倒的声音。这些

观念左右了中国所谓现代化教育体制的建构．不知不觉中，把人文精神、文化基因矮化到了

等而下之的地位。

于是，华人文化便开始了跨越两个世纪的逐步解构：文化，从儒、释、道的一统演化为

各种主义混战、更替的多元：教育，从科举与教化的互补结构嬗变为工业化国家的确立服务

的“子系统”。在此过程中，原本在大一统架构中似乎并非问题的民族认同，便因“礼教”

的式微，华人的走向世界、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的分野、尤其是数字化时代的逼近而凸现。

所幸的是，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探索、迷茫、苦闷、曲折，许多有识之士都已经认识到抛

弃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视现代化为西化的思潮的错误，无论是以“革命”的名义，无论是以

“科学”的名义，无论是以“民族”的名义，无论是以“爱国”的名义，甚至是以“振兴中

华”的名义，其背后都透露出对自己文化基因、对世界的发展需要多样性、需要东西方文化

互补、需要多民族文化基因共存繁荣的问题缺乏深刻认识。

要保持、继而发展自己的文化特色，全球华人要担负起其相应的责任，就应先确立民族

认同重构的自觉。在华夏民族认同的发展过程中．面临外来文化的闯入，无数次起到不可替

代的核心作用的礼教。在完成其从事神到为仁，到独尊，再到科举制，最后到“吃人”的嬗

变过程后。终于在前所未有的现代西方文化的面前，再难担负起民族认同的中轴作用。因此，

接下来便摹回答．为什么，当礼教的民族认同作用日益衰微已达百年之后，华夏民族的认同

感却能继续存在。乃至发展呢?

张诗亚先生认为：“所谓民族认同感是一种群体性的心理特质。之所以能导向民族认同

感持续不断地产生．关键又在于存在着一种持续稳定的生长基质。而lL．这样的生长基质必

须具备三个条件：l、它们与礼教一样，能作用于整个民族。如果说，民族认同感这种心理

特质说到底。是一种群体意识，那么。其产生只能来源于作用于整个民族的东西；2、礼教

存在时，它们也存在，并能与礼教互补，共同作用于华夏民族认同感的产生与发展：3、当

礼教因其自身的嬗变而侣益桎梏人性，而最终被时代抛弃后，它们不仅没因礼教的式微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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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反能在礼教被彻底摧毁后继续稳定地存在，并能把以前由与礼教一超完成的民族认同任

务全盘担负起来。⋯⋯那么，什么样的东西能具备这样三个条件呢?这便是以汉字为物化形

态的民族思维模式和融人文风情与自然风貌为一体的民族文化心理场。”’

张诗亚先生在‘华夏民族认同的教育思考，”一文中，对此问题有非常精妙的论述。以

下便是其主要观点和论述。

所谓以汉字为物化形态的民族思维模式，关键在民族思维模式上。为什么要谈以汉字为

物化形态呢?因为，数千年一以贯之的汉字既是华夏民族特定的思维模式的产物——在这层

意义上可谓其思维模式的物化形态，又是使华夏民族特定的思维模式得以传承、发展的关键

因素。

早在距今7000年以前的河南舞阳贾湖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便发现带有契亥Ⅱ符号的骨

器、石器等等。尽管这些契刻符号在另一些学者看来未必就是“意符文字”。但殷商之际大

量出土的甲骨文，在夏朝便有了源头则是可以想见的。因为，按孔予的说法，“札”的兴起

是自“禹”开始一直传之“汤、文、武、成王、周公”等的。虽然“禹”的确切年代尚考证，

但公认的大约年代则是公元前21世纪。教汉字的起源比孔子所谓的由禹兴起的“礼”至少

是不晚的。而且，自甲骨文以降，汉字数千年来“少有变异”“。其稳定性堪称世所罕见。

不用说．古文字的与礼自古互补契合。且作用于全民族——尽管不识字者自古甚众，但由文

字所表述的话语体系总是占主导地位的。不识字者也难摆脱其支配。当“礼”日益衰微后。

汉字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可以肯定．还将随华夏族一起继续存在。

那么，为什么说汉字既是华夏民族思维模式的物化形态，又是使华夏民族特定的思维模

式得以传承、发展的关键因素呢?

许慎在《说文解宇》十五卷下中说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

杂而不越，据形系联”。这便是一种华夏民族典型的“比类”思维。这种“比类”，既有“类”

的标准——如部首—一可据此对他类或已类(内部各支系)进行“比”，又有与他类的联系，

所谓“共理相贯”。这样的有分有合，分合有致，堪称典型的“中国式”的思维。有分，便

能区分物我，区分物物；有合。则又可物物相关。天人合一。这种思维反映出“中国哲学的

基调之一，是无生物、植物、动物、人类和灵魂统统视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关乃至相互交

9张诗亚．强化民族认同：数码时代的文化选择， 特出版

to张诗亚．华夏民族认同的教育思考．北京大学教育评论t 2∞3年第2期：第99一103页

·I李固．甲骨文文字学．学林出版社．1996年8月第l艋·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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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的实体“2。‘说文解字》取类系统中传达出的中国古代文化观念，“较之任何诗学理论的

表述都来得亲切、著明、纯粹”。“

天人既可合一，天人又可转换。这便叫“辨证思维”。而无论天人合一，或者物我转换，

从古人造字始，便把其特定的思维模式凝聚在汉字中了。对此钱钟书先生有段很精辟的话：

“人类最初把自己渗透了世界，把心钻进了物。建设了范畴概念；这许多概念慢慢地变

硬变定。失去了本来的人性，仿佛鱼化了石。到自然科学发达，思想家把初民的认识方法翻

了过来，把物来统制心把鱼化石的科学概念来压塞养鱼的活水。从我们研究思想史的人来看，

移情作用跟泛客观，行为主义跟唯心论，只是一个波浪的起伏，一个原则的变化”“。

正因为。汉字把华夏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物化了——关键在“化”上，所以才无处不在，

数千年来潜移默化着华族的思维，使之想事做事总能趋同。即便不识字者，通过诸如过年贴

对联等风习——“对”即是分，强调形式上的“工”，“联”即是合，强调内容上的“一”

——亦接受了这一思维模式的默化。

再看融人文风情与自然风貌为一体的民族文化心理场。华夏的山河显然早于“礼”与文

字之类的产生。但只有当其与华夏的入文风情容为一体后，才能成为华夏民族认同感不断生

长的民族文化心理场。在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又导致天人感应。这里的“天”。便是我们

