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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是漢民族所使用的書面語言符號，不同於表音文字以記錄聲音、

強調 口語和符號之間的對應關係，漢字肇始之際即以象形為基礎，以圖畫

表意為核心。 觀物取象的造字手段不獨是一種方法，也表徵了使用此文字

族群的文化、思維性 質。漢字的形象性作用於視覺更甚於聽覺，見形知意，

與思維直接關連，蘊含了 豐富的歷史、文化與藝術性。申小龍於〈漢字的

文化內涵〉一文中提到：「幾乎 每一個漢字都可以從字形、字音、字義、

字能解讀一部分文化史。」可以說，漢 字承載了社會族群發展演變的軌跡

與漢民族對於資訊傳播、交換、記錄等意義方 式的認知。漢字這種獨特的

性質，賦予其一種神祕莫測的力量，在許多重要場合 或儀式當中，漢字往

往用以表現文明和崇高的精神，甚至道德的指歸。不論是紀 功頌德，詠讚

自然山川，政府頒布詔令，宗廟祭祀等等；廳堂上的聯楹、牌匾， 居室中

的斗方、條幅，作為一種意義傳達兼具視覺藝術的媒介，漢字所擁有的歷 
史文化與社會性質和其審美形象，皆與其本身演化、構成的元素息息相關。

饒宗 頤先生認為： 「漢字是中國文化的肌理骨幹，也可以說是整個漢文

化構成的因子， 我人必須對漢文字有充分的理解，然後可探驪得珠地掌握

到對漢文化深層結構的 認識。」然而，對於身在這個文化圈內的一般社會

大眾而言，對自己每天所使用 的文字究竟有多少認知？值得探討反省。換

言之，如若對於自己的文字未能充分 認識，對文化本身又如何能有深度抉

發的條件？要掌握「文化的深層結構」更非 易事了。   
在課堂上隨便詢問，漢字與英文字有何不同？漢字的形體具備哪些特

徵？漢 字的構成方式為何？學生大多回答漢字是方塊字，是象形。如此而

已。再問，「木」 這個字怎麼寫呢？一橫，一豎，接下來？一撇？最後那

個筆畫是甚麼？只有極少 數同學能回答得出。為何魏晉唐代到清代的「木」

字寫法都帶鉤，而現在教育部 規定的反而沒有鉤？這些問題看似無關緊

要，卻與字體變遷以及古代士人書寫的 傳統有關。林西莉《漢字王國》中

有一段話：「我驚奇地發現，即使一些受過很 高教育的中國人，對自己的

語言的根也知之甚少。人們從小學到大學機械地進行 著漢語教學，卻不加

以解釋。」她所謂的語言的根，是指字源，一個字的初文， 從甲金文上最

開始的形態。這種現象目前已是司空見慣，毫不令人驚訝。隨著時 代社會

的日益複雜與流變，除了文字學者，很少人鑽研「文字的根」。文字的使 用
已經是百姓日用而不知，除了現實生活上能溝通、運用，表情達意，不知

道字 源、字根也是無妨礙的。但純粹將漢字當成一種符號或工具，忽略其

承載的文化 內涵與藝術形態，導致人們漸漸地疏遠了自己的文化，少了一



份對文字的親切感 受，對我們祖先創造文字時崇仰敬慎之心，與在書寫中

建立的身體與審美之感受 完全不懂，實甚可惜。現在的學生和老師，對漢

字由筆畫構築，筆畫皆有其定名 之概念薄弱，對漢字構造元素和組合方式

非常生疏，乃因整個語文基礎教育並不 重視漢字形構及意義的解說和教

導。而最大原因，在於教育體系中缺乏培養這種專業知識之意識和思維。  
漢字結合了形、音、義三者，而字音、字義、字形在教學中以字形最

為複雜， 也是漢字學習的最大難點。尤其對於非熟悉漢語文化的學生來說，

漢字筆畫繁多、 結構多樣，沒有明顯的標音，形聲字雖然有聲符，但聲符

與聲音的對應關係不是 嚴格而明確的，因此，了解漢字基本要素和構造、

組織方式顯得相當重要。對本 國學習者而言，雖然置身漢字環境當中，但

沒有透過漢字筆畫、部件、結構的認 識，所寫出來的字，往往也只能達意，

無法體現漢字形體的和諧與平衡。因此， 在未來素養導向的教育方針中，

美感經驗的加強，透過漢字書寫、形構組合的教 導，將是非常有效的一種

方式。漢字雖是方塊字，在有限的空間當中安置錯綜複 雜的各種筆畫，勢

必要有一種合理的安排與通過形變來使整體統一協調的比例原 則。當漢

字演進到甲骨文，走上一形一音的規範化道路，與文字的思想架構互相 配
合，很快發展成為一獨特的書法藝術。在書法的經典中，字形結構的比例

與空 間分布，往往合乎藝術形式中的各項要素。漢字形體有其歷史傳統與

