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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基本字帶字」識字法對小二

學生認記漢字能力及興趣的效應

主少霞、蕭美歡、梁成安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本研究之要探討利用「基本字帶字 J ~我字法對澳門小二學生認記漢字

能力及興趣的效應。用「基本字帶字 J 及 r I適課文分散 J 兩種方法擬

定由次訪、後測試試卷反三份問卷，對- #1 ， J、二學生進行實驗教學，

一方晶指導他們根據形聲字中形旁表義，且在』旁糕音的構字規律去認吉己

漢字;另方晶買IJ 沿用「臣是課文分散J 識字法進行比較。研究結采顯示，

學生使照 r 基本字帶字」識字法有綴著的故應，立豈能使他們積拯五動

地學習，由此可見 r 基本字帶字 J i織字法有助學生增進認古巴漢字的

能力及提高學習識字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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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及背景

「對於以漢語為怨言富的人來說，語i字是他攀援文化、觀發智力的第

一步，也是他一生中學習其他本領的基礎 J (許寫磁， 1999 '真

136) 0 1可以勝、徐家良( 1995) 指的識字是兒愛從選用口語過渡到

學智慧!f flïî語約最初義本環節。小學生皇室主要吉普一定要女蠢的漢字，才較

易理解文慧和逢周毒面諮去表達恩怨，與人溝通。

由於漢字主存在「三多三富麗 J 的問題，即字多難記，形多輩輩

苦苦，吉普多難盡買書草原lZSI (童聲錫金， 1999) 。學生閱讀新課文縛，每過

生字新詞時，往往被~J3.礙布不能順利閱讀下去，逛街影發對課文的

理解。語喜怒如 (2000)認為:這不像影響他們的學業成綴，斑駁寞

的是打擊他們的學習興趣，以及對漢字產生莫名的恐懼。

學生初學漢字的難點主產品的記字形，因此必須探繁影響學生掌握

字彤的各種因素。根據朱作仁( 1984) 有關錯別字調瓷的統計(見

表一)得知，學生對漢字辨認錯誤，以「形銬J 多於「苦苦錯 J 和「義

銬」。錯別字的出現洞口年商會有關;錯字的多少和年級的高低成反J:t;

錯字的現的頻率跟若望畫畫、約機有關。

表… 錯別字調查統計表

1 、四年級 60.99% 23.38% 的 65%

陳弘( 1991) 提及，合中忠孝儲小許麗鄉等四位教師曾統計

二年級學生作業的錯字在一年級學遜的漢字中共有130餌，別守在有31

妞，一年級學過約漢字共3661磅，鉛字佔37% ' jj日字仿8% 。

從上述錯字發生k的情況看，教晶石必須針對字形教學作出檢討，

會幫助學生記住字形。

根據{小學中國語文課程綱要}中列明，在藍藍個小學路段，學

生至少認識2，500翎漢字。要能買賣準字膏，認清字形結構及室整頓，了

僻字義，並能正確地華書寫、道用(杜文緣， 1994) 

澳門大部分小學使用「隨課文分散 J 識字法，從書整個小學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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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識字主要和種辦課文闊步進行。但{尋樂泉、張-ì會( 1999 '賞

自7) 指出 r 邊讀書遂哥說字，把譏字寫於翎買賣之中的分散識字法，

是單單字教學少、慢、差、變的主要原函，也是誠字教學長期存在的

主要向題。 J 與此間峙，很多老師在教授初小學生時，較為著重指

導學生溪字的童在j嶼，忽略了字形結稽的指導，著學生反毒室抄寫、背

吾爾及譯文苦苦，不能充分敢動學生的記憶，答易豆董~錯別字。相反，如

果教師在進行識字教學時，能夠辛苦重重強化漢字形、吉普、苦奮的特徽，

配合有效的教學法，能引起學生的興趣，築中他們的沒完盡力，有效

增進認記漢字的能力。

因此，為了增進小二學生認記漢字的能力及興趣，研究員希望

透過本研究 f基本字帶字 J 教學，指導學生一些基本的字樂章O~哉，

包括音的齒的表談知識、畫筆努約表吉普知富麗和組字規則知識，來輔助&.

補充傳統複論與抄寫的練習，從而了解一般學生的學習成效;並比

較「隨諜文分散 J 言語字法對學生的成效直是異。 i市本文所指的學習成

效，是學生能否在一般小二程度選擇是藍中認記lE軒在漢字。

本研究的白的，主要有以下三點:

1 採能「基本字字會字」識字法的主實施，對增進小二學生認記漢字

能力的效應。

2 通過「基本字帶字 J 識字法的教學活動，提高小二學生學習漢

字的興趣。

3. 綜合研究結果進行反思，提出建議以供參考披露試在教學中變

錢。

文獻探討

識字教學立三重要有 r 集中識字 J 及「隧課文分散識字」兩種形式。本

研究捉到的「 i藍本字帶字 J 識字法就是集中富強芋，的一種。

「集中富麗字 J 主uÞ閻傳統教育織字教學中有很長的歷史，但有

記載的文獻草草書平在 1958年也遼寧省黑山縣北驕實驗學校開始， 1960 

年北京景山學校由IJ入試驗，他們首先在漢語拼音、錢盡量在麟、主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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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和{為苦苦都當這四個教學的主義礎上，按照同音鈴聲員、 n手畫筆字皇軍類、