今天所理解的整个大自然。人以及人文，从来都是在与“天”的相互感应中发生发展的。“顺

天意”，“知天命”，不仅是中国文人的最高境界，也是帝王们的政统得以存在的根据。所以，

与自然风貌融为一体的人文风情，至少包含五个层次：

1、古人宇宙模型中的人文与自然的融为一体。如表示空间位置的天圆地方中有“三垣

二十八宿”和“十二次”等为区域划分的“天”，以及与“天”对应的“四方”、“九州”、“五

岳”、“四海”等分野的“地”；表示时间结构的“昼夜”、“四时”、“十二时辰”、“二十四节

气”、“六十甲子”等时间体系。在此层面中，无论是“上观天象⋯下察地理”，或“四时有

节”“天行有常”，从古到今，人文与自然都是紧密契合的。这类例子不胜枚举。中国文化崇

尚的最高境界就是“天地人和”。

2、历代王朝在为成就千古伟业而兴建城池或角逐疆场；为追求“顺天承运”而祭祀天、

地、山、川，为“永续皇祚”生前高筑宫城，死后深藏皇陵等时，有意无意地促成了人文与

自然的融合。如自秦皇以降帝王们封禅的泰山，横亘大漠的长城，北京的故宫，临潼的骊山，

12杜戚明．试谈中国哲学的三个基调．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n硪克和．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40—42．

14转引自周振甫等编著．‘谈艺录)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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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明孝陵。承德的避署山庄。等等。

3、毗“士”为代表的知识阶层或为“天降大任于斯人”所必须的“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而奉行的“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或沦落宦游，被迫而行的去国怀乡，或放浪山野，

乘兴而来的选胜登临。或归隐田园，东皋而舒啸，或淡泊明志，躬耕于南阳，凡此种种，致

使数千年来的骚人墨客们不断地在感时伤春、状物写景中推动了人文与自然的不绝交融。什

么绝壁题刻，对联扁额。诸如此类名士的遗迹、逸事不胜枚举。

4、华夏民族数千年来所奉行过的各种宗教为证明(或显示、或获得等等)其神圣性而

致的人文与自然融合。如神山圣湖等自然崇拜，禅林宝刹等佛教名山，摩岩造像．浮屠石刻，

等等。亦不胜枚举。

5、由节庆礼仪，乡里习俗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创始神话、民间传说等所致的自然风貌

的人文化。如中秋的赏月团圆，清明的踌青祭灵．重阳的登高敬老。端午的大江竞舟，河北

井径一带的转黄河，浙江钱塘特有的观大潮⋯⋯凡此种种，无不既有神话传说，又有庆典礼

仪。

上述的能与自然相融的人文，从其产生看，本来就有不少是由某一特定的自然风貌所引

发而致的。如李白就有：“大地假我以文章”的感慨。王国维也谈．“咀自然之眼观物，以自

然之舌言情”。也就是说，此情必因此景而生，此景又因此情而灵。情景本来就是交融的。

在中国人的话语中，“天文”就是“文”，“地理”就是“理”。打一开始，自然与人文就密不

可分。自然就是人格化的，人世间的一切也是顺乎天地的。也正因为如此，这两者的交融才

构成了民族文化心理场。能反作用于人格的形成。对此刘东先生有段体悟至深的话：“在古

代的修身次第中，人们必须脚踏实地地‘走’向自身人格的成熟，或者说得再具体些它们只

能在‘行万里路’的开放探求过程中，借着对于山川河岳的游历来拓宽心胸，借着对于先烈

遗踪的寻访来吸取传统，借着对于人情物理的体察来增益阅历。——总之，大地确曾表现为

纯育人性的生命之根，也确曾启迪过人们再转而自觉参赞大化的运行””。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得知，在礼教之外。还存在着一种能导向民族认同感持续不断地产生

的生长基质。这种以汉字为物化形态的民族思维模式和融人文风情与自然风貌为一体的民族

文化心理场为要素构成的生长基质，自％超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党派利益，地方差异等等，

所以才能不断地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斯民潜移默化。使之产生一种深厚、执着、走遍海角天

涯也始终不渝的互相认同感。 。

IS剃束．无地自窖．读书，1997年第5期：第2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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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以礼为体，以教为用的认同结构是华夏族认同需求的自觉·是对教育社会功用

推崇的极致，那么，当礼教的嬗变所致的认同核心的式微到来之际，促进华夏认同的重任便

从认同需求自觉的表层，转向了华夏认同感生成基质的自发的深层。这种自发的深层可以超

越政权、制度、意识、党派等等的左右，因而。其作用也更执着、深沉而普遍。这便是为什

么“礼教”式微之后，全球华人再没有统一意识形态基础，但华夏认同仍能存在甚至发展原

因。

然而，随着文化间的碰撞、冲突将日益加剧之际，对于以发展华夏族、提高中国人自身

的素质为圭臬的华人教育而论，意识上缺乏这样一种促进华夏认同感生成、发展的自觉．结

构上听任其以短视的器用为主宰而对此茫然空白的继续，无论如何，都是严重的畸形。礼教

的落伍，并不意味着融促进华夏认同感生成的自觉与自发融为一体的结构本身的腐朽。这就

如同，不能因为洗澡水脏了．就把孩子一并倒去的道理一样。

如何在礼教失落后，找回孩子——重新树立新的民族自觉，来融于华夏认同感生成基质

的自发——便是华人教育(如果我们还能使用这一概念)走向新的千年时，必须解决的关键

问题。

张诗亚先生的观点是有理据的，既然以汉字为物化形态的民族思维模式和融人文风情与

自然风貌为一体的民族文化心理场是重构华人民族认同的隐性的基础，那么，关键是如何将

这一潜在的认同基质与华人教育有机地、巧妙地结合起来。在每个华人生命中植入、或发掘、

或激活这一基质。笔者认为，承载华夏民族多元文化的汉字之教育理当肩负此重任。

不容乐观的是，汉语素养的培养和提高，却在国内被人们普遍忽视。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戴昭铭先生对此深表忧虑，他指出了国内忽视

汉语素养培养的几个主要问题：“教育政策中有关外语的规定的合理性问愿。我们在教学、

升学、晋职晋级和部分就业领域，长期存在着轻汉语、重外语(主要为英语)的政策规定。

一些规定造成了外语(主要为英语)成为迈向更高学历、学术等层次的铁门槛。于是，凡是

旨在晋升的学习，人们不分年龄、专业或工种，都在拼命地攻读外语。他们不必顾及汉语的

学习和考试(因为一般不考)。甚而忽视了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钻研(专业考试比外语考

试更容易通过)。⋯⋯从本科生到研究生，汉语能力，尤其是中文写作能力普遍不高。以致

于有的研究生组织不好一篇像样的论文。⋯⋯关乎语言主权的所谓“双语教学”问题。近一

两年来。某些大学计划实施以教学改革名义出台的所谓“双语教学”方案，而其内容．则是

要求教师用外语(主要是英语)讲授专业课，并把能否做到此项列为对教师能力和业绩考核

的内褰。且不必说使用“双语教学”这一概念是否正确。也不妊瓣薹隶中国的大学教师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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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上都用英语授课有无必要和可能，更不必说该做法对于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是

