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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通道模式对非汉字圈学生
学习汉字方法的研究

李　慧　张金桐
（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中国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７２）

摘　要：本研究立足于双通道模式理论，通过课堂教学实验的研究方法，探索双通道模式教学

路径的可行性和合理性，以改进原有的学习语言的单一路径模式。经过时间为三周的教学，使用

ＳＰＳＳ软件对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成绩进行比较，进行Ｔ检验的比较。实验结果证明，与单通道模式

相比，双通道路径模式确实对非汉字圈学生习得汉字更高效，并且可以帮助学生在记忆汉字上达

到长期巩固记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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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汉语和英语比起来哪一个更容易学习？这个标准很难评判，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其共性，不同语

言之间必然存在差异。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以词汇为建筑材

料，以语法为结构规律而构成的体系。不同的语言，无非就是发音的差异，词汇的形式不同，语法规

则有些差异。汉字俗称方块字，在外国人眼里，汉字就好像是一幅幅图画，毫无规律，主观臆造，想

怎样画就怎样画。即便是画出来的，也不知道画的是什么，读什么，这就是外国人所认为的汉字难

学。汉字由形、音、义三者共同构成，缺一不可，这就是汉字的本质特点。英语的符号是拼音文字，

看到一个单词就知道读什么，由什么字母构成，然后整体记住单词的意思。随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传播和学习的广度逐渐拓展，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能够将汉语中的精华部分以最简单、最

容易并且能够让学习者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和学习。

本文通过借鉴前人的教学经验和一些成熟的汉字教学理论研究成果，吸收国外二语教学的精

华，提出了采取双通道路径模式进行汉语汉字教学，包括双通道路径书写模式和双通道路径阅读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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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通道路径模式”的理论概况及相关研究

（一）双通道书写模式

图一和图二分别是“双通道”书写模式和“双通道”阅读模式。该模式由ＶｉｖｉａｎＣｏｏｋａｎｄＢｅｎｅｄｅｔ
ｔａＢａｓｓｅｔｔｉ于２００５年正式提出。该模式的主要内容是在学习第二语言书写系统的过程中，研究不同

语言书写系统的人在习得新的语言时，不是单纯学习具体的第二语言，而是习得一种新的语言书写系

统；只有掌握了第二语言书写系统的规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习得第二语言存在的问题和困难。那么，

在学习者自身语言书写系统各异的前提下，通过不同的习得路径及相对应的规则掌握第二语言书写

系统，既要根据学习者自身学习第一语言书写系统的认知习惯，又要清楚地看到第二语言书写系统本

身具有的特点，二者兼顾，探索并选择适合学习者习得第二语言的具体方法和习得路径。

图一　“双通道”书写模式

图二　“双通道”阅读模式

由图一和图二综合来看，本文所阐述的双通道模式是由输入到输出所要经过的两种路径，分别

为语音路径和词汇路径。语音路径的特点是通过语音对应书写符号和语音对应规则来识别语言单

位的读音，然后写出或读出这个语言单位。词汇路径的特点是整个识别语言单位，然后搜索大脑中

已知词库的意义输出正确的语言单位形式。以上两种路径存在于双通道书写模式和双通道阅读模

式当中，对非本族语习得第二语言书写系统行之有效。本文主要阐述以拼音文字为母语的学生习

得汉字为代表单位的汉语书写系统，同样适用图一和图二所展示的两种路径。

（二）“双通道”阅读模式

双通道阅读模式是从视觉分析进入大脑，具有直观性，然后利用输出形式的大声朗读，能够强

化输入模式视觉的记忆。而上面提到的双通道书写模式，从听觉刺激大脑，从客观感知进入大脑搜

索已知词库到确切的用文字形式呈现，形成客观的认识，又重新进入学习者的视觉。由此看来，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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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模式是一个循环往复加强习得某种语言单位的全面认知系统。以汉字作为语言单位，主要是