基本字帶字等方式指導學生識字(何以總、徐家良， 1995) 

「集中識字 J 是一積突出字形規律的識字法。搭建字的形聲筆字

{古平~90% '主主形言學和字義緊相i紛繁，能EI3辨認字形，由形責日議。如

「胡 J 加「水 J 為 Cj胡」指湖泊;加 T米 J 1高「熾 J 指租車糊;加

「虫 J :t.話「撕 J :f攝蝴蝶，也就是說，形努己對漢字進行了初步襟畢露，

從而把學習識字從「學?彭金日畫畫 J 變成了 r見形知是語 J 大大縮嫁了

學習認紀的過綴(周健、尉萬傅， 2004) 。因此，從形聲字切入，

形旁若覺蓋章，撞車旁標膏，苦苦、形、教緊密結合，辛苦助識記。由於本研

究教授對象為初小學生，故較適笈考慮以形撞著字閱始，立在反擴展到

其他字的 C~惡本字機字 J 識字:法的1:11碟。 r 主藍本字帶字」方法的產

生標誌著「集中識字， J 也沒君主漢字的語音規律至3字形規律與字音規

律就遷，成為「集中單單字 J 最主要的識字方法。

f基本字帶字 J 識字法通過給鑫本芋，加偏旁都曾約辦法「歸類

識字 J 引導學生利用熱芋，記憶金字， 1史學1:能夠聯繫漢字的形音

違章(謝錫金， 2000) 。這種識字法嗨!可樣非表義偏旁的1芋，也歸直到j

形撞車字去學。如主基本字「裔 J 在 C f菁、自譜、懦、懦、諧、自青」中

並非表苦奮偏旁的字，但因這些字在字形結榜上都有共同部分「吾吾 J
自「青 J 帶出 C ì菁、自青、清、自青、諧、自青 J 也掌握一{路是基本字，

帶出一大串有聯事穹的漢字，易舉易記易毒室握，有助學生攀援構字規

律，形成學習遷移(陳弘鼠， 1991 ;主要錫妾， 1984) 

r 集中識字 J 在質施二十年來，從主實驗教學的結果顯示(郭林、

張的蓉， 1991) ，學生在這積教學法下學習，確貨可以在兩年內學

到2，500個字獎賽宜，而歸草書施該教學法的教師，亦認為對學生的負擔

不靈。

主要壁的原因是:在教學過程中，教都能比較充分的利用漢字的

機字規律來組織教材，利於學生記憶;學生如按照漢字的構字規律，

集中識字，能讓他們較易等重握學習的主動權，有利提高其學習興趣

和智力發展，以及提高閱讀和寫作的效率。

傳Ji:#í' (2001) 指出，根據皮Q傑的「認真日發展階段 J 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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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級的學生是進入具體還算階段( concrete operationa1 stage) 。

他們的認真日活動通常嬰借助貨物或具體的經驗而進行，對漢字學援

的過程是從具體到抽象。在觀察字形峙，往往只留意劉漢字的黨員辛苦

特徵泊忽略其他細微部分，所以教師際通過指導，結合形、音、議，

突出字形特傲，引起學生法是當細微部分，才能增強識記效果。就以

rj腎、蜻、情、晴、諧、 E青 J fi告例，引導學生注意這些字雖音近，

但字的偏旁是不間的，詢意義也主要。

而在「集中識字」中 r裴本等:帶字」約方法正好是一稜以字

形為中心、以熱字帶生字的識字方法，有助學生具體及形象化的認

記漢字。正如顧室主海( 1996) 提到 'EÐ於教師注意形象地分析字形，

發展了學生的形象思維能力，當教師敢發學生動腦筋想辦法記住字:

形時，學生非常感興趣，思維十分活銬。

此外，學生識字的最終罰的就是為了「盡早關發 J 閑言費能力

形成得越卒，對學生的綜合發展效果越好(史榮光， 1991) 。從理

論上看 r集中識字 J 能夠提早發展學生的閱讀能力。「集中單單字」

在低年級堅持以識字溺愛點，以「主基本字帶字 J 方式先集中識字，

後大量重閱讀，有利於識字的鞏間和選用，使學生入學後的二年內

主義中學習2，500個常用漢字，立直在毒草字的陶亞幸受到聽說已讀書害的綜合訓

練，提早進行閱讀和寫作。

另一方筒，郭林、張間若( 1991) 指出，在形遊字組中有意義

相間的部件，就可促進學生對這些漢字的認知敏感度，又可提高學

生的注意力，增進對此組漢字的學習效果，易於記憶。問樣 r 集

中輩輩字 J 的根本點楚「基本字帶等 J 當學生學過「基本字 J 1'[1一

些相闋的衰草草偏旁的知識後，便開始以組為單位學習漢字，這樣可

以笑出漢字字形的規律性，和於學習和記憶({等樂泉、張-ì霄，

1999) ，從沛減少給別字。

所謂「隧課文分敏章說字」就是寓識字於閱直蜜之中的教學方法。

在該字聞始的時候，著主監字音、字形的教學，然後隨著課文教學將

亟需品移向字議。

f 隨課文分散」單單字法，是南京的綴學院附路小學新藍藍老師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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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創始的。它是司還以「字不離詞、詞不再提句、句不擋住文 11吾

友草書識字原則的教撥法，強調把字詞放我具有盟的諾言環境中來感知、

海解和攘攘{陳弘話， 1999) 