否可能．这项计划和规定的致命错误首先在于放弃汉语主权，有违‘国家遁用语言文字法》。

语言的主权问题关乎民族尊严。我们曾在阅读都德的‘最后一课》中有深切的领会。而所谓

“双语教学”的方案却在并无外族入侵的压力下打算让中国教师改用外语授课．汉语究竟怎

么了?居然不适合在中国讲台上用作教学语言!这显然不是一般的偶然失误，而是在语言问

题上民族自信心丧失的表现。一个民族首先要学会自尊，然后才能得到他民族的尊重。这里

的自尊也包括对自己语言的热爱和尊重。””

这些错误的政策、计划和行动，其根源还在对待汉字、汉语以及汉民族文化的观念与认

识的错误上。

一百多年来，一些“有识之士”以“救亡”、“革命”、“民主”、“科学”的名义，以过去

——{观在——未来(即传统——现代)的时间进程为座标，以西方的简单的进化论为“宝典”，

大力倡导并推行废除或取代汉字。

在二十世纪初，钱玄同就开始了汉字拼音化的尝试，其标榜的是把文字还给大众。这套

1913年拟定1918年公布的汉字笔画似的注音字母是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汉语拼音字母。当时

确实是想让它像日本字中的“假名”那样逐渐渗入汉字中最后取代汉字。到了1958年国家

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再然后开始使用汉语简化字，迄今公布实施的已经是第三次的汉语简

化方案。

这样的运动其背后的思想认识根源在哪几呢?实际上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十余年

的政治变革背景创造了汉字拼音运动的万马奔腾的局面：1926年有赵元任、钱玄同、黎锦

熙制定的国语罗马字；1931年有瞿秋白、吴玉章在苏联拟订的拉丁化的新文字。因为当时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确实把繁难的汉字看成是阻碍中国走向富强的一座大山。1936年中国新

文字研究会在上海成立。有688名拥护者在一份叫作‘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的宣言》

上签了名，呼吁进行新文字改革。其中有蔡元培、鲁迅、陶行知、郭沫若、茅盾、陈梦道、

邹韬奋、巴金、周扬等等。《宣言》说，文字好比是交通媒介。汉字好比是独轮车，国语罗

马字好比是火轮船，新文字好比是飞机。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筹备，在成立缘

起的《宣言》上署名的赞助人有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54人，发起者有林伯渠、吴玉章、

董必武、徐特立等99人。应该说当时的无论是共产党、国民党或者是“第三种势力”，无论

是革命者，或者是改良者，或者是自由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都是如出一辙的。毛泽

协戴昭铭．垒球化浪潮中的汉语地位问置．中圈教育报，2004年4月3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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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曾为<新文字报》题词：“切实推行，越广越好”。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也规定：文盲干部

必须先学三个月的新文字，然后再学其它文化。

所以早在二十年代的时候，陶行知等编了‘平民千字课》，开始尽量用力地俭省汉字，

淘汰无用的。所以‘平民千字课》每天教一点钟，一共96篇，只需要十六个星期天就教完

了。接着又编了《老少通千字课》，四个月学完。陶行知认为新文字运动是主张拿易写、易

认的新文字教大众，而不拿难写难认的旧文字教大众。胡适之则说“有了文学的国语才有了

标准的国语”．他把文字仅仅看作是记录口语的音符。1936年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

说：“我们当然诚心地赞成汉字的废除和音标文字的产生，但我的历史眼光使我相信，文字

是最守旧的东西．最难改革的。所以我不期望在最近百年内可以废除汉字而采用新的拼音文

字。”鲁迅先生以其惯有的犀利问“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他把汉

字与中华民族摆到了对立的地位上。鲁迅先生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汉字不灭中国必

亡。

钱玄同对此发表的看法更为激烈。钱玄同1918年4月5日在《新青年》4卷4号上发

表了一篇《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他在这篇文章中说：“中团的汉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

载孔学说及道教的妖言之记号。”并且宣言：“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

孔学、灭孔教为根本问题之解决，为在废除孔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为之根本解决。”谭嗣

同早在戊戌变法前写的《人学》中提出要掀起一个全国改造汉字的国语运动。比较上述的看

法，应该说胡适在激进之余还保留一些对汉字的清醒看法，他认识到汉语与文字的改革是一

件很难很难的事，就算100年以后也未必能成功，这一点算他有先见之明。事实上，如果把

谭嗣同戊戌变法前写的这些文字算在内，现在离那些前贤们倡导废除汉字已有一百多年。汉

字尽管有拼音有了简化，但是它没有消灭，而且今后谁也不敢再像那些大胆的先进知识分子

们所预言的那样要消灭，更勿论狂言汉字不灭．国家要亡了。这样的论断显然是经不起历史

检验的。”

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对汉字作过这样的论述：“汉字是中国通用的唯一交际工具，惟其

如此。它是中国文化的脊梁。如果中国人屈从西方国家的再三要求，引进一种字母文字，充

其量不过为小学生(和欧洲人)省出一两年学习时间。但是为了这点微小的收获，中国人就

会失掉它们对持续了四千年的丰富的文化典籍的继承权”。”此言值得我们深思。

汉字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是不应被简单地以进化论思维来判定为落后物的。汉字不

'7张诗亚．强化民族认同t数码时代的文化选择．特出版

18 L．亿帕默尔．李荣。陈平译．语亩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舨-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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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为现代化的进程而牺牲，它应该是维系华人、华夏文化的一个最核心的因素。

识字教育是传承文化的基石。发掘汉字字源语境蕴含的多元文化基因，播种民族认同基

质的文化种子，使我们的文化成为民族认同的新的机制，使民族认同能在此上不断的发展，

使华夏民族的文化走向复兴。生生不己，这既是“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识字教学体的使命．

也是其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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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语

“某种识字教学法是否可取，得由教学实践来评判，也要考虑所适用的教学环境、儿童

特点。⋯⋯就效果而言，不仅要看儿童能识多少字，更重要的是考察儿童识字能力(属自学

能力范畴)及汉字的实际应用能力，同时还要考察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作代价取得这种效

果。在现今时代，我们不提倡‘每个字抄写10遍以上’所得的牢固拿捏，也反对流着眼泪

痛苦地死记换来的‘_‘年级识1000字以上’的‘超前高效’学习。我们所追求的是用一定

的投入，学生愉快地学习，求取更大的产出，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及自我追求的精神，并配合

学生的心智及读写发展的实际需要。“如果以此为尺度来衡量“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

识字教学体系可取与否，那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实验证明“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识字教学体系是可行的，有价值的。从幼儿的角