以形声字为例，在看到汉字具体呈现在眼前的时候，第一反应会很仔细地看，这时大脑会开始紧张

的搜索，回忆有没有熟悉的感觉，或是曾经接触过的汉字有没有类似的字形。这个过程有可能为识

别汉字奠定基础，也可能是制造一些干扰性因素。这时双通道路径就要有所选择，是选择语音路径

还是选择词汇路径联想，还是两种路径联合起作用。语音路径是要根据汉字实际的拼音读音或者

拆分能够帮助识别读音的汉字部件，直接联系汉字所表示的意义或声音，利用声旁对声旁，形旁对

形旁的对应关系自我进行推测，尝试理解。词汇路径就是给出整字，按照汉语作为母语的学习者习

得汉字的方法，先掌握汉字字形，学会书写，联系相关词汇意义，教师给予指导，读汉字音，写汉字

形，理解汉字义的步骤进行汉字教学。但是这样一来就会又增加了母语为拼音文字的汉语学习者，

汉字对他们而言是陌生的语言书写系统，既不了解汉字的由来，也不清楚汉字书写习惯，就是大脑

中不存在对习得汉字的思维系统，所以一切形式的教学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生习得汉字的根本

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帮助学习者理解明白汉字书写系统的特点以及找到适合他们习得汉字书写系

统的路径，在有限的时间内，以最高的学习效率完成汉字教学，并且能够让非汉字圈学生真正掌握

汉字并灵活运用到实际生活中，为以后自学汉语打下基础，尤其是帮助他们提高自学汉语的能力。

三、实验方法

本实验参加前期测试人数共４５人，均为马达加斯加大学生，平均年龄１９岁，汉语水平中等，４５
人都通过了ＨＳＫ１－２级汉语水平测试。实验经过前期测试（试卷见附录一），排除个别程度较高的

学生，即那些已经掌握了部分目标字的学生；再排除个别平时不爱上课，只到考试突击的学生。因

为这些学生平时学习不稳定，成绩浮动较大，会影响测试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性。

最后确定进入真正实验的被试共计３２人，其中实验组１６人，控制组１６人。保证测试的被试

人数相同，确保参加测试的被试汉语水平基本相当，且被试均积极配合，无其他不稳定因素。

以双通道模式理论为基础，在非汉字圈学生学习汉字时（主要以马达加斯加学生为代表），由

于汉字是表义兼表音特点的语言单位，加上学习者自身学习本族语言单位的思维方式通常采用语

音路径。因此本文借鉴ＶｉｖｉａｎＣｏｏｋａｎｄＢｅｎｅｄｅｔｔａＢａｓｓｅｔｔｉ的理论将其应用在习得汉字书写系统中，

并将语音路径和词汇路径联合起来。在遵循汉字基本特点的前提下，在符号教学对象思维惯式的

基础上，将双通道模式理论灵活运用到课堂教学实践中。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论，为今后的对外

汉字教学提供新的思路，这就是本文的理论指导核心所在。

本次课堂实验教学单独列出语音路径的设计，作为与双通道路径教学的比较。这样做有两个

意义：其一主要是针对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因环境而实施有效教学，提高效率，了解教

学对象习得汉字的规律，发现对外汉字教学在提高教学效率上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并加以改进。

其二，就是为以后对外汉语教师在今后教学指导上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拓宽教学思路，找到更

加先进有效的教学方法，最好能够形成理论被广泛应用，为科学发展对外汉语教育事业做好铺垫。

语音路径的使用主要通过直接拼读拼音，另外就是通过构成汉字的部件来记忆汉字。如“记”

和“纪”，从声音入手，先由教师读出“ｊì”，然后举例：我们要把老师讲的记下来；记事本；写日记；将

这些词和句子表达的意思通过对应的英语传递给学生（ｗｒｉｔｅｄｏｗｎ；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ｒｅｍｅｍｂｅｒ），让学生由