何以單單、徐家良( 1995) 指闕 r 隨課文分散 J 識字法的主要

優點是通過錯境制約，結合言語、句等內容進行教學，有助學生更具

體、準確地耳里解和;掌握漢字。此外，的於所教的漢字會隨該文分散

出現，每諜的罰單字竅不多，蓋在結分斂，學生較易掌握;加上剛學過

的漢字就在練文中及時君主碗， 1更於學f色記憶。只要教都能遵循「隨

課文分散 J 該字?去的教學原則去關懷識字教學，能大大提高識字教

學的效務。

綜合本主主所述 「集中識字」主要依據漢字中的有很大比例的

形聲字的規律，以字形3萬中心組織漢字。而帶出漢字的「主義本字 J

大多是熟字，或一個共悶部件(基本字) ，學生在識字時可以利用

已有的知識經驗，化簡1為易，利於識字過程的遷移，提高認記漢字

的能力。

「隨課文分散 J 強調在其背擎的諮言環境中識字，依據課文內出

現的漢字，分散學習十幾{間字，透過細詢、造句等形式加深學生對

所學溪字的印象，增加識字的途徑和趣味性。這種方法寓言說字於閱

讀之中，在普車字的伺縛，通過吾吾境發展學生的語言，從前培書畫學生

哥華字的能力。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實驗研究法及問卷調查法，分別探討「基本字帶字 J ~裁

字法在增進小之學生認記漢字的能力及興趣的效應。

本研究分開卷、前測、實驗教學和後濕ITI1Y絢步驟進行。質驗之

前，研究員退出20組字(每約4個字)作為教學內容，這些字支嬰摘

自《學生易混宇:多苦苦字辨析詞典》及多套澳門現待大部分小學所採

朗的香港小敏中關語文章程本。有些長字是受試者一年級時學過的，如

「沙」、 f 故 J 、「言重 J 草草;有些是受試看未學逸的，分別收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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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下學期至凶年級的話文課本肉，如「盼J 、可恥、 r 監委」

幸事。研究員依據以上20組字，分別和ffl r 基本字帶字 J 1主「聽課文

分散」識字法設計的節實驗教學諜，然後按教學內容分別設計四份

試卷作為前、後測，目的在於了解受試者接受教學前後的單單字:情況。

接f聞研究程序如下(見表二)首先安排主是試者撰寫一份閥卷，

了解他們對中文的興趣，然後闊的節課進行主靈驗教學，每窗îi405H渣。

大致依 f 吉ûì目j 抄教學→複習→後測 J 毒草步驟遂行。錄節課的前後測

皆局向一份卷。

第一、二節採為 r~藍本字幣字」單單字法。這是因為至是試者在接

受重實驗都一直沿用 r ~道祿文分散 J 誡字法，研究員希望先用新方法

(丟在本字帶字)吸引他們學習。主實驗後所得的結善農F自以檢5E新方法

對增進學生認記漢字的效應，以及對中文約興趣。第三、的節與IJn豆

豆員採約五藍約 rßj童課文分Il!i: J 誠宇:法。因為學生已經發受過新方法，

這樣安排可以方便學生作泌比較。主實驗後所得的結果用以檢定警方

法對增進學生認記漢字的女生隊。受，試者需於每隔節課後填寫一份問

卷，用以收集受試者對不閱單單字法的瞥見。

基本字帶字識字法

闊的

了穌受訪者對中文的興起盡情況。

考核受試者能被根據形聲字的結構

特徵認紀漢字。

了揮受試看對使用「基本字帶宇. J識

字法的:當兒。

研究設計大網

里奇施程序

為卷哥哥直是(一)

第一節 r義;本字帶字 J識字法

第二章ur~基本字帶字J識字法

許早卷調查(二)四

考核受試智能否很擔艾滋認自己漢字。
第三節'1縫哥華文分散」識字法
吉告別節f隨課文分散」識字法

時卷調直是(三)

五
六

由於室靈驗教學的安排主要得到校方行政上的3支持，故不能設控制

綴，在沒有給制粗的限制下，以上的研究設計己選較為可做的。 i可

樣的此原紋，本研究亦只有的節課的主靈驗教學，雖然時段不是太長，

但仍可作某程度上的參考。自後辛苦得到更多的文持，可放|設控制組，

加晨2實驗研究的節畢生和作更詳細的研究。在整個研究過稜中，受試

了穌受試者對不閱單單字法的意兒。-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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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的辛苦不同的識字法進行比較，選出一種較能增進設、記i漢字的能

力，以及較弱提高他們學習中文興趣的給字法。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小;二學1:ll，研究對象，共45人，男生E25人，女生20.人。