度来看，该系统提高了儿童识字的效率和质最，增强幼儿认识汉字符号的兴趣．有利于儿童

观察能力、理解能力、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促进了儿童多元智能的发展。从教师的

角度来看，激发了教师对汉字文化的热爱，促进了教师信息素养和人文素质的提高，树立了

的识字教学的新理念。从设计者的角度来看。为教育技术工作者提供了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

的优质范例。从教育研究者的角度来看，重新认识了汉字文化中富涵的教育价值，验证了多

媒体字源识字法的价值．

综观全文，本研究认为作为识字教育对象的儿童其心智结构是多元的．其发展应该是多

向性的，作为识字教育内容的汉字其字源语境是由汉民族宗教、哲学、道德、伦理、科学、

艺术等多元构成的，作为识字教育现代化手段的多媒体技术具有形象生动、信息多维、交互

可控、时空无限、虚拟构建等优势，可以充分再现汉字字源的多元构成。故而，以汉字字源

的多元构成促进儿童多向性发展是有理据的，“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识字教学体系的

建构是科学的、有意义的，以华族文化溯源为中轴、以多媒体技术为支撑“汉字宇源语境多

媒体再现”识字教学体系具有的深远意义不仅在于帮助儿童识字，也不仅是对儿童思维的培

养，更重要的是由“文化溯源、多媒体触发”播种下的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基因，将滋养儿童

从单一发展回归到多向性发展，推动教育由工具理性回归到价值理性的本源，促进华夏民族

认同和文化复兴。

要实现这一宏大的使命．就应该将“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识字教学体系的实验与

藏汝潜．汉字教与学．山东教育出版杜．2000年版t前育(=)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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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行到底。为此，我们将针对耳前实验暴露出的问题，在后续阶段开展以下研究，逐步

完善“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识字教学体系的建构。

1．从实际应用效果来讲，现有软件存在的问题是：(I)以儿童为主的建构思想体现得

还不够充分，没有彻底突破现行教育体制的框框；(2)软件本身的设计风格还未能充分体现

中国民族文化特色：(3)汉字数量偏少．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充实“汉字字源

语境多媒体再现”识字教学软件。如用探谜故事为主线来建构识字情景．用水墨画、水彩画

等动画形式来展现字源原生语境等。

2．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所抽取的被试在数量与多样性(或典型性)等方面还显不

足。在后续研究中。我们不但要扩大实验范围(包括将实验延伸到小学)，还要开展对不同

类型(如不同性别、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等)被试的研究，进一步验证该体系的有效性，

并进一步探索适合不同教学环境的“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识字教学的模式和方法。

3．在实验中采用的教学软件的设计初衷是自学型软件，但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实验

过程中，被当成助教软件使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实验的效果。因为有许多环节是需要

学习者与软件的交互活动，只有在互动中学生才能主动、才更有兴趣，收获才更多。根据国

情现实状况，我们将考虑用同样的设计理念，制作多种形式的数字化学习资源。

4．进行识字教学与不同智力类型的认知构建模型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的研究。

5．完善与系统配套的立体化学习资源(如相关游戏活动、学习资料以及专题网站等)

的设计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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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行文至此，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毕竟，这样一个触及中国厚重文化的研究．对于我

这样一个以“技术见长”的I'1#1-汉而言。实在是压力太大，“包袱”太重。

终于能卸下这个“包袱”，先得感谢我的导师——张诗亚先生。

记得初入师门，先生就戏言说我是一个“有知识无文化”的人，并叮嘱我要好好朴补文

化，这会让自己终生受益。

源于此，我开始弃“技术”学“文化”：得益于此，我找到了研究的方向。

或许正因为自己的才疏学浅，先生才格外关照。在本研究的选题立意、谋篇布局、写作

撰文诸多方面，先生都给予了精心指导，使我受益非浅。对于先生为我排解迷茫，指点迷津，

我心存感激。

先生也送我一幅字。希望能“养吾浩然之气”．我深知其中的期望，因此，“包袱”虽重，

我还应该继续扛下去，它己成为我一生的抱负，也应证了先生的话——“文化”让我受益终

生。

感谢廖伯琴教授、陈时见教授、张人杰教授、周鸿教授、杨昌勇教授、易连云教授等对

本研究的开题报告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感谢爱妻夏云为我“保驾护航”，感谢儿子涂天舒为我“呐喊助威”，妻儿对我的爱是我

不断进取的强大动力。

感谢倪胜利、李静、何勇平、张新立、廖冬梅等师兄弟们、师姐妹们，给予我无私的友

情和帮助。

感谢罗会棣老师多年来的关心和支持，你为我分担了大量的事务工作，让我能静心学习。

感谢范蔚、徐宇、陈红、戴俐、董琴、倪艳红在实验过程中的鼎力相助。感谢龙雪梅老

师以及开发组的那帮可爱的“大学生小朋友”们在软件开发过程中的尽，tj,Jg力。感谢参与实

验的“小生灵”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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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录一： “汉字乐园”识字教学效某测试项目卡

一、认读汉字

目的：测试幼儿记忆的时效性和再认正确率。

指示语：我这里有许多汉字宝宝。仔细看，哪些字你认识，读给老师听听。

注意：指示语最多提示两遍：幼儿认一个圈一个；记录幼儿认字的方法如一排一排认或四散

认等。

=、游戏：接着说

目的：测试幼儿对字音、形、义的理解力及想象力。

测试方法：l、测试者出示字卡。然后读此字，接着对幼儿说：“请你用这个字组词，说得越

多越好。”幼儿说完后，接着又问：你能用这个字说一句话吗?请说给老师听

听。

2、如果幼儿不会说，测试者提示一个词，如：人一大人，对幼儿说：还可以说什

么昵?

注意：测试者记录幼儿的原始语言。

三、游戏：连线

目的：测试幼儿思维能力(推理能力、圈与文字符号联系能力)

测试方法：测试者出示测试工具，说：图上有许多东西，还有一些字，请你看看哪些字和哪

些图片是一起的。如果幼儿不会，测试者示范～个，如：指着动物爪子图和“爪

子”，它们是一起的，仔细看看，哪些图与文字是一起的。

注意：只示范一个，提示语只说三遍。

四、猜猜认认

目的：测试幼儿对文字符号的兴趣以及能否根据象形的方式识字。

测试方法：测试者出示测试工具，问：纸上画的是什么?根据幼儿的回答。再问：是什么字

或画的什么?

