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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字和表音文字差异看外国人对汉字的认知

本文根据汉字和表音文字的区别点，讨论了外国人认知汉字的问题。文章认为，汉字学
习是伴随汉语学习的学习，汉字认知过程分为微认知和系统认知两个类型，二者关系密切，
相辅相成。汉字认知反复经历着“注意、知觉、表象、记忆、思维、言语”这一认知心理过
程，此外，汉字认知需要经历几种不同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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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汉字需要完成从注意、知觉、表象、记忆、思维、言语和书写动作的认知心理全过
程。需要在汉字学习过程中经历心理学家所关注的那些无法观察到的内部机制和过程，如记
忆的加工、存储、提取。为了便于观察和把握，我们从信息加工学说探究外国人汉字认知过
程来理解汉字认知的全过程，这可以把汉字认知更加立体和生动地呈现出来，认识汉字学习
跟拼音文字学习过程和特点的不同，也便于用黑箱理论理解汉字认知的规律。

本文聚焦于外国人汉字认知过程和认知特点，试图揭示汉字难的根源，并寻求加快汉字
学习和提升汉字教学质量的方法要点，希望有助于解决外国人汉语学习的瓶颈问题。

一、从认知视角看表音文字和汉字
（一）表音文字的特点：1、字母少，可按照语音组合规则多次使用并任意组合形成音

节，音节与音节组合成词；2、在阅读中首先呈现出的是由字母拼写成的词的视觉语音效
果，即形音义顺序结构；3、表音文字一般有词的分隔空间；4、语音的书写符号就是词形，
语音是词形与意义的连接点。

(二）汉字的特点：1、汉字知识的多层次性；2、无词间空格标志；3、字形表音性弱；4
、汉字是知识体系；5、汉字超越时空能力更强；6、表义方法多样化。

（三）表音文字和汉字之间相同点和不同点：1、相同点：表音文字与汉字的词的构成
理据相同。（1）语素构成词；（2）通过词的理据说明词的构造；（3）使用语音信号传达
语言意义；（4）均是具有能指与所指功能的双重性概念的视觉符号；2、不同点：（1）表
音文字的字母少，学习用时少；汉字知识体系大而杂，学习时间长；（2）表音文字中的相
同字母可反复使用；汉字中的相同笔画可反复使用；（3）表音文字的书写以字母为基本单
位；汉字书写是以笔画为基本单位；（4）表音文字的音形义一体化与汉字的音形义一体化
有所不同；（5）表音文字的词常常是由语素组合形成的，汉字常常是由独体字和偏旁构成
的；（6）表音文字可直接拼读，汉字反之；（7）表音文字有词间区分标志，汉字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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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表音文字属于书写符号串，一般是词这一级语法单位；汉字作为独立的书写单位，是
语素或词这两级语法单位；（9）表音文字数字母的线性序列，汉字有各种不同的字形结
构；（10）表音文字的拼写方法为学习重点，但汉字学习是伴随汉语和文化的学习。“汉字
的字形系统因外在的形体联系而形成，汉字读音系统因内在联系系统而形成，汉字的意义系
统因内在的意义联系而形成。汉字形音义的系统性因汉字众多汉字之中，需要总结结实才能
显示出来”[李大遂，2016。第16页]。

表一：表音文字与汉字的不同点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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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表音文字和汉字在认读上的顺序关系特点：都从视觉的“形”开始，表音文字认
知与汉字认知可能有如下不同：

二、汉字认知过程
（一）对汉字认知过程的认识：
1、微认知和系统认知：汉字认知我们可以把它分微认知和系统认知两类。微认知是具

体的、可操作的、对单个汉字的认知活动；系统认知是在整个学习时期系统化地获得汉字
能力的过程；从另一个角度看，可以把微认知看作是具体认知，而把系统认知看作整体认
知。

2、微认知和系统认知的关系：微认知和系统认知相辅相成。微认知是系统认知的基础，
系统认知是微认知的积累，微认知的累计叠加能够展现系统认知的深度。微认知是系统认知
的依据，系统认知可以监控指导具体认知。

3、汉字认知最终结果：读写能力是语言技能的最终目的。
（二）汉字的微认知心理过程
汉字微认知过程中，编码、贮存和提取是反复进行的思维动作。据此对外国人汉字认知

步骤有以下七种猜想：（1）注意汉字符号的字形、读音、声调和意义；（2）结合书写规则
与偏旁归类加深符号印象；（3）建立母语对应联系；（4）结合已存信息，进行认知再加
工；（5）大致确定语言单位层级；（6）存储认知信息；（7）监控认知信息，以备随时提
取。