這學校在逍內是一所程度直普通的學校，受試斑紋的中文程度胸中等，

對中文頗有興趣， ~果2重表現比較清撥;受試者的家庭背景腐於低下

}薇，大部分學生的母童男替他們混習。在2實驗諦，受試者在以往的語

文學習中，踐經在分辨形近字的練習題中，對 r~基本字 J 有初步的

接觸，亦對部分偏旁、部主穹的意義有所了解。

測卷、問券及實驗教學內容

本研究包括四份前後測試的試卷，聞節變驗教員與設計及三份向

卷。問份前後測試卷的目的是測試學生認記漢字能力，以選字形式

設計，以便檢Æ受試者對漢字的認知、辨蓋在及膝ffl能力。

第…、二二份測試卷是根據 r~基本字平靜字 J 言說字法的特點設計，

內容以形聲字為教學用字，分為5吉5分，共2日星星，每部分均有一個「基

本字 J 放由此 f 義本字」帶出4翎形近字，蓋章受試者按提示在句

子中壞空里，藉此認靈受試者能否按形撞車字的結構規律認記漢字。例

如，試卷提出四餾填充問題，此問題的正礁答案分別是「炒」、

「沙」、「鈔 J 和「砂 J 試卷於是要求學生k將此四箏，配對四個問

題，以便考食學生認記漢字能力，如此類雄。

在這研究中，我們只要求小三學生分辨形狀相似的學字，不陣

將具體字和喜舉辦相似的字寫分類。如在以上例子中，只將「炒 J

「沙」、「鈔 J 和「砂 J 閱字歸一大類，不再將 r 1:1> J 平日「砂 J 縮

分為一小組的異骨體字，而「鈔」和 f 炒 J 又分為另一小組。在日後

的研究中可以考慮更詳細的分級方法。

第三、自份測試卷是根據「隨課文分散 J 識字j茲的特點設計，

整份試卷分為5部分，共20題，每部分均有4個苦苦、形、義皆不相同

的漢字，富麗受試者按m;:r在句子中填豆豆，藉此測量受試者能否按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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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意思認記漢字。以上的份測試卷的內容，部分漢字是受試者以

前學過的，有部分則是沒有學逸的。實驗教學內容與測卷相互配合。

除測試卷外，本研究共有三份開卷，圓的為盡量皮學生學習漢字

的興趣，三份問卷在不洞的時候查詢學生對學習的興趣，間卷二及

三分別查詢學生對 f基本字帶字 J 及「隨課文分散 J 蓋在字法的意見。

簡卷中共問題自所得的絃泉，可以反映受試者對不問識字法的喜歡

程度，並能檢定受試者對不向識字法的影響。

研究結果分析及討論

研究結果分為三大部分(一)以漢字作主基礎，分析每倒溪字在前

後ìØ 的差異; (二)以學生作基礎，分析學生在前後瀾的差異; (三)

問卷給果，分析學生在研究過程中興趣的變化，以及對悶在童教學法

的意兒。

(一)以漢字作基礎

在第…次討試(兇附錄一) ，已學過的漢字，從約泌成驗顯示，

各單麗的簽;對率均在80%至 100%之間，根據妥，試者的程度，成綴頗令

人滿意。其中第6題的「漪 J 字及第9星星的「諜 J 字，全部皆選擇芷

傲。除了的為己學遜， t位凶這些漢字能竄接談形聲字的結構去認設，

易於記憶。在接過教學，從後ì~tl成績顯示，各m皆有進步，其中第8

題的可背 J 芋，答對三餐高達 100% 。第 15題 f粉紅色」的「粉」字，

可能間學生常去告或其他lìSI樂，前後測試的成綴( 80%及88.89%) 沒

有明顯的進步。但除此之外，其餘的答對率高達97% '顯示他們已

懂得利姆形勢字的結構攪得去認5日漢字。

在何一測試中未學過約漢字，受試者在前測的成綴相對哥哥言較

不理斂。其中第 16趣的「芬」字及第17題的「燥 J 字等，答對毒草只

在40%至~50%之潤，成最讓較量是，這徐 n民未學遇有關外，也反映出受

試者仍米懂得按彩畫筆字的結f龍去認記。經過教學，從後測成纖顯示，

各題皆有明顯進步，其中第2星星的「鈔 J 字及第3題的「炒 J 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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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的形勢結機十分明顯，受試者較易吉思記，放此書年對司這瀉遂97%