注意：提示语说三遍，记录幼儿的原始语言。

五、读一读

目的：测试幼儿迁移能力。

方法：呈现文字材料·说：这是一个故事，请你读给老师听听。如果幼儿不会读．再问你认

识哪些字?指给老师看看。

注意：记录幼儿的行为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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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s二“游戏：接着说”

山

人

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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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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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g三‘游戏：连线4

羊 林 木 森

目

色 牛

休、 田 手 爪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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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五“读一读‘

故事一

狼来了
从前，在一个小村庄里，住着一个放羊娃，他每天要做的就是把羊赶到对面的山上去吃

草，傍晚的时候再赶回来。

这天，他把羊赶上山坡吃草，自己躺在树旁．看着蓝天白云发呆。他无聊了，决定想个

注意来捉弄人，寻寻开心。

他从山上跑下来，边跑边叫喊：

“狼来啦!狼来啦!大家快来帮忙，大灰狼来吃我的羊啦!”

大家正在地里忙碌，一听他这么喊，都停下农活，带上镰刀锄头，冲上山来。问到：

“狼在那里?快带我们去打大获狼吧!”

放羊娃看到大家都上当了，开心的哈哈大笑说：

“哈哈哈，你们都上当了。哪里有什么大灰狼，我是闹着玩的!”

受骗的村民气的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放羊娃又从山上冲下来，对着田里的人高喊：

“快来帮忙啊，狼来啦，这次是真的，大家快来啊!”

人们相信了，来到孩子面前，哪有大灰狼的影儿，只看见羊儿在草地上安安静静的吃着

草，大家明白又上当了。

后来，有一天狼真的来了，串入羊圈，大肆咬杀。放羊娃对着村里拼命呼喊救命：“狼

来了!狼来了!”村里的人却以为他又像往常一样说谎，没有人再理他。结果，他的羊全被

狼吃掉了。

故事二

小公鸡的勇气
小公鸡出生在一个美丽的山村，他的爸爸总是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对着太阳升起的地

方“喔一喔一喔”的叫着。告诉大家天亮了。

一天爸爸把小公鸡叫到身边，说：“孩子，从明天开始，你要像爸爸一样为大家报晓了。”

躲在爸爸怀里的小公鸡有点胆怯，怕做不好，让大家笑话。

第二天，爸爸带小公鸡来到山坡上。可是小公鸡一直不敢出声。爸爸鼓励他：“你不试

试，怎么知道会不会成功昵?”小公鸡红着脸张开嘴．刚“喔”地叫了一声，就害羞地停住

了。这时，妈妈和邻居小猪过来给他打气：“我们相信你会做好的。”小公鸡站直身子，面

对东方昂起头．鼓足勇气叫了起来“喔一喔一喔”。

故事三

小猫种鱼

太阳出来了，小猫去河边钓鱼。不一会儿，小猫就钓了五条鱼。牛伯伯正在种玉米，小

猫问道：“牛伯伯，你为什么要把玉米种在地里昵?”

牛伯伯：“因为到了秋天就可以收获更多的玉米l”

小猫想： “我也种几条鱼在地里吧I”于是小猫把钓到的鱼全种在了地里。第二天，小

猫发现地里的鱼儿全都死了．它难过得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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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家长反馈意见

一、家长调查问卷

(--)幼儿姓名：钱饴玲 年龄：3．5岁 性别：女

1、你的孩子在学了汉字乐园后，有什么变化?

会组词，会认街上的广告牌上的文字，喜欢“汉字乐园”的教学方式，图文并茂，生动

形象，学习汉字的兴趣很高。

2、你还有什么建议和看法?

多媒体教学效果很好，儿童的兴趣高，教学效果明显，儿童参与积极，希望在更多的教

学活动中采用此方式。

(二)幼儿姓名：吴沁浩 年龄：3岁 性别：女

l、你的孩子在学了汉字乐园后，有什么变化?

学习“汉字乐园”后，增加了小孩学习、认识汉字的乐趣。在平时的生活玩乐中能较正

确地指认学习过的文字，还提高了学习文字的兴趣。

2、你还有什么建议和看法?

“汉字乐园”是一个很不错的教学软件手段，我想它最大的好处就是提升幼儿学习中

国文字的兴趣。使幼儿把学习文字变成一个乐趣，而不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情。

对于“汉字乐园”，我想应该加强一点它的娱乐性，幼儿本来就喜欢在玩乐中学习，或

许再加强点幼儿认识(准确)后的“奖励”性。(如。老师提问后，小朋友回答正确后，天

线宝宝倒地笑那种，加强一点不知道能行否?)

(三)幼儿姓名：李雅元 年龄：3岁 性别：男

1、你的孩子在学了汉字乐园后，有什么变化?

学了“汉字乐园”后·认识了一些字，如，走在街上看见了“人”字，他就会读。他现

在观察事物比以前更仔细了，如“故事里有些什么人?有什么动物?他们都在干什么?”

学了“汉字乐园”后，李雅元还经常提到“我今天做了什么什么样的梦”。

2、你还有什么建议和看法?

由于孩子在幼儿园学习时，我们家长并不知道他学习了些什么，我建议这个“汉字乐

园”是不是也象其他如“幼儿鼙合”教材那样发给孩子，让我们家长了解他的学习，并在生

活中我们也好检验，重复刺激他，加深他的印象．

家长开放日我们看了孩子学这个“汉字,乐lili”，虽说孩子是记住了那几个字，但是也容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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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与其他字相混淆，其实这也不是什么重要的，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寓教于乐这种方式，让孩

子对汉字有个初步的印象，我们家长认为这种方式对孩子是有益的。

二、何治涛小朋友使用“汉字乐园”情况报告

何治涛，五岁，零四年十二月下旬开始间断使用《汉字乐园》，迄今两个月左右。

基本情况：

(1)能在很短时间内，对汉字产生兴趣，表现出很高的识字积极性。

(2)能较快认识到汉字简单发展过程。对汉字发展的几个阶段有初步的、直观的认识。

(3)对汉字的笔画结构有一些认识，但是在汉字书写中对这种知识的贯彻不够。

(4)喜欢汉字拼图，通过汉字拼图能理解一些汉字的意义。

(5)喜欢听故事，通过故事能学会一些基本词汇．能重复故事内容。

(6)操作比较简单，基本能独立使用。

建议，

(1)软件非常适合低幼儿童识字入门学习，有生动、形象等特点。但根据经验，此软件

一定要老师和家长配合使用，使小孩在幼儿网和家里环境中产生激励。

(2)软件的内容有限，使用一段时间后略显简单，容易使小孩产生倦怠，建议大量补充

内容，增加汉字的数量。

(3)绘画部分简单，不好操作。建议对绘画部分作适当修改。

(4)软件在认识汉字和认识世界方面有根多考虑，但在培养小孩对汉字的描绘、对世

界的描绘方面开发不够。建议让小孩亲自操作鼠标熟悉汉字笔画：让小孩根据动画讲故事：

让小孩运用画面拼贴儿童画并命名等等。

家长：何圣伦

2005年2月

三、家长感言

《汉字乐园》——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

如何教孩子识字，是长时间来困扰我的一个难题。随着女儿一天天长大，她的求知欲越

来越旺盛，“为什么”的问题越来越多。如果她能早日识字，自己看书发现答案多好!

