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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汉字的新机遇和语文启蒙教学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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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字进入智能“机写”时代,给汉字带来了新机遇,汉字字形字体将长期稳定,书写(机写)速度将极大提高,

这将为汉语在全世界更好地传播创造了条件。语文启蒙教学应与时俱进,趋利避害,充分利用汉字智能

“机写”带来的优势,发挥汉语文原有的特点和优势,继承优秀传统,建立智能“机写”时代下的语文启蒙教

学新模式,把汉语文学习办成世界上最容易、最乐于学习的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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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机写”,仅从打字上说,英文电脑智能打字

与机械打字机打字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在那26个字

母键盘上敲击,英文进入电脑智能打字时代没有什么

技术进步可言。而中文打字,从中文机械打字机到电

脑打字,技术上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电脑打汉

字,从此不需要在有着几千个汉字字盘上寻找需要打

的单个汉字。智能“机写”,为汉字赢得了新机遇,有
着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智能“机写”,给汉字带来了新机遇

第一,智能“机写”让汉字书写效率由落后到超越

的重大转变。
我们以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中文版

和其《中国日报》的英文版为例,全文共用21128个

汉字;共用91936个英文字母。如用手写,汉字每字

平均按9.8画计算[1],21128个汉字手写共需要写

207054.4画;91936个英文字母,每个字母平均按

1.2画计算(英文小写,其中“f、i、j、t、x”5个字母为2
画,其余都是1画,平均每个字母的笔画数不足1.2
画),手写共需要写110323.2画。手写汉字是英文

手写的1.8倍。《政府工作报告》用英文输入全文或

用汉语拼音输入汉字全文,用电脑里“字数统计”进行

统计,英文共用91936个字符(不计空格),而拼音只

用55042个字符(不计空格),拼音输入汉字全文不

到英文输入全文的6成。(用搜狗拼音输入法,按词

语为输入单位进行输入。英文单词间需要击打空格

键,汉字搜狗拼音输入法输入汉字词语时,也要击打

空格键或词语待输入序号键才能将词语输入进文档

中,故中英文输入都不计空格键使用数。)这一汉字书

写效率的反转,真可谓是事倍功半到事半功倍的反

转。这为汉语汉字在世界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第二,汉字智能“机写”以后,汉字“机写”不再是

专业打字人员的专利,汉字书写得到极大普及,人人

都能“机写”,童叟无欺。
目前社会上的智能“机写”实际就是明证。眼下,

仍在用手握笔写汉字的人群中,除了书法家及其书法

爱好者外,只有在校学生了。在校学生中,他们除了

完成作业和参加考试用手握笔写汉字之外,业余生活

也不用手握笔写汉字。疫情期间,成人居家办公,学
生网上听课。学生作业手书多改为“机答”。手机的

广泛运用,将随时随地手书的便条都改成了轻松的

“指点”。送快递送外卖的小哥给客户的留言,没有一

条是手书,全都是“指点”。随着手机短信、电子邮件、
微信群等电子数据成为法院审案事实证据之后,交易

中出现的借条、收条等也可不再手写,日常生活完全

可以做到不用拿笔。
第三,汉字智能“机写”以后,汉字能够如同拼音

文字一样,只要会读就会写(“机写”),彻底解决了汉

语文教学难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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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说汉语文教学难,还被联合国评为十大难

学语言之首。其实,汉语文教学难,只是书写(手写)
难,其他都不难。汉语的语音是具有音乐性的语音,
当然不难学;汉语的语法简洁,词法与句法基本一致,
掌握了词法,就基本掌握了句法,当然也不难学;汉字

难写但并不难认,“光从认字来说,汉字也并不见得难

到哪里去。繁体字的‘龟’和‘凿’两个字,笔画多,结
构十分复杂,可是因为特点鲜明,并不难认。”[2]只要

识字得法,成人认汉字,更加容易。这已被20世纪

50年代初的全国扫盲运动实践证实。那时,祁建华

创造的“速成识字法”识字效果突出,“1951年,西南

军区在12675名干部、战士中试行,一般只要15天

时间,能识字1500个以上,能读部队小学课本三册,
能写短稿。”[3]