汉字“ｊì”这个发音联想到表示的意义。最后写出汉字。为了强调发音，更好地记住这个字及其对

应的汉字，将构成部件分开写，先写“己”，原来学生学过“己”自然熟悉，加上形旁“讠”，写完汉字

标注拼音，剩下的步骤与双通道路径步骤一样。要求学生在笔记本上写出汉字、字音和字义。接着

讲解汉字“纪”，同样听字音，举例：遵守纪律。搜索已知词库，明确字义或者词义的对应关系，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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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通过声音联想对应的意义。最后教师在黑板上写出汉字，仍然先写后半部分，补充形旁“纟”。

剩下步骤同上。

（１）课时安排，每节课５０分钟，简单快速地引导学生从看、听两方面输入跟汉字有关的内容，

再通过读和写输出有关汉字的内容。

（２）实验组：上课人数１５人，以测试试卷中的汉字为例，举例说明双通道路径如何应用与对外

汉字中。

四、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实验共计４０个目标字，数据收集的内容为试卷测试的成绩。试卷测试分为三次。第一次为

讲完二十个目标字，巩固复习１课时后，进行试卷一的测试；第二次是讲完剩下的二十个目标字，巩

固复习１课时后，进行试卷二的测试；第三次是在以上目标字全部讲完并且累计复习１课时后，隔

了１２天进行的试卷三的测试。三次试卷均为马达加斯加任教的教师全程负责测试过程，严格考场

纪律，单人单桌，把握考试时间，无作弊违规操作，避免了个人主观性因素的情况下，将试卷回收并

整理。卷子回收后，请负责测试的两位教师将试卷按照实验前测之后确定的学号按顺序拍照，并以

邮件形式发给我。试卷成绩由本人采用 ＳＰＳＳ软件统计测算，通过 Ｔ检验技术来判定实验组成绩

与控制组成绩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表１　试卷一实验组与控制组测试成绩描述统计

试卷一样本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差

教

学

后

测

实验组第一题 ４７．８１２５ ５．２６９０１ １．３１７２５

控制组第一题 ３５．４３７５ １４．３７５７６ ３．５９３９４

实验组第二题 ２６．８１２５ ５．７１８０３ １．４２９５１

控制组第二题 ２５．３１２５ １３．０９８１９ ３．２７４５５

实验组总成绩 ７４．６２５０ ９．００２７８ ２．２５０６９

控制组总成绩 ６０．７５００ ２６．１４１９２ ６．５３５４８

从上面表格明显看出，试卷一实验组通过双通道路径模式和控制组通过语音路径习得汉字后

进行试卷一测试取得的成绩。试卷测试内容来自前测的汉字，选取其中２０个作为试卷一的测试目

标字内容，学生对这些汉字均不认识，且汉字难度处于ＨＳＫ测试的３－４级，时间为１５分钟，分数为

９６分，每道题３分。主要考察学生对字形与字音的对应关系的准确度。试卷第一题检验学生在单

独识别字形标注正确语音上是否有明显区别；第二题主要是起到辅助作用，在学生刚刚接触新学汉

字时，需要一些固定搭配或者熟悉的词汇加以辅助汉字记忆。这样，从控制组与实验组在试卷一中

取得的成绩来看，双通道路径习得汉字的平均成绩远远高于单纯语音路径习得汉字的平均成绩。

但是在试卷一第二题上，控制组与实验组成绩均值对比不突出。

以下是独立样本Ｔ检验的数据分析结果，被试在学习时是完全按照指导语的要求去做的，被

试的现场表现和书写记录可以证实这一点（例如语音－词汇路径习得汉字之后学生在回忆重复的

时候很积极，很清晰，回忆讲解的意义和分开的构成的时候回答很踊跃）。对被试的试卷一的汉字

测验总成绩进行了独立样本Ｔ检验，结果显示：两种汉字习得路径下，被试中控制组用单纯语音路

径习得汉字和实验组用双通道路径习得汉字，在单独识字成绩上具有显著差异。已知 ｐ＝Ｓｉｇ．（双

侧），因此ｐ＝０．００３（ｐ＜０．０５），由此可看出，实验组成绩与控制组成绩在第一题的学习上存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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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这表明在汉字习得路径记忆上，双通道路径比单纯语音路径习得汉字更加有效，主要对单