起初，我们使用了无图字块，但收效甚微，枯燥的白底黑字很快令她失去兴趣，即使勉

强记住一些。也是建立在反感的基础上，想让她“快乐学习”的宗旨令我们只好暂时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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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认识了‘汉字乐园》．形式生动活泼、画面颜色鲜艳的动画制作

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原来，教孩子学认字、乃至学习更多的知识，可以用这么好

的方式!t目JJff始。女儿对智慧宫里面的故事情有独钟，《老鼠新娘》、‘拔萝h》、‘渔夫和金

鱼》⋯⋯她不厌其烦地听了一遍又一遍。春节的一天。亲戚朋友们一块儿乘车外出游玩，女

儿兴之所至，竟一口气给大家讲了智慧宫里的六个故事，并且不同角色的口吻也模仿得惟妙

惟肖。

但是，在刚开始进入学习屋识字时．女儿只看了一小会儿。就显得不耐烦，开始东张西

望了，或许，汉字渊源的演示对于她还比较抽象，远不如故事吸引人。这次我们没有放弃，

让她坚持观看了十分钟、再慢慢延长时间，到后来，不用我们陪伴，她也能饶有兴趣地自己

操作了。整个寒假，女儿都沉醉在《汉字乐园，里。她和里面的小朋友一起听故事、猜谜语、

画图、点击汉字气球，简直乐此不疲。

看见女儿如此“快乐学习”，我们在喜悦的同时。由衷感谢<汉字乐园》的设计制作者

们，是你们的智慧和爱心成就了孩子识字的梦想，同时，我也诚挚地提出自己在使用过程中

的一点想法：若《汉字乐园》能在每一个板块中加入优美动听的世界名曲、中国古典音乐等，

就能更加突出音、形、色各方面的完美结合，孩子们在全方位调动眼、耳、口、手的同时，

又进行了音乐的熏陶，使左右脑都能得到充分刺激。

祝愿女儿和她的小伙伴们在‘汉字乐园'的陪伴下健康成长!

笔者注：该文提及的女孩名叫蓝海月，今年5岁．

家长：杨娅雪

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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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教师感言与幼儿园反馈意见

朝阳幼儿园大班老师倪艳红：

实验通过汉字乐园的教学试验．让我感受最深的是将现代教学技术引入到识字教学中，

让我感受到原来识字是这么有趣，组织识字活动是这么轻而易举。孩子{f】像看动画片一样了

解了汉字的演变过程，认识了一个又一个的汉字，然后通过自己操作电脑像玩游戏一样巩固

并拓展了幼儿的知识，延伸了识字的教学。引用孩子们的一句话：“汉字乐园可真好玩!”的

确，汉字乐园真正的将玩与学有机的整合在一起，玩即是学，学即是玩，作为教师我也不再

为识字活动的枯燥无味难以组织犯愁了，在25分钟的识字活动中，孩子们一直都能专心致

志．兴趣盎然．这不能不说是这套软件创造的奇迹啊!

朝阳幼儿园小班老师董琴：

在运用“汉字乐园”儿童识字软件的过程中。让我感受最深豹是“汉字源”的介绍。它

通过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的动画形式，让我了解了中国汉字形体的演变经历了甲骨文、金文、

小篆、隶书、楷书等几个阶段。认识到汉字本身蕴藏着丰富的营养．充分领略了中国汉字的

魅力所在。使原本在我们眼里生硬、抽象的方块字变得生动形象起来；一个汉字就是一幅美

丽的图画!

西南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中班老师戴俐：

我在幼儿园教授语言领域教学十几年．充分感受到孩子对汉字充满好奇心。在与孩子相

处的过程中，我又发现大多数四岁左右的孩子都喜欢识字，他们进入了识字的敏感期，根据

蒙台梭利的教育理论，在孩子的学习敏感期施以相应的教育内容，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开始在中班语言教学内容中加入～些识字教学，但往往是有善始无善终，在枯燥的学习中，

他们很快就没了往日的热情。为了让孩子们对识字保持较持久的兴趣．教学中我运用图画对

应汉字的方法，希望通过较直观的方式吸引孩子，但让我失望的是孩子们的兴趣仍然消失得

很快。由于在传统的幼儿园语言教学内容中没有识字教学内容，识字早已成为小学学习的专

利。这使我的教学工作产生很多困惑：在幼儿园教授识字是否恰当?识字教学应该涉及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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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教授识字的教学方法是怎样的?怎样保护孩子识字学习的积极性?经过长期的观察，

我发现孩子们不是对汉字没了兴趣，而是厌倦了枯燥的学习方式，虽然图片是直观的，但那

是一动不动的，时间一长很难再抓住孩子的心。道理是明白了，但怎样解决确是一个非常困

难的事，在使用“汉字乐园”的过程中，我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发现使用课件“汉字

乐园”的过程是一个幼儿与教师双赢的学习过程：

对于教师来讲

l、使用“汉字乐园”让我在幼儿园实施认识汉字这一新的教学中把传统教学与现代科

技有机结合，从内容到方法有了全方位的认识，提升了自己的专业素养。通过实践，证明在

幼儿园识字教学中可以有效进行汉字形成、了解字义、学习字的正确使用及认识笔画和笔顺

等内容。“汉字乐园”在内容的选择上首先选取了汉字的形成、变化。从字形的发源开始，

从原始图画演变成现在的楷书，以动态的方式直观地再现了汉字的演变过程，如：“日、人”

等象形字的形成及变化，让孩子们能够从中了解汉字变迁的全过程：另外对汉字意义也有所

接触，也从汉字的原始意义到引申意义，如：旦、在智慧屋中通过游戏更展示了从一个字发

散到与之相关的词汇以及正确使用该词的范例；更有对汉字笔顺的解析，让孩子对接触的汉

字从字形到字意。从认识到使用、从字体到笔顺都有一个全面地了解。

2、“汉字乐园”让我更加喜欢中国的语言文字，进一步加深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产生民

族自豪感。使用“汉字乐园”教学时，我不仅从汉字字形的变化看到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

轨迹，更从逐步交化的字体形态上欣赏到了汉字的美。汉字从原始图画到现代汉字的发展，

每一时期的变化都深深地打上历史的烙印，汉字的发展渊源流长，蕴涵着极深的民族文化底

蕴。她不仅是中国，也是全世界人类文化的珍贵遗产。

对于孩子来讲

l、课件“汉字乐园”的整体设计构思符合幼儿思维发展规律，孩子爱上识字学习。幼

儿时期，其具体形象思维高度发达。孩子们具体形象的思维特点与多媒体课件”汉字乐园”直

观性、形象性、趣味性的特色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让孩子们把学习活动看成一件快乐的