以上。顯示受試看經指導後，能談衍生發字的結構規律去認記漢字。

有些字如:第14荒草「氣氛J 約「氛 J 芋，可能對小之學生較為困難，

前後測試的成績沒有明顯的進步。

第二三次測試(見附錄二)取第一次測試泊的相同，但程度較高，

朱學過的漢字楚從三、四年級的語文課本內尋找的。主E己學過的漢

字叫1 ，從前沸l成績顯示，除了第問題的 rt會」字外，主主餘各單單的主事

對率教70%至~100%之楠，根據受試者約程度，成緣一般。其中第 1趣

的「姑 J 字及第 13題的「消 J 字，在前測中，全都皆正礁，這除了

已學過的串串係，也因還是主字能商品援按形星星字的結構去認記。教學後，

從後測成綴顯示，各星星皆有進步，其中第2趣的「千古 J 字及第3題的

「估」字等，答對率高達 100% '叉車車各題高達80%至~97%之筒，顯

示他們已懂得利用形發字的結構規律去認記漢字。有些字如:第問

題「手機」的「槍J 字，不易被受試者依據形聲字的結構規律去認

記，故此前後測試的成績 (60%及88.89%) 沒有明顯的進步。此外，

第 10題 r~星期」約「期 J 字，後損tl~續資較前測成綴低( 95.56%及

91.11%) ，這可能是受試者在填寫後測卷時偶一不慎或綴遍重實驗教

撥後抱搭車字混淆的結果。

在米長轉過的漢字中，喜古詩詞的成綴逆不灣想，的不是在他們的認

知範齒。其中第 17題的 rí倉 J 字及第 19趣的 ri倉 J 字草草，答對喜事只

在55%直至63%之間，成績較楚，反映的他們仍末'1獲得按形勢字的結構

去認記。經過教學後，從後測成綴顯示，各燈管有明顯進步，其中

第2題的 r枯」字及第3遁的「他 J 字，形撞車絃橫十分明顯，較容易

認記，主事對率高達100% '顯示受試者經t領導後，能夠利用形聲字的

結構規律去吾吾吾己溪字。有些字如﹒第7撞車 f 一根」的 r根」字，不

易被受試者依據形聲筆字的結構規樣去認記，前後泌的成綴( 73.33% 

及鉤.00%) 沒有明顯的進步。

第三次測試(兇附錄三三)使用「隨課文分散 J 識字法進行測試，

闊的論受試者對 r~基本字帶字 J 及「隨課文分散 J 哥華字法作出比較。

夜已學過的漢字咐，從前測成績顯示，大部分題目的主事對主軒在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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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97%之間，其中只有第1趣的「雲 J 字，答堂t"!拉遂 100% 。根據受試

者的程度，成績不太理想，因為這些漢字，受試者很早已學過了;

但是，由於他們在前ìl!U j過程中，需要依據題目的意思配上合適的漢

字，倘若學生未能綴解句子的意恩，他們很難從中選擇合適的結果，

便會出現胡亂填寫的惱況。給過教學後，從後草草成績顯示，各單單皆

有騎車蟹的進步，其中章程3臨的 r 歇 J 字、第9趣的「麗」字及第 13題

約 r 然」字:等，答對率高達 100% '主主餘各撞車的答:對率在90%豆豆95%

之間，顯示他們已懂得按文章的上 F文邊去認認漢字。

在未學逸的漢字中，受試者在前泌約成績立在不理想，由於不是

在他們的認知ÍjÍÎl餒，故此，很難依據文章內發撰寫答案。其中第 11

題的 r 發」字、第12題的「摔 J 字及第 17題的 rH要」字:等，答對喜事

只在E35% 王三50%之憫，成績較妾，反映出受試者不續得按文章的上

下文海去認記溪字。經過教學後，從後ì~U成綴顯示，各單單的成績皆

有進步，尤其第15星星的「星星 J 字、第17星星的「展 J 字及第19蠶的「潑J

，受試者經指導後，明白它們的意思，使較容易填寫答案是以

要里的調U比較紛登很大，介乎30%直至40%之間，顯示雪是試者能按文章的

上下文邊去認記漢字。

第凹次測試(見附錄四)跟第三次測試闊的相筒， {且千里m'較高，

大部分米學逸的字是在三、四年級的語文謀本中。在己要發逸的漢字

中，從前測成績顯示，大部分是藍白的答對豆軒在68%豆豆93%之間，成績

不太理想，巨認為這些漢字，受試者很早已學過了。三巨閔琦能在這前

讀i過程中，看客要依據題目的意思、配上合適約漢字，倘若受試者宋能

理解句子的意思，很難從中選樑合適的結果，便會出現胡亂填海的

情況。給來反映只手吉部分受試者能依據文章內容的違章怒，腿上合適

約漢字組句。經過教學後，從後話語成綴顯示，各單單皆有明顯的進步，

其中第7憊的「眉善 J 字，答對率遠100% '主主餘各題在90%至95%之間，

顯示他們已懂得該文章的上下文海去認記漢字。

在米學逸的漢字，受試者在前測的成績較差，間為這些字不是

在他們的認知範E宮內，故此，很難依據諜文內容填寫答案，所以成

級主堂是…個正常的現象。其中第1題的內以 J 字、第2星星的「草鞋 J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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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 19趣的 r 盆 J 字，答對率只在44% 至50%之間，成綴較量量。這

除了朱學過的關係'也反映出他們不償得按文章的上下文耳里去認記。

經過教學，從後滋u成績顯示，各髓的成綴皆有進步，其中第5題的

「搖 J 字及第19題的 r綾 J 字，受試者經指導後，明白它們的意思，

使較易填寫答案，與前測比較相丟在很大，介乎26%至~35%之筒，顯示

受試者已能該文章藍的上下文耳里去認5日漢字。

(二)以受試者為基礎

研究員根據四次測試之前後測的平均醫生及標首長澄的差異情形(見

表三三) ，進行以下的比較分析。

表三 四次中文懿字5KUli甜的前後，即試總成積 (N = 45) 
節斂 使用約識字法 測試 平均分 車車準釐 相;發 Effect Sìze 

基本字帶字
自IJ測 15.38 3.42 

2.98 1.08 
後測 18 .36 2.08 

器i本字平當
泊湖i 15.93 3.35 

2.31 0.82 
後測 1日 24 2.29 

草堂串串文分散 wl揖I 14.29 4.54 
3.69 1.04 

2童話lU 17.98 2.54 

四 隨課文分散
草草測 14.07 4.41 

3.51 1.01 

結果顯示，受試哥哥在四次測試中，全部後草草Ut尋分高於前瀾，所

有Effect Size皆大於0.8 '顯示後瀾的增績為「大 J 可兒受試卷經過

教學，均純增進認記溪字的能力。問!縛，研究員分別就兩積不同識

字法之部、後測的平均數作出比較。結果顯示，使用「基本字管字 J

識字淺的前、後瀕u平均分瀉於使用 r隨課文分散J 識字法，表示經

過教學後 r基本字帶字 J 識字法的礎較有效增進受試者認~ê漢字

的能力。

男一方面，就爾績不同識字法之前、後測的樣發送來看，使用

「隨課文分散」識字法有較顯著的豈是獎。這情況跟研究設計有巒切

的關係'因為重主做研究分別利ffl四節課進行，每節皆有蘭、後測及

實驗教學，而鼠前、後測試卷的內容是一樣的。由於受試者在使用

r'j~果文分散 J 富麗字法的的測得分較低，故此，經過教學後，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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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教學內容具有短期的保留效果，所以在後測約得分有較大總皇室