在手写时代,识读汉字有一套语音系统,书写汉

字另搞一套笔画系统(楷书)。汉字智能“机写”以后,
用拼音输入法进行汉字“机写”,只要掌握了汉语拼音

中的23个声母和24个韵母,也就能做到会读就会写

(“机写”)。汉语拼音不仅成为识读汉字、学习普通话

的重要工具,也是书写汉字的重要工具。识读汉字和

书写汉字所用符号系统都是汉语拼音字母,读写思维

一致,会读就会写,汉字书写(“机写”)教学几乎成为

可以忽略不计的教学环节,为汉语启蒙学习节约了大

量时间。
汉语文应用“机写”(书法教学除外)取代手写教

学以后,减轻了儿童沉重的学习负担,保护了儿童正

在发育的眼睛。
“机写”既是作为母语的汉语文应用和启蒙的一

次彻底解放,也是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文应用和启蒙

的一次彻底解放。我们知道,所有拼音文字学习,不
论哪个国家的人们在掌握了几十个字母书写技能之

后,学习者不论是母语学习或者是第二语言文字学

习,只要会读,一般就一定会写,不论手写或“机写”都
是如此。他们学习语言文字已经形成固有思维定

式———会读就会写。他们在学习汉语时,也希望会读

就会写。汉字手写难,往往成为汉语文作为第二语言

学习生源大量流失的主因。智能“机写”以后,必将大

大促进汉语文在全世界的学习和应用。
汉字曾经辉煌,它不仅记录了汉语,还成为其他

民族学习的语言文字,“形成东亚的‘同文时代’。”[4]

后来又成为其他国家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符号,形
成汉字文化圈。在全球化的今天,全世界人们掀起了

学习第二语言的热潮。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取得

的新成就,世界形成了汉语热。只要不再难写、不再

难教,汉字汉语必将出现全球传播的更大辉煌。
第四,汉字智能“机写”以后,字形将会长期稳定,

用字也将进一步规范。
汉字从甲骨文发展到今天的楷书,字形字体都发

生了较大变化。手写是汉字字形字体不断变化的主

因。由此造成在同一时期,出现两种字体并存的局

面。“秦时确立小篆为规范文字时,允许民间的隶书

存在;汉时隶书通行,又允许楷书的存在;魏晋以降楷

书通行,允许草书,特别是行书的存在。”[5]在同一字

体中,同一个汉字,又有不同的形体。战国时期,有秦

文字和六国文字之不同。现在,海峡两岸用的楷书字

体也存在繁简之别;在台湾地区内部还存在着手写行

书与印刷宋体的繁简之别。人们认字不怕字形繁复,
手写却追求字形简省。繁简博弈,汉字在识与写的问

题上,总是识让位于写,繁让位于简。从毛笔书写汉

字算起,就经历了三次字体转变的重大变化。小篆易

识难写,隶书易写难识,小篆让位于隶书;楷书易写,
隶书再让位于楷书;行书易写,楷书再让位于行书。
在字形理据上也是这样,有理据的字形,往往让位于

容易写的无理据字形。例如“雧”字,三只鸟在木上,
表示群鸟在树上聚集意思。后来省作“集”,一只鸟在

树上很难表示群鸟聚集意思。但是,为了节约书写时

间,后世人们选择“集”而不选择“雧”。有理据让位于

无理据。如果换成“机写”,如拼音输入法,“雧”“集”
其击键数相同,输入速度都一样,不存在易识的让位

于易写的问题,也不存在有理据让位于无理据的问

题,只存在规范确定的问题。
智能“机写”还能够杜绝字形写错的问题。如

“集”上面的“隹”旁,“机写”绝不会写成形近的“佳”
旁,因为电脑、手机的字符集里没有用“佳”与“木”所
组成的字。“机写”可以保持汉字字形长期稳定,“机
写”以后人们绝不会再提汉字简化新方案。