事情，学得轻松愉快。一到集中学习时间，孩子们总是急切地问我是否又去多媒体玩“汉字

乐园”，当得到肯定的答案时，他们欢呼雀跃。

2、课件“汉字乐园”的内容广泛且接近孩子的生活，又使孩子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

识。通过“汉字乐园”的学习孩子不但认识一个字，更了解了与之相关的词汇及句子。如：

认识“日”字，孩子们不仅了解了字形的变化过程，知道该字本身的字意“太阳”，还知道

了与之相关的一些内容，如用“日”可以组词“日光灯”、“向日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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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孩子思维的发散性与聚合性得到训练。在使用“汉字乐园”的过程中。对原始图画

的猜想很好地发挥了孩子们的想象力，他们在自由的王国里展开想象的翅膀，尽情驰骋，在

一番自由自在地联想之后，又归回到图画本身所包含的意义上来，由图画猜字。经过训练的

孩子思维交得更灵活性、更准确。

4、从小培养民族自豪感，让孩子了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感受中国古文化的美，为

成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汉字由图画演变成方块字，孩子在感受直观变化的同时，还感

受到汉字的神奇。汉字各种千姿百态的字体，都会在孩子心中留下美的印象，领略到古人的

智慧，从喜欢汉字到喜欢中华民族，从小树立“爱我中华”的信念。

西南师范大学幼儿园反馈意见：

1．采用多媒体互动式教学．互动式的游戏课程能够充分调动小朋友的学习兴趣，同学

们的学习积极性高涨。

2．“学习屋”中的汉字发展演变历史(笔者注：即利用多媒体技术将先人造字的原生语

境模拟重现)动态再现-确实能让小朋友掌握汉字的精髓，绝大部分的同学都能说出所识汉

字的来历和意思。

3．因为所选汉字均为贴近儿童生活的常用汉字，儿童很容易理解，同时又能马上运用

到生活中，所以字的选择是比较合适的。

4．“游戏城”和“智慧宫”里的游戏活动和扩展知识，有利于小朋友多元智能的开发。

5．修改建议：可适当增加汉字数。并按一定规律归类；多媒体软件对教学环境的要求

较高，如果改成VCD方式可能更有实用价值；对汉字的解析部分(开发组注：在“学习屋”

的“你知道吗”环节中)最好再生动活泼一些；增加一些汉字发展历史的多媒体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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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录四：儿童宜编敌事“字母乐园ABC,’

有一天，字母乐园里要举办一次字母会，一个小人看见了，也想进去。他准备了一个铲

子，他挖开了石门，然后，他就进去了。里面的字母都欢迎他来参加这次字母会。另外一个

小人，本来想画画．他就准备了好几个颜料桶。他哗的一声，就画成了一幅画。一不小心。

轰的一声。里面的颜料都撒了出来。他又要准备刷子了。可是。刷子不见了。现在是要找到

～个地方，泼上一些水。然后，又拿一个铲子，把地挖了一个深洞，基本有100米深。然后．

他就下去了。他一下去，就找到了刷子。他准备用刷子去刷地上的颜料。然后，把刚才那幅

画涂上一些颜色。他呀，就按照这样的顺序，涂了一个又一个。他涂好了．然后，他把颜料

桶都收起来了。他也看到了这几个字母．他高*地唱了起来：A B c D E F G⋯然后。他呼

得一声跳过了石门。高兴得又要把颜料桶拿出来了。他看见那些字母都是白色的，他涂了一

个字母又一个字母，最后。他涂成色彩缤纷的字母了。

又到九月初丸重阳节了，他把家里的红裤带送给家里所甬do八。然后，他就爬到一座山

上去，家里的人也是。然后，他们喝了点菊花酒。重阳节过了，他又准备画一幅画了。他写

了好多好多像形文字。到明天星期一了，他准备穿衣服、裤子。然后，他发现字母乐园里有

新的字母幼儿园，他决定到字母幼儿园里去。没想到进了字母幼儿园．那个小人大吃一傍i，

里面的老师就是一张纸。里面的学生就是一些字母。那些字母都欢迎那个小人。他的眼睛看

了100米，他发现了一个强盗。他就喊警察来抓那个强盗。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注：此文是年龄为四岁九个月的涂潇睿小朋友自己绘制的情景字母乐园图。并自编的故事。由孩子讲

述，家长输入完成，全文均按孩子原述记录t未加售改和删减．写于2005一卜20晚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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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汉字乐园”字源参考材料

(注：汉字溯源发展阶段均按原始图画、甲骨文、金文、篆文、隶书、楷书顺序展示)

“日”：圆形象太阳，中心的小点表示太阳的光亮，为书写方便，由圆变方。本义是“太

阳”。引申为“白天”。就是从天亮到天黑的一段时间：又引申为时间单位“一天”．就是一

昼夜。

@o日曰日
“鱼”：象“鱼”形图画，头尾鳞翅成字画。现在演变为歪头方身一尾巴。“鱼”原是一

个十分形象的象形字。鱼的头、身、鳞、结俱全。后来逐渐变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鱼

的尾部竟与“火”混同起来。

食 葵翼焦鱼
“田”：象一块块农田(田地纵横像棋盘)的样子。格子划多了太麻烦，最好简化一点。

数数看，现在的“田”有几格。

圈田田田田
“牛”：字形像牛的头部。突出了它一双弯曲而粗长的角。弯弯的牛角，尖尖的牛耳朵

大大的牛鼻子，脾气还真不小。

单 中半牛斗
“人”：象形字·甲骨文和金文“人”字像一个侧立的人形，这个人还向前伸出了一只

手。隶书以后字形变化较大。楷书“人”字两笔的下端竟像是人的两条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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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人人
“羊”：这是一个正面看的羊头．特点是两只角向下弯(比较“牛”字，牛角是向上弯

的)，下端是尖尖的嘴巴。

节窜年竿羊牛
“草”：甲骨文的字形显然是一裸草。后来逐渐变成了两棵并排的草。再后又加上了“早”

旁以表音。楷书的“草字头”原来是四画(“++”)，现在的规范字是三画(“+卜”)。

呼 丫 ：}I弋 草革
“木”：这是一个象形字。字形像一颗树的样子。向上的斜画是树枝．向下的斜画是树

根。本义是“树”．也是木本植物的通称。引申为“木材”、“木料”等。

X 术 币术木
“休”：一个人在树下休息，本义是“休息”。后来引申为“停止”(如“日夜不休”)、

“美善”(如“休戚与共”)、“不要”(如“休得无礼”)等义。

伍袢1l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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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象形字。两横画表示天上横向的云层，弯钩表示卷状的云团。“云”倦为“说”