独识汉字具有相当显著的作用。

表２　试卷一实验组与控制组的独立样本Ｔ检验

方差方程的

Ｌｅｖｅｎｅ检验
均值方程的 ｔ检验

Ｆ Ｓｉｇ． ｔ ｄｆ
Ｓｉｇ．

（双侧）
均值差值 标准误差值

差分的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第

一

题

假设方差相等 １０．０２６ ．００４ －３．２３３ ３０ ．００３ －１２．３７５００ ３．８２７７４ －２０．１９２２８ －４．５５７７２

假设方差

不相等
－３．２３３ １８．９５９ ．００４ －１２．３７５００ ３．８２７７４ －２０．３８７７３ －４．３６２２７

第

二

题

假设方差相等 １２．７１８ ．００１ －．４２０ ３０ ．６７８ －１．５００００ ３．５７２９７ －８．７９６９９ ５．７９６９９

假设方差

不相等
－．４２０ ２０．５１７ ．６７９ －１．５００００ ３．５７２９７ －８．９４１０７ ５．９４１０７

总

成

绩

假设方差相等 １３．８３５ ．００１ －２．００７ ３０ ．０５０ －１３．８７５００ ６．９１２１７ －２７．９９１５４ ．２４１５４

假设方差

不相等
－２．００７ １８．５０９ ．０５０ －１３．８７５００ ６．９１２１７ －２８．３６８３８ ．６１８３８

实验组总成绩和控制组总成绩通过独立样本Ｔ检验出现了ｐ＝０．０５，即试卷一的总成绩在实验

组与控制组中，自变量习得路径与总成绩为弱相关，结果可以接受，但与预期设想 ｐ＜０．０５有差距。

出现弱相关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是：试卷设计本身在第二题中没有体现出实验组和控制组所采用

的习得汉字路径应有的成绩差异，影响了试卷总成绩有效性检验。

根据试卷一的第一次测试发现：学生采用两种路径习得汉字，在单独识字上有明显差异，而在

理解意义或者应用在词中辨认汉字上，几乎没有存在的差异。

试卷二为了进一步确认不同习得汉字的路径对单独识字的影响，为了保证两种路径习得汉字

在单独识字方面确实产生影响，我们采取调整试卷，专门测试识字，不再加辅助作用的词组。为防

止测验的作弊及主观性，目标汉字随机换了一组，但仍然是已经学习过的目标字。试卷二（见附录

２）分值共１００分，每题５分。表３是两组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４是控制组和实验组在两种路径不

同的指导下产生的独立样本Ｔ检验结果。

表３　试卷二实验组与控制组测试成绩描述统计

试卷二样本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差

控制组成绩 ５３．１２５０ ２１．２０３３８ ５．３００８５

实验组成绩 ７７．５０ ６．３２５ １．５８１

表４　试卷二实验组与控制组的独立样本Ｔ检验

方差方程的

Ｌｅｖｅｎｅ检验
均值方程的 ｔ检验

Ｆ Ｓｉｇ． ｔ ｄｆ
Ｓｉｇ．

（双侧）
均值差值 标准误差值

差分的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教

学

后

测

假设方差相等 ９．７６６ ．００４ －４．４０６ ３０ ．０００ －２４．３７５ ５．５３２ －３５．６７２ －１３．０７８

假设方差

不相等
－４．４０６ １７．６５ ．０００ －２４．３７５ ５．５３２ －３６．０１３ －１２．７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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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是控制组与实验组的成绩比较，二者平均成绩相差１４分，分值相差较大。按照预先估计