智能“机写”还可以杜绝“写白字”,即杜绝用错

字。例如“思维”,手写有人写作“思惟”,《第一批异形

词整理表》确定用“思维”,还有人手写误把“维”字写

成“唯”字作“思唯”[2]24,而“机写”,用规范的拼音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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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法智能连续击打“siwei”键,只会出现“思维”一个

待键入字样,不可能出现“思惟”“思唯”待键入字样,
也就杜绝了白字的“思唯”和不规范的“思惟”等问题。
同样,“唯物论”,“机写”不会错误写成“惟物论”或“维
物论”。从此不再出现“白字先生”,用字将更加规范。

第五,将彻底消除世界对汉字汉语的偏见。
按照西方人的语言文字观,语言文字有所谓先进

落后之别。他们把汉字看成是落后的文字,把汉语看

成是落后的语言。在西方人看来,世界所有文字都必

须进化到拼音文字才算是成熟文字,否则便是所谓不

成熟文字,落后文字。汉语汉字本来的优点,却被说

成是缺点。汉语不需要词形变化形态,却被说成“缺
乏词形变化形态”;不需要构词形态,却被说成“缺乏

构词形态”。这些对汉字汉语的偏见都是建立在所谓

汉字难认难写的事实基础上。汉字难认本来就不是

事实,古人通过韵文识字,早已轻松解决。一本《三字

经》《百家姓》,能背诵,就能认识其中的汉字。汉字手

写确实很难,但文字进入“机写”,汉字难写已成过去。
从此,世界对汉字汉语的偏见,便没有了事实依据,必
将烟消云散。

目前,汉字应用层面书写在社会上已经获得了解

放,但其写字教学,无论在母语教学上或者是在第二

语言教学上,却没有丝毫松动和懈怠的迹象,仍在一

笔一画地认真教,认真学。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也还在

认真探讨如何提高写字(手写)教学效率问题。今天,
笔者特放胆提出汉字手写教学改为“机写”教学,取消

汉字应用层面手写启蒙教学整个环节的建议。笔者

前几年就萌生了这个建议,只是那时怕“离经叛道”太
远,仅仅提出“取消小学用铅笔写字”问题[6]。

这里所说的取消汉字应用层面手写启蒙教学,不
包括书法的启蒙教学。汉字书写有两个层面,一是汉

字应用层面,二是汉字书法层面。在应用层面上,书
写汉字是为了信息交流,着力点侧重在文字的意义表

达上;在书法层面上,书写汉字则是汉字的艺术表现,
着力点在汉字自身书写艺术上。

汉字书法是“中国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在笔墨

精神上,乃同源、同核、同理、同法。”[7]书画同源,书法

本来是文字书写的艺术,兼具应用性文字书写功能。
在“机写”取代笔写的今天,应把书法作为小学的艺术

类主要必修课程,在小学四年级至六年级开设,不妨

每周开两节课。书法不仅能够加强学生的艺术修养,
还可以养成凝神静气、不急不躁的优良品质和做事认

真细致的耐心精神。当然,在取消汉字应用层面的手

写教学后,学习书法,也可以解决偶尔手写汉字的应

急之需,包括个人手写签名等。汉字书法启蒙教育不

仅不能取消,而且应该加强。
二、汉字实行智能“机写”教学需要考试“机答”的

政策支持

汉字手写教学改为“机写”教学,学生不再手持硬

笔写汉字,首先需要考试答题由卷面手写答题改为

“机答”。这不仅是中考(初中升高中考试)需要改为

“机答”,高考也需要改为“机答”,乃至所有关于人事

考核选拔等方面的所有考试都需要改为“机答”。也

不仅仅是某一地区手写答题改为“机答”问题,而是全

国一盘棋,都要同时实行“机答”问题。
改手写答题为“机答”,可能存在许多技术性问

题,需要教学试验,但这些需要解决的技术性问题,不
难克服。这些困难不会比汉字当初进入电脑、汉字电

脑输出的技术难度大。
汉字手写改为“机答”的技术问题,需要在实践中

摸索。由于小学升初中是免试入学,这就为正式面临

大型考试“机答”时间从小学一年级推迟到初中毕业

之时。就是说,即使现在就推行汉字手写教学改为

“机写”教学,也要等到九年后,即2030年才面临正式

考试“机答”问题。至于考试“机答”如何操作、如何阅

卷、如何防止作弊等都有着10年乃至更多时间的摸

索和试验机会,不会存在技术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同

时,还应看到,电子产品一两年就会升级一代,即使现

在技术解决不了,10年后也会轻松解决。
有人可能担心,汉字手写改为“机答”,学生接触

手机玩游戏怎么办? 这可以专为学生的平时作业“机
答”或考试“机答”设置一个专门电子产品,排除玩游

戏功能即可。
“机答”面临的技术问题不难解决,问题在于试行

或实行考试“机答”的范围,不可能是某一个班、某一

个年级,某一个学校,而是一个省市自治区同时试行;
或者全国同时统一实行。无论实行或试行考试“机
答”,都必须与省市的中考、高考统一录取的范围相一

致,否则将会造成不公平。不能想象让没有经过手写

答题训练的考生与经过多年手写答题训练的考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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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参加手写答题考试。汉字手写教学改为“机写”教
学,牵一发动全身,不是简单的教学改革问题,而是涉

及学生升学、就业等方方面面问题,需要国家层面决

策。国家应从汉字“机写”完全走出了汉字手写难、汉
字手写教学难的困境方面,应从汉字从此成为易学易

用的文字出发作出利国利民的决策。
三、汉字智能“机写”后的语文启蒙教学

时至今日,因汉字难写,加上西方语言文字及其

教学理论影响,汉语文启蒙教学仍存在“老、大、难”问
题。长期处于“费时多、收效微、负担重”状态[8]。汉

字手写教学改为智能“机写”教学后,学生解放了,汉
语启蒙教学也解放了。汉语启蒙教学可以扬长避短,
避开写字难的缺点,依据汉语的特点和优势来开展教

学,把汉语文启蒙教学办成一个易学乐学的教学。现

就如何充分利用汉语文特点和优势开展汉语文启蒙

教学提几点建议。
(一)充分利用汉语“音乐性”优势,加强加快认字

教学

汉语是具有音乐美的语言。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现代汉语》做了很好的概括:汉语语音“由于噪音成