等义之后，就另造“嚣”字。简化字其实是恢复了古字。

吞舌 喜 霉云

“口”：这是一个象形字。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都很像人的嘴巴的样子。小篆字形变长

隶书和楷书又变圆形为方形，就不象形了。

囝d吲d P口

“山”：本义是“陆地上隆起高耸的部分”。这是一个象形字。字形像三个并排的山峰

甲骨文的山峰是等高的；金文以后突出了中问的主峰。

厶巡山山 山山
“去”：字的上部是一个人形·下面是古人所住的洞穴的出口，表示“离开“的意思

这就是“去”字的本义。例如“去国”就是“离开本国”。

各 参态 去去

“回”：古文字形像水流回旋的样子，本义是“旋转”。《苟子》：“水深而回”。后

来“回”多用于“还”、“回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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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6 @ 回回

“天”：“天”是“颠”的本字，意思是“头顶”。人们的头顶上面就是天空．所以借

以表示“天”。金文的人头多作圆形：甲骨文为了刻写方便，作方形或横画。

餐 矢 页 天天

“心”：这是一个象形字。甲骨文“心”字很像心脏的形状；后来越变越不像，到隶书

以后简直难以辨认出这是心脏的样子了。

够 铋 Q ·弋 心

“上”：指事字。字形原由两横构成。下面较长的一横是地平线，上面较短的一横是指

事符号。为了避免与等长的两横的“二”字相混。字形后来逐渐有所变化。

舅嬲^／＼窬二 二主上上
“下”：指事字。字由两横构成。上面较长的横画(有的字形上面一画带弧形)是地平

线；下面较短的横画是指事符号。后来为了避免与“二”字相混，字形逐渐有所变化。

下 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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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像一个直立的人形。古代人早就把人类看作“万物之灵”。是伟大的，所以用

以表示“大”义。甲骨文和金文中，“大”、“太”二字常通用。

贪 穴 尖 穴 大大

“子”：甲骨文和金文“子”字都有两种不同的写法；一是有头有手，两腿裹在襁褓里

一是有一个大脑袋和头发，两腿翘起。前者较简，后者较繁。

萝 尹 尹 手 子

一个人在前面走，另一个人跟着在后面走。字的本义就是“跟随”。

”
●P●J

，≈ 欲．

“刀”：字形最初像一把刀的样子，上面是刀柄，下面是刀身。隶书以后逐渐变得不那

么形象了。古代有一种钱币。形状似刀，也叫“刀”。

矾 刀

“白”：原来是烛火的形状，中心是烛芯或灯芯。最初的意义是“明亮”、“清楚”。

在甲骨文和金文里，“白”还常被假借为“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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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白 白 白

“来”：本义是“小麦”。后来“来”字被假借为来往的“来”，于是另造“辣”字以

表示本义。

素 秦 索 来秉

“见”：一个人睁大THt睛看着前面。意思是“看见”。引申为“见解”、“见识”等。

还用作助动词，表被动。

西 季 炅兄见

“石”：山崖(“厂”)旁边有一块石头(“IZI”)。本义是“石头”。作为容量单位

的“石”，等于十斗。又指重量单位，～“石”(今读dan)等于一百二十斤。

兀 厅 庙 后 石

“手”：金文“手”字的字形是一只手的样子；但已不是图画，而是“符号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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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步 争 手

“旦”：本义是“天亮”、“早晨”。较早的字形是太阳刚刚升起但是还未离开地面的

样子，形象地描绘出Et出的状态：后来下面改为一横画。

鲁宫 旦旦旦

“爪”：字形像一只正在抓物的人手，只是简化为三个指头。手状从“采”、“为”、

“爰”、“受”、“孚”、“妥”等字可以证明。后来才指“人的指甲或趾甲”和“鸟兽的

脚”。

爪 爪爪

“东”：“东”字原来是指一种袋子。这种袋子的特点是没有底部，装盛了东西之后用

绳子从两端扎紧。后来专用以指方向。

函豢 豢 崇束东
“鸡”：在早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鸡”是一个象形宇，字形很像一只公鸡；后来演

变为形声字，以“鸟”为形旁，以“奚”为声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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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瓠蔫檗羰鸡
“小”：甲骨文和金文“小”字一般写作三个小竖点，这些点是沙粒，用以表示物体之

小。后来字形才变成中竖和左撅右捺。

^ ／¨ 一卜 卢卜

“生”：字形像地面上长出了一株嫩苗。本义是“生长”、“长出”。其他的意义如“生

育”、“生命”、“生活”等都是由本义引申而来的。

生土 尘 兰 生生

“出”：上古人们穴居在山洞里，一只脚从洞口走出来，就是“出”的本义——“由内

而外”。引申为“支出”、“超过”等。

也必 屿 妈 出出

“阳”：甲骨文“阳”字，像太阳升到了祭神的石桌上方。金文加“／／／”表示阳光。后

来有些字形加上了“阜”旁，“阜”是土山，表示太阳从山上升起。

隧．路 谚 踢 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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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是“枋”的本字，意义是“刃柄”。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都是一把刀的

形状，在刀柄的地方有一短横，是指事符号。后来多用作方圆的“方”。

≥务 专 专 青方

“月”：字形原来像一弯新月。由于月亮都是在晚上才出现的，所以又表示“夕”。在

甲骨文和金文中， “月”、“夕”常通用：到小篆以后，两字才有明显的区别。

月 月

“明”：从地球上看去，天空中最明亮的星体就是“日”和“月”，合起来就是“明”，

本义是“明亮”。

j婷玺 @吵 嗖 明明

“不”：“不”是“胚”的本字。甲骨文“不”字的横画表示地面；下面的须状线表示

种子萌发时首先向地下生长的胚根。后来假借为“不”和“否”。

丽雨 不 雨 泵不

“气”：最早的字形是三条横线．表示空中的气流。后未为了与“三”字区别，上下两

横逐渐变为折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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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_7 专 袤 专．

“立”：一个人两腿分开，直立在地上。本义是“站在”。

叠 公

“果”：字形像一棵树上结了果实。甲骨文的果结得多，而金文则结得大。到了小篆

字上部的果实形演变为“田”，意思就不明显了。

穆寐 栗 累 果果

“林”：两棵树并排着，表示树木多。这种把两三个同样的事物放在一起以表示数量多

的构字法还有“多”、“品”、“晶”、“星”等字。

黥棘 揣林林

由三“木”构成t形容树木多。引申为“众多”、“繁密”。

淼森森

一富箩

立立

霄一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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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象形字，甲骨文和金文“目”字都是一只眼睛的样子，十分逼真；小篆以后把

眼睛竖起来写，就变得不象形了。

零 p 缈‘ 日 目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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