的進步。而使用 C;!基本字帶字 J 識字法時，受試者在前讀u取得的成

直覺已令人滿意，處於 個較闋的水平，經過教學後，後測的成績也

提高了，但差異不火，這是一領lE常的現象。

總J舌而言，使F目 Cl基本字平靜字 J 識字法，受試哥哥較易掌握漢字

的構字規律，對增進認記漢字的能力有較為效應，使用「藍藍課文分

散」織字法，只要受試者了解文章的意思，便能較易掌握漢字的彤、

王芳、錢，亦能增進認5日漢字的能力。

(三)問卷結果

從表的問卷結果顯示，大部分學生非常;同意新方法 r基本字帶

字 J 更加草草易認記漢字、使自己認識漢字倍增和增進認記漢字能力

的均有31和38位，而非常閃念喜歡新方法和覺得新方法草草鬆又有趣

的分別有32和 36位。

豈是因 學生主對新方法 F是基本字帶字」的意兒 (N = 45) 

項問 間蔥幾問意 蔥昆同意不I司意
新方法有助我寬容易準擺地諒自己漢字 38 3 3 。
新方法能使我認澈的漢字數蠶倍增 31 11 2 。使馬新方法能t曾進認記漢字的能力 33 8 3 。
松對於以前，我較喜歡間新方法進行

32 自 4 。單單字學習

使用新方法進行譏字學習，我覺得既
36 5 4 。 。

著覺五顯示大部分學生均認為 f基本字帶字 J 該字法有劫認~c漢

字、較弱增加認誠漢字數量畫、較有效增進認言己漢字能力，大部分學

生較喜歡 f基本字帶字 J 誠字法進行學習和覺得它既經鬆又辛苦趣。

發六顯示三次偶卷中學生對中文興趣約變化(一)我對中文

的興趣濃痺， (二)我上中文章程會特別留心聽諜罪日(三)我會主動

學習中文，以上三條撞車因為以靈皮學生對中文的興趣，每次問卷均

列辛苦。結榮發現在「非常阿克軍 J 這一i設項咐，在街卷之中有較多的

頻率，顯示在「基本字帶字 J 教學之後，學生對中文、上中文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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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J 」

識字法 識J宇:法 不知道

哪-繼識字法有njJ你更加容易準
35 5 5 

隨地認訟漢字。

哪一種識字法較易增加18、醫忠誠的
32 8 5 

漢字數主義?
哪一穢識字法較有效增進你認自己

33 6 6 
漢字的能力?

你較早喜歡使舟哪一穢串連字法進行
35 5 5 

識宇:學習?

使用哪一穢草草字法進行串串字學習，
30 4 11 

你會覺得縣級鬆又有趣?

表六三次問卷中學生主對中文興趣的變化 (N = 45) 

項包 非常伺荒草 幾間還 沒有意見幾不|司意非常不需豆豆

幸免對中文的
問卷 31 9 2 。 3 

興趣濃厚
翎卷二 32 8 3 
問卷立 28 9 6 

說上中文器裝 問卷一 21 21 2 。
會特別留心 r.~卷二 26 16 2 。

聽器裝 問卷立 24 13 5 3 。
設會主動學

問卷一 18 19 7 。
吾吾中文

問卷;三: 29 13 2 。

主動學習中文的興趣相對「隨線文分散 J fi百霄均較為大。若結合主要

閥、發五和若是六的數據，不難推測「基本字帶字 J 相對， I種課文分

散 J 而言書對提升學生學習中文的興趣有較大的效果。

結論及建議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義本字型音字 J 識字法能否增進小三學生認記漢