分比例小,乐音较多,辅音元音相间,音节分明洪亮,
加上声调的抑扬顿挫,形成汉语音乐性的特殊风

格。”[9]具有音乐美的汉语,说话如同唱歌,成就了中

国诗歌大国地位。具有乐音的汉语诗歌就能押韵,
“西洋诗不押韵是普遍的现象”[10]。押韵诗更加强化

和彰显了汉语的音乐美。旋律是音乐的基本要素。
汉语诗歌要得到音乐的旋律,首先就是要凸显强化汉

语的韵母(韵母是元音或含有元音,元音即乐音),以
此来得到音乐的旋律。旋律讲究相同乐音反复。汉

语诗押韵的本质是同一韵母的反复。所谓押韵,是汉

语诗词歌赋的各个句子在其同一位置出现韵母相同

的字,形成同一韵母反复,以便诵读起来声韵和谐。
韵母相同的字常用于偶句句尾。一首诗,至少要在同

一位置(一般在句尾)反复出现两个韵母相同的字才

能产生音乐旋律的效果。汉语诗歌中用至少反复出

现两个韵母相同的字来形成音乐旋律效果,我们姑且

称其为“汉语诗的韵律”。
汉语诗的韵律,震撼人心,难以忘怀。韩少功一

次在清华大学文学院演讲,介绍了朦胧诗人多多在英

国伦敦经历的一件事:多多“曾经在英国伦敦图书馆

朗诵诗,一位老先生不懂中文,但听得非常激动,事后

对他说,没想到世界上有这么美妙的语言。这位老先

生是被汉语的声调变化迷住了,觉得汉语的抑扬顿挫

简直就是音乐。”[11]应该说是汉语的音乐性,包括声

调的抑扬顿挫迷住了这位老先生。
诗歌,不仅强化了汉语的音乐美,也大大增强了

人们的记忆效果。背诵整齐的诗句,终生不忘,于是,
韵文认字成为亘古不变的铁律。近三千年来传统启

蒙教育都是以诗歌形式进行启蒙教学的。或者直接

以诗歌作为启蒙读本,如春秋战国时期以《诗经》为启

蒙教学课本,后世延续不断,形成所谓“诗教”。或者

专门编写适合儿童的韵文启蒙读本,历代乐此不疲。
西周有《史籀篇》(《辞海》:史籀篇,“原书大概编成四

言韵语以教学童识字。”[7]1715),秦时有《仓颉篇》,西
汉有《急就篇》,南北朝有《千字文》,宋代有《三字经》
《百家姓》,等等。现在,《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
仍然是畅销书。

古代童诗、《三字经》,今天白话儿歌等韵语认字

教材,已被历来认字教学实践证明,可以加快认字,加
强认字。尤其是儿歌,只有不涉及手写汉字,还可以

用它来提前认字教学,至少认字教学可以从幼儿大班

开始。
我曾自编一首儿歌《袋鼠妈》让3岁半的小孙女

阅读背诵:
袋鼠妈,好慈爱,
肚皮长个肉口袋。
肉口袋,肉口袋,
不装米,不装菜,
只装儿女小乖乖。
小乖乖,小乖乖,
袋里睡觉又喝奶,
愉快愉快真愉快。
我先指读三遍,再指着让她读三遍,然后要求她

背诵,她便能够背诵。最后我说出词汇,如“袋鼠”
“妈”“好”“慈爱”等,让她跟着指认汉字,她都能正确

指认出来。
(二)充分利用汉语拼音读写一致特点,把识字与

“机写”结合起来

用拼音输入法进行汉字“机写”,读与写思维一

致,所使用工具一致,都是汉语拼音字母,会读就会

写。我们在学习汉语拼音时,就直接与汉字的认读与