及参照试卷一测试成绩的结果看，分数差距略微偏大。表４是控制组和实验组在两种路径不同的

指导下产生的独立样本Ｔ检验，其中统计量的观测值为－４．４０６，对应的双尾概率为ｐ＝０．０００，显然

小于ｐ＝０．０５说明自变量双通道路径与语音路径确实对单独识字成绩产生影响。因此，我们能够

得出结论：即相比较于控制班，实验班学生的识字对应注音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试卷二经过进一步测试证明了试卷一的结果：采用双通道路径习得汉字与采用语音路径习得

汉字在单独识字上成绩确实存在明显差异。由于自变量双通道路径对教学产生影响，学生成绩差

异显著。由此可以证明双通道路径在单独识别汉字方面比语音路径单独识别汉字所取得的成绩要

好，双通道路径的选择与汉字单独识别成绩存在正相关性。

在双通道路径习得汉字上，从汉字最深层次的字义出发，引导学生检索已知词汇库，激发求知

欲并刺激大脑神经的紧张状态，接着连接语音，最后进入浅层次的字形描述上。在教学过程中，通

过相近字放在一起进行讲解的方法，由学生本人主动发现问题，并有所收获。教师通过启发告诉规

律，增强了学生对于汉字从浅到深，从片面到整体连贯的思维转化。

五、结　论

本文最主要的现实意义在于有效地指导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的发展。从单一的本土母语教学模

式发展为适应外国人思维认知方式的汉字教学模式；从单纯依靠字形分析的教学转向字音与字形

兼顾，顺应学习者特点，以音联义的思维模式；从依靠讲解古代造字方法的原理来理清字形与字义

的关系转向现代汉字形声字中的音、形、义三位一体的模块化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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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１
在认识的汉字下面打上“△”，并注音加以解释

啊
!

阿
!

搬
!

饱
!

箱
!

菜
!

抱
!

净
!

静
!

经
!

根
!

据
!

跟
!

剧
!

快
!

筷
!

忘
!

记
!

组
!

纪
!

租
!

饭
!

返
!

倒
!

镜
!

骑
!

座
!

艺
!

值
!

证
!

植
!

迟
!

现
!

整
!

试
!

精
!

放
!

访
!

柿
!

健
!

情
!

把
!

笨
!

辆
!

级
!

忙
!

知
!

道
!

校
!

咖
!

答
!

房

附录２
试卷一　满分９６分　ｃｏｍｅｏｎ，ｇｕｙｓ！　ｔｉｍｅ：２０ｍｉｎｕｔｅｓ
一、给汉字注音（每空３分）

１租（　）　　２饭（　）　　３倒（　）　　４镜（　）　　５骑（　）

６座（　） ７境（　） ８艺（　） ９值（　） １０证（　）

１１植（　） １２迟（　） １３现（　） １４整（　） １５试（　）

１６精（　） １７放（　） １８访（　） １９柿（　） ２０健（　）

二、给词语中括号前的汉字注音（每空３分）

租（　）　　房子　　吃饭（　）　　镜（　）子　　骑（　）马

让座（　）　　座（　）位　　艺（　）术　　值（　）班

迟（　）到　　出现（　）　　放（　）学　　考试（　）

试卷测试二　满分１００分　ｃｏｍｅｏｎ！　ｔｉｍｅ：１５ｍｉｎｕｔｅｓ
一、给汉字注音（每题５分）

１啊（　）　　２阿（　）　　３搬（　）　　４饱（　）　　５箱（　）

６菜（　） ７抱（　） ８净（　） ９静（　） １０经（　）

１１根（　） １２据（　） １３跟（　） １４剧（　） １５快（　）

１６筷（　） １７忘（　） １８记（　） １９组（　） ２０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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