字約能力和提升學管漢字的興趣，得出以下的給論。

一、問次中文章說字測試經過前、後測的成綴比較，全部受試者在後

測的成綴比前i則有顯著的進步，顯示受試者終過資驗教學後，

均能增進認記漢字的能力。



基本字帶字識字法 125 

二、受試者在使用「基本字帶字 J 識字法的郎、後測平均分哥哥於使

用「隨課文分散 J 識字法，是覺7l'經過教學後，使鬧「基本字帶

字 J 織字法，受試者在認記漢字能力表現較為售量於使用 r 隨課

文分散 J 識字法。

三、從 r~基本字帶字 J 識字法的後浪tl明顯高於的草草l成鱗，顯示妥，試

者能在一組形似字中找出 r~基本字 J 後，根據榕闋的偏旁了解

字義和分辨其真悶，達到以綴為單位學習漢字，有助記憶。顯

示以形畫筆字，作為教學材料進行識字教學，的確有助受試者通過

問音歸類和突出字形規律的方式認記漢字。也閉路、了事[1林、張

問老( 1991) 的研究發現。

四、雖然受試各使用「隨課文分散 J 識字法所得的測試成績不及「鑫

本字帶字 J 誠字法，但經教學後，主主增值較快，因為學生在教

師的指導下根據文章的線索理解去分析漢字的字形特1毀，當學

生了解文義後，便能逐漸掌握漢字的構字規律，從前增進認紀

漢字的能力。

要售書畫上 r 隨課文分散」的好處是在5歲字的同哥哥能令學生認識

相串串「情境 J 這是 r~基本字帶字」不能做到的。但 r~基本字帶字 J

的好處tE於能把教與學的精力集中在認該學字上，而「隨諜文識字」

單單「分散單單字 J 在學與教上的精力並不集中在認識學字上。

五、研究員分別利JtI r i基本宇平靜字 J 及「隨課文分教 J 識字法指導

受試者認識漢字。從測試結果顯泳，有些被認為適合三、凶iF

級艘巨室的漢字，受試者也能認吾己出來，這結果反映的主學生餓芋，

的潛力，ñJ透過遜灣的方法引發的來。

六、從問卷由選查的結柴可以知道，經過便為「基本字字音字 J 單單字法

後，受試者能夠通過激察、聯想、比較及分析，了解漢字結構

的規律，有助他們容易記住字形，凶此在學習過程中，受試者

明顯變得三E動、積極，顯示受試者喜歡使用「基本字帶字 J W鐵

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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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撥開卷調義的結果顯示，使用「基本字帶字 J 織字法，受試者

大多能真正投入課堂中，對認識漢字表現異常投入，很喜歡上

識字諜。由此可以看的， γ倡導各項教學法時，學哥哥們都絲不

關培養學生的學努興趣，只要他們有興趣，便會不斷扇動吸收

新知識，源源不絕。 J (顧家主章， 1996 '真 49)

結合本研究的過程和研究結果，現提出下列建議。

一、教學方面

l 在現行的識字教學中，滲入新式的教學法。

本研究使用「主義本字帶字 J 單單字，法，從主實驗絃果顯示，有劫機

退學生認自己漢字約能力，但若畫要真正施行$U學校藥，則必須將現有

的課程經過剪裁及護理，才可付諸蠻行。囡此，為兔課程受到影響，

又能改善識字教學，研究員認為可以在傳統的教學寫滲入一些新式

教學法作輔助。例如教飾"J指導要靠生自己分析字彤，利用學過的漢

字:進行比較，鼓勵他們用自己的辦法記住字形，有助加深對漢字的

記憶，也可發揮自學能力。

2 教師充分做好課前的主事備，有計釗地進行識字教學。

進行識字教學星空有系統和言十翻，教向前應以學生為中心，找出一

些是適合他們的方法加以選用。上當事前，做好準備工作，以學金己的已

有經驗和生日5歲作為主主礎，把將要施教的內容有計畫tlJ也組5歲起來，同

詩，通過各潑不同的練習形式，吸引他們學習，如透過朗讀、自己詢、

a"錫等活動，將所學的漢字反經遂用，加強漢字中形、賢、義的聯

嘗嘗，增強識5日效果，務(更要發1:在多姿多采的字重重運用中，逐步提高

認記漢字的能力。

3 教師宜吸取兩種識字;去的俊點，採用逢集中識字i是閱議。

從軍實驗結榮顯示 r基本字帶字 J 及「糙課文分散 J jl眉績單單:宇:

法都能取得了較好的教學效果。由此可見，不同的識字方法均有各

自的優越性;俊不論何種織字方法，都得i主巨富運用漢字形、晉、華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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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點，並克服或獨綸哇!身織字方法之不是。所以，進行識字教學，

教都3言，採用多種形式單單字。正如朱作仁( 1984) 指出，若能吸取了

兩家之矣，辛苦紛學生理解和發 líID漢字。

二、研究設計方面

1 本研究的於妥單單境Jifr[跤，只能就研究員任教的一班小二學生進

行軍實驗教學，故沒有「控制組 J 及「比較組 J 因此，主實驗所

得的結果只能反映受試者的情況。如身是能夠嘗試以更多不悶程

度及能力的學金，做一個較有系統、較全崗的研究，相信給英

獲確地了解學生認記漢字能力的發展情形。

2 本研究以選字形式進行測試，固的我於考查學生對字華麗的認知

罪惡辨審議能力。由於1:E凹次中文ìl!~試中，學生所取的得分較高，

顯示學生的認知及辨析能力很強。但從測試角度看，選字測試

較容易，所以他們較易獲取較好成綴。如果主要作進一步研究，

不妨嘗試採用壤字、改給別字有事較為複雜的形式進行測試，棺

倫斯f辱的結棠，將能直在全面反映學生認記漢字的能力。

3. 本研究是對「基本字帶字 J 的一個初步採討性研究，有關初小

學生有聲要學的學字很多，未能鑫錄在本研究中，自後若能擴大

學字數羹， ï'íJ考慮逢周因素分析( Factor Ana1ysis) 等工具分析

.~宇:之憫的內部結橋。哥兒!隙里體字作]l'(絲絨的分~:ll.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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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第一次中文懿字敵後測試(基本字帶字草草宇:去)成鱗鱗計結果

答對百分tt(%)

題號 測試守主 前測 後瀏 相3':(%)