书写结合起来。用拼音识读汉字,用拼音输入法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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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机写”教学几乎成为一个忽略不计的环节。汉

语“音节的结构形式比较整齐,音节的界线比较分

明”[9]8,这为汉字电脑输入以词语为单位而不是以单

字为单位输入创造了条件。汉字“机写”教学,在采用

拼音输入法时,只要提醒学生要以输入二字以上词语

为主即可。因为用拼音输入单字,有的音节同音字太

多,往往需要翻页查找,而按拼音输入二字以上词语

时,几乎没有同音词语问题;即使有,一般不用翻页。
更为重要的是,养成以词语为单位输入汉字的习惯,
不仅输入速度快,而且有助于提高阅读质量。要知

道,正确的阅读是以词语为单位的连读,而不是以单

字为单位的顿读。
(三)取消汉字笔画教学,适当开展汉字构字原理

教学

汉语启蒙教学,不能回避汉字的字形分析。汉字

字形分析,历来是构字原理分析。楷书出现后,为适

应楷书手写教学,才出现笔画分析。按汉字构字原理

分析,汉字可分析为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四大类。
这是字形有理据的分析。汉字笔画分析则把汉字拆

卸得面目全非,零零碎碎,毫无生机,是无理据的分

析。在汉字手写教学改为“机写”教学后,汉字笔画教

学就没有必要了。我们还应看到,从汉字书写角度出

发所作的书写结构分析,往往违背汉字本来构字原

理。如有人把“翼,意”二字分析为上中下结构,把
“谢”分析为左中右结构[12],这是从书写汉字的部件

所占位置来分析它们的所谓结构的,这种分析往往违

背汉字本来构字原理。“翼”字,由形旁“羽”和声旁

“異”组成,从偏旁的方位来说,是上形下声,是上下结

构,把它看成上中下结构,便把声旁“異”肢解为“田”
“共”,违背了“翼”字的本来构字原理。肢解出来的

“田”旁“共”旁,与“翼”字了无干涉。“谢”字,把它看

成左中右结构,也是把它的声旁“射”肢解了。“意”
字,把它看成上中下结构,便把形旁“音”肢解了。

汉字不同于字母文字,它有其特有的基本构字原

理。学习汉语言文字就不能不了解汉字这些基本知

识。同时,在儿童初认汉字后,适当开展汉字构字原

理教学,可以加深儿童对所认汉字的印象和理解。
(四)加强阅读教学,培养自主阅读能力

1.继承读经传统,增加古诗文教学量

在卸下了手写汉字教学这个最大教学包袱之后,
则可以腾出大量教学时间用于阅读教学,改变我国语

文教学阅读量严重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古代经典诗文

的阅读背诵量严重不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很不希望把古代经典的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