（三）汉字的系统认知心理过程
“研究表明，字形特性的编码首先完成，语音编码在其后，来自形和音两方面的信息共

同决定一个书面字词在特定环境中的意义”[凌文辁、方俐洛，2004。第144页]。汉字认知
全过程要求学习者不断强化学习动机，防止和避免动机减退。从学习者的情绪看，要经历获
得的喜悦，也要经历搞不懂的沮丧，还要面对一次次测验考试带来的焦虑。伴随着汉字知识
系统认知，语音、词汇、语法能力也有相应的发展，在汉字书写能力提高的同时，听、说、
读能力，也相应有所发展。

三、外国人汉字系统认知过程的五个阶段
外国人汉字习得过程中知识和能力的进步，虽呈弥散状态，无明显界限区分；但据观

察，习得过程大致分成以下几个阶段：（1）茫然阶段：初识汉字，学习者只对汉字符号初
识记忆，并不理解汉字构成单位、笔画名称、结构形式、组合规则和笔顺规则等；（2）启
蒙阶段：阶段特征为画字临摹，习得者从点、横、竖、撇、捺、提、折、勾八种基本笔画过
渡至笔顺规则的学习；（3）初识阶段：依照笔画、偏旁、独体字、合体字逐层提升难度，
习得者逐渐形成音-形-义一体的概念；（4）发展阶段：习得者逐渐能够举一反三，应用已
掌握的偏旁部件重组新字，此阶段为汉字知识内化和外化相互转换阶段，易出现偏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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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据阶段：习得者对于声形旁知识的累积达到质变，进入监控纠错能力阶段，真正建立声
旁、形旁和字义之间的理据逻辑关系。

在汉字习得的不同阶段，“注意、知觉、表象、记忆、思维和书写”的认知过程反复重
复，周而复始的认知过程，使习得者的汉字书写及认知能力不断提升。

值得注意，以上所述五阶段与汉字学习时间并无呼应，三年级生呈现茫然阶段特征，亦
或一年级生凭自身语言习得天赋飞跃至发展阶段，皆有可能。

四、外国人汉字微认知运用
外国人通过微认知的不同方式实现汉字认知。或是通过刺激-反应的方法对已经学会的汉

字加深记忆，或是通过习题设计引发学习者对汉字仔细观察，或是通过教师讲解直接学习汉
字知识和规则，或是通过机械训练的方法加强熟练度，或是对汉字分拆解析加强部件记忆，
亦或是用句子形式对所学汉字的综合运用。

（一）课堂微认知：（1）教师词语讲析：汉字知识讲解涉及音、形、义、译四个方面，
讲析就是信息输入，对引发学习者的“注意、知觉、表象、记忆、思维和言语”，起着先入
为主的引导作用；（2）听写：听写是用语音输入方式刺激学习者做出书面化输出和再现的
刺激-反应认知活动，以此检测并巩固已有认知。（3）作业练习：①写字练习：要求学生按
笔画顺序书写汉字巩固所学的汉字知识的机械性重复练习；②造句：从语法结构、语用和语
义单个层面要求把所给的词语放置在一个正确的语言环境，以检验学习者对词语的意义和用
法是否掌握；③阅读：学习者通过运用阅读技能，理解语言材料的内容；④作文：涉及篇章
中词词、词句的关联与衔接，考查习得者的理解与书写能力。

（二）课外学习：（1）课外学习：课外接触广告，说明书，接收快件、填写表格、书面
表达要求或说明人或事物以及地址等其他与生活直接相关的汉语使用；（2）网媒学习：使
用短信、微信、淘宝、QQ等媒介，将课堂学习成果运用于现实生活，属于汉字学习的高级阶
段；（3）查词典：反复建立汉语与母语间对应关系，以获得汉字音形义译知识。

小结
汉字体系庞杂，汉字教学可谓是对外汉语教学的瓶颈难题。可以说，汉字学习的捷径其

实根本不存在，所有试图找到一条多快好省的汉字教学途径的努力都是徒劳。只有更加科学
精密的教学和严格扎实的训练，才是通向汉字学习成功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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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АЗЛИЧИЕ МЕЖДУ ИЕРОГЛИФАМИ И ФОНОГРАММАМИ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И ИХ ИЗУЧ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ЦАМИ

В стать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разница между иероглифами и фонограммам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обсуждаются проблемы их изучения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студентами. Процесс изучения иерогли-
фов делится на два типа: микрокогнитивная и когнитивная системы; они тесно связаны межд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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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обой и являются взаимодополняющими. Кроме того, изучение иероглифов д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остигнуть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такие как внимание, восприяти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па-
мять, мышление, язык.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фонограммы, китайские иероглифы, обуч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ино-
странце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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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ERS’ COGN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PHONOGRAMS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phonogram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 of recognizing Chinese characters by foreigners.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their studying 
is divided into two types: micro-cognition and systematic cognition,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complementary. Chinese cognition is experiencing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attention, perception, 
representation, memory, thinking and speech».

Keywords: phonograms, Chinese characters, studying Chinese by foreig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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