1 沙 * 82.22 97.78 15.56 

2 鈔 71.1 1 97.78 26.67 

3 炒 84.44 100.00 15.56 

4 砂 57.78 95.56 37.78 

5 番話 9 1.1 1 97.78 6.67 

6 t背 * 100.00 100.00 0.00 

7 自肯 2前 91.11 97.78 6.67 

8 自青 * 95.56 100.00 4.44 

9 軍事 * 100.00 100.00 0.00 

10 機 半 93.33 97.78 4.44 

11 顆 86.67 93.33 6.67 

12 巢 93.33 95.56 2.22 

13 吩 71.1 1 86.67 15.56 

14 氛 55.56 75.56 20.00 

15 粉 * 80.00 88.89 8.89 

16 ::; μl'必令 51.1 1 77.78 26.67 

17 燥 42.22 73.33 31.1 1 

18 嶸 60 日 3 82.22 22.22 

19 操 * 自0.00 97.78 17.78 

20 51.1 1 80.00 28.89 

*袋示覺試者已學過的1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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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第三次中文譏字的種瀾試(基本字帶字單單字法)成緩統計絃!l

簽對百分比(%)

題單是 測試字 別扭!tl 後祖1 紹直接(

1 姑 * 100.00 1日 0.00 0.00 

2 結 93 .33 100.00 6.67 

3 估 93.33 100且0 6.67 

4. 故 * 97.7日 100.00 2.22 

5 :自 66.67 86.67 20.00 

6 ~l! 86.67 95.56 8.89 

7 tl! 5字 73 .33 80.00 6.67 

8 痕 68.89 82.22 13.33 

9 旗 73 .33 82.22 8.89 

10 期 * 95 .56 91.11 -4.44 

11 樣 2手 77.78 91.11 13.33 

12 琪 * 86.67 88.89 2.22 

13 j由 的k 100.00 100.00 0.00 

14. 串串 77.78 93.33 15.56 

15 自商 73 .33 91.11 17.78 

16 稍 88.89 95.56 6.67 

17 搶 60.00 84.44 24.44 

18 槍 長 60.00 88.89 28.89 

19 滄 62.22 84.44 22.22 

20 57.78 88.89 3L1 1 

*表示覺試者已呂學;壘的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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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第三次中文章單字前後j船試(軍車讓文分散講字法)成績統計結巢

答對E百分比(%)

草草號 測試字 前測 後測 相草堂( %) 

I 發 :爭 1日 0.00 100.00 0.00 

2 重矗 77.78 95 .56 17.7日

3 歌 * 95 .56 100.00 4.44 

4 爽 68.89 95.56 26.67 

5 奇 * 80.00 93 .33 13.33 

6 瓶 * 93 .33 95.56 2.22 

7 單矗 71.11 9 1.11 20.00 

8 塗 73.33 91.11 17.78 

9 藍藍 地 97.78 100.00 2.22 

10 臣當 68 日9 88.89 20.00 

11 碧 44.44 75 .56 31.11 

12 捧 46.67 77.78 31.1 1 

13 然 * 86.67 1日 0.00 13.33 

14 ~ * 95.56 100.00 4 .44 

15 草草 57.78 97.78 40.00 

16 哥昌 68.89 97.78 28.89 

17 展 35.56 68.89 33.33 

18 染 40.0 日 62.22 22.22 

19 潑 40.00 75.56 35.56 

2日 * 86.67 91.11 4 .44 

*表示覺試者自學過的單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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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第閏次中文鼓掌前後j鶴說(續課文分散單單字法)成績統計絃築

答對E百分比(%)

題號 測試字 前測 後測 相直是(%)

似 44.44 60.00 15.56 

2 直撞 51.1 1 73.33 22.22 

3 物 * 9 1.11 97.7日 6.67 

4. 7的 4日 89 73.33 24.44 

5 撥 64.44 95 .56 31.11 

6 捲 57.78 93.33 35 .56 

7 扇 * 93 .33 100.00 6.67 

B 聶p 字 91.1 1 97.78 6.67 

9 生拉 68 日9 93.33 24.44 

10 3輩 * 68.89 95 .56 26.67 

11 芷E * 71.1 1 95 .56 24.44 

12 獻 84.44 93 .33 8.89 

13 界 布 93.33 97.78 4.44 

14 威 62.22 84.44 22.22 

15 司司 # 93.33 95.56 2.22 

16 豆豆 68.89 88.89 20.00 

17 那 * 75 .56 91.11 15 .56 

18 巨星 60.00 77.78 17.78 

19 主主 48.89 75.56 26.67 

20 68.89 77.7日 8.89 

*表示贊試者已學過的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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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ory Study of "Words By Words" Teaching Method on 
Primary Two Students' Competence and Interest of Learning Chinese 
Words 

Sio-ha Wong, Catherine Mei-fun Sio, and Shing-on Leung 

Abstract 

This i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words by words" teaching method on the 

competence and interest of learning Chinese words for Primary Two students 

in Macau. Two teaching methods, the "words by words" and "words from 

passages" methods, are conducted four times including the pre-test, post-test, 

and the three questionnaires in an experimental research design implemented 

on one class of Primary Two students. The "words by words" teaching method 

u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parts of Chinese words, while "words from 

passages" method teaches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 of the passages. It 

is found that the "words by words" teaching method has marked effects both on 

the competence and interest of students in learning Chinese wor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