掉,加入一堆什么西方的东西,我觉得‘去中国化’是
很悲哀的。”“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
了我们的基因。我们现在一说话就蹦出来的那些东

西,都是小时候记下的。语文课应该学古诗文经典,
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下去。”[13]

2.培养自主阅读能力,广泛阅读中外优秀作品

自主阅读能力,是在阅读中培养的。研究证明,
阅读能力的培养越早越好。我国有提早培养阅读能

力的传统。儿童在不理解经典诗文的内容时,就教他

阅读背诵,在阅读中培养自主阅读能力。我们既要继

承传统,也绝不拒绝外来优秀文化。中外优秀作品正

是培养儿童自主阅读能力的极好教材。在博览群书

中培养自主阅读能力。
(五)充分利用汉语语法简洁特点,加强组词与造

句训练

汉语语法简洁。“汉语的句法构造规则与词法构

造规则是基本一致的。”[14]“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

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15]“印欧语里句

子的构造与词组的构造不同。”[14]4 抓住了汉语的词

法构造就抓住了汉语的句法构造。
语文课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在实践中培养语

文能力,是语文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组词造句是最

基本的语文实践。汉语语法简洁,这为较早开展语文

实践训练提供了条件。
汉语的词法与句法基本一致,学会组词就学会了

造句。这让汉语启蒙教学可以从简短的组词开始,以
简驭繁,于是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对课启蒙教学形式。
遣词、组词、造句(对对子)、谋篇,循序渐进,层层深

入。儿童可以从极其简单的一个词(字)开始对对子,
然后二字词、三字词逐步加深。学会遣词、组词,就掌

握了造句,前人把对课当作造句训练。蔡元培,这位

接受过传统教育,还留学德国,当过教育总长,主持过

“新学”的管理,任过北京大学校长,曾在晚年回忆起

他在教育方面的经验时说:“对课与现在的造句法相

近。大约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联,学生想出下联

来。不但名词要对名词,静词要对静词,动词要对动

词;而且每一种词里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
这一 种 功 课,不 但 是 作 文 的 开 始,也 是 作 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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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16]

这种对对子式的造句训练,最适合启蒙教育。首

先,学生造句有“轨”可循。“先生出上联,学生想出下

联”,是先生先造一个例句,然后学生跟着这个例句模

仿,是手把手教学训练。比起今天先生给一个词让学

生漫无边际地造一个含这个词的句子,更容易学。其

次,要求更高。“不但名词要对名词,静词要对静词,
动词要对动词”,即让学生在造句的实践中学习领悟

语法。“而且每一种词里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
即让学生在造句的实践中学习领悟事物的逻辑分类,
一举三得。第三,在班集体中开展对课教学,还会形

成竞赛氛围,课堂成了游戏竞技场所,能够充分调动

学生的造句兴致和积极性。“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

绝顶我为峰”的千古绝对就是林则徐在对课课堂中蹦

出的火花。第四,先生在评讲学生答对中,能更集中

具体一个话题讲深讲透。“雨”对“风”可以,“雪”对
“风”、“日”对“风”、“月”对“风”也可以,然后再评讲各

个答对的优劣。
在小学低年级开展对对子,有人可能觉得太难

了。其实不然,前面说过,把它看成造句就不难。如

果再把对对子教成语言游戏,就更不难。“对对子难

吗? 对那么小的孩子是不是太难? 太枯燥? 大错特

错! 我是从我女儿那里首先发现的。自从跟她说了

对对子的要求,她那一段天天缠着我对,简直入了迷。
后来发现古人也是这样的。后来推荐给别的老师,发
现孩子们全喜欢对对子,因为那是一种语言游戏! 是

孩子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的时刻! 每当对上,特
别开心,对不上,也是哈哈大笑。是游戏的力量! 再

难也抗不住他喜欢是不是? 再次感谢祖先,发明了这

么好的游戏!”[17]

在开展汉字构字原理教学的同时,开展组词训

练。在组词教学中开展造句(对对子)训练。环环相

扣,步步深入。
例如在讲清“天”字构字原理后,接着开展一言对

“天—地”,然后在讲解“地”字构字原理后,再组成并

列词语“天地”,让学生对。接着要求学生组成“天”字
打头的二字词语:天上、天空、天堂、天长、天高、天寒、

天怒……接着再用这些词语开展二言对:天上—人

间、天空—地面、天堂—地狱、天长—地久、天高—地

厚、天寒—地冻、天怒—人怨……然后再要求学生组

成“天”字结尾的二字词语:蓝天、寒天、冰天、九天

……接着再用这些词语开展二言对:蓝天—白云、蓝
天—碧海、寒天—冷月、九天—五洋……在理解了“九
天”“五洋”意义后,甚至能够把毛泽东的诗句“可上九

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介绍给学生,激起学生早立

志,立大志的强烈愿望。然后要求学生组成“地”字打

头的二字词语……“地”字结尾的二字词语……
当然,今天恢复对课教学,没有必要在开始阶段

就去死抠平仄字眼,起步时可以不论平仄,允许“上”
对“下”、“左”对“右”、“上下”对“左右”。至于平仄学

习问题,应在日后的对联教学或律诗教学中解决。
在小学四年级前后,可以把使用频率最高的

1000个字中那些组词极强的汉字都认真地“对”一
遍。小学一二年级开展一言对、二言对;小学三四年

级,开展二言对、三言对;小学五六年级开展四言五言

对。初中开展七言对。日日垒金砖,年年覆碧瓦。如

此开展对对子活动,为小学生作文作诗做好砖瓦积累

的准备。
对对子不仅是语言学习的极好形式,还是儿童认

识事物对立统一规律的极好形式。成功与失败相对,
在一定条件下又互相转化,失败是成功之母。儿童认

识了二者及其转化关系,就会终身受益,永远立于不

败之地。同样,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快与

慢、高与下、长与短、远与近、大与小、多与少、进与退、
得与失、隐与显、阴与阳、明与暗、表与里……世界万

事万物无不对立统一。正因为对对子可以展示事物

的对立统一规律,从宋代以来延续不断达千年之久,
只是到清末,在民族不自信、民族文化不自信的特殊

环境下中断了。
我们相信,汉语启蒙和汉语应用,只要不被手写

汉字羁绊,只要按汉语的特点和汉语教学规律开展教

学,汉语文学习和应用就一定会是全世界人们最乐于

学习和应用,最容易学习和应用的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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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NewOpportunitiesofChineseCharactersand
theNewModeofChineseEnlightenmentTeaching

WANGYouwei
(AnhuiRadioandTelevisionUniversity,Hefei230022,China)

Abstract:Chinesecharactershaveenteredtheeraofintelligent “machinewriting”,bringingnew
opportunitiestoChinesecharacters.Chinesefontswillbestableforalongtime,andthespeedofwriting
(machinewriting)willbegreatlyimproved,whichwillcreateconditionsforthebetterspreadofChinesein
theworld.Chineseenlightenmentteachingshouldadvancewiththetimes,seekadvantagesandavoid
disadvantages,makefulluseoftheadvantagesbroughtbytheintelligent“machinewriting”ofChinese
characters,giveplaytotheoriginalcharacteristicsandadvantagesofChinesecharacters,inherittheexcellent
traditions,andestablishaneraofintelligent“machinewriting”underthenewmodeofChineseenlightenment
teaching,makingChineselearningbetheeasiestandmostenjoyablelanguageintheworld.

Keywords:Chinesecharacter;intelligent“machinewriting”;Chineselanguage;enlightenment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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