約定俗成的 美感，識字教學結合書法藝術做跨領域的學習將會事半功倍，

有助於對漢文化不 同層面的認知。因此，理想的漢字學習，除了掌握其工

具性質能夠運用之外，尚 必須兼顧字形的視覺效果與結構的平衡美感。對

於字跡端整美好的要求，基本上 是一種文化素養的培養。東漢王充《論衡》

記載漢代學童習書，以書醜得鞭。漢 代是中國歷史上文明鼎盛的階段，字

跡可以反映一個人性情與態度的良窳，或恭 謹或輕率。重視寫字，其目的

不在成為一位書法家，而是一種人生態度的薰習， 這反而是更為重要的事

情。在基礎教育階段，透過書寫，運用身體的感知與記憶， 能將這種人類

高度文明深植於心靈之中，對外國學生來說，雖然目前漢字教學資 源動畫

化，使用方便、有趣，但長期而言，使用電腦多媒體幫助識字，不如以傳 
統手寫反覆練習來得更為有效。身體的記憶，可以彌補大腦智識記憶的短

暫與時 效限制。因此，透過身體力行的書寫行為才能更好的記憶與使用漢

字。   
漢字形構主要有筆畫、筆順、結構三項，這三者環環相扣，彼此影響，

成為 一體。筆畫決定了結構的形態，筆順牽涉到筆畫的銜接、連續以及分

割空間的便 利性和美觀。理想的字形教學，由筆畫開始，從學習者的入門

階段就針對筆畫的 形態，教導書寫的規範、筆形的樣式。進而解釋部件結

構，教學上先突破字形的 困難，因此筆畫教學成了一個重要的部分。其次

再到筆順和結構。這個程序基本 上符合漢字本身形體結構的認知規律，在

教學的次第性和內容難易的不同階段， 不論對本國或外國學生都是相當



合理的。而初學者能掌握到漢字的基本形構與音 義，也就能進一步自我類

化衍生、判讀新的生字。然而，從教師的專業能力來看， 目前大多數學生

(未來教師)對橫、豎、撇這三種筆畫並不陌生，但是要更進一步 指稱像「水」

字的第二筆，或「良」字第五筆的筆畫，就有困難。其他例子不勝 枚舉，

尤其是複合筆形。目前教育不重視書法，導致學生在書寫技能上缺乏基本 
的訓練與對漢字美感的素養。識字教學理應加強筆畫形態、概念的引導，

有助於 對字形的掌握。根據顧大我於民國七十一年的研究，漢字中單一筆

畫，也就是整字總筆畫中算一畫的，有三十二種，要想利用專業術語說明

一個字由哪些筆畫組 合而成，基本上是需要對文字筆畫的形態和名稱有

充分、正確的認識才能勝任。   
    清楚的筆畫概念，對於一個字的筆畫總數便容易掌握。因為筆畫本身

的定義， 即其方向性和角度等，使得筆順必須在合理的動線中完成。筆畫

數是學生自學的 一個重要能力。在查檢字典時，不知道讀音和部首的情況

下，只能靠筆畫總數查 找。而筆畫，是現代漢字字形的最小單位，亦即書

寫元素。對漢字筆畫的認識可 以增進對漢字形體的辨識和理解，不會產生

那種筆畫間沒有邏輯關係的誤解和不 適應感。尤其不會寫出沒有意義的

線條、缺乏美感的形狀。因為，筆畫概念是一 種跟書寫、書法有關的內容，

很多學生因為不知道宀部第三筆為橫鉤，所以寫出 來的形狀往往像橫畫

的折筆，不知道「去」的最後一筆是點，寫出來就是一條斜 線。完全表現

不出漢字提按頓挫的韻律感。至於橫折和橫撇這類筆畫也是一樣， 學生多

半無法區分出筆形上的差異，從視覺與觀察力的角度而言，對於細節的分 
辨，在漢字筆畫形態中是一種基本的練習。畢竟構組漢字的元素是線條，

這種線 條並非幾何性質，而是帶有塊面與立體感的表現，非常不同於以西

方書寫工具形 成的一種純粹線性的形態。  
  

目前由小學到大學的國文課本字體都使用標楷體，而非細明體，小學

的生字 教具卡也以標楷體為主，因為標楷體較細明體保留較多且清楚的

傳統漢字筆畫形 態。標楷體中的橫畫也多少帶有一點左低右高的角度。對

點、撇、捺有清楚的形 態區分。這是漢字長期演化過程中被書寫生理（慣

用右手）與工具性質（毛筆） 所定型化後的，符合視覺美感的形狀，涵蓋

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與審美傳統。許多外國學子喜愛漢字的原因，是因為

漢字多樣的筆畫，而各個筆畫本身有其不同 的個性意味所致。魏晉時期流

傳出的〈筆陣圖〉與唐代的永字八法中，書家對這 些筆形、用筆的描述，

即賦予這些筆畫以自然形象和生動的聯想。這些筆畫不單 單只是一種構

字的零件，古代先民在長期的書寫實踐中，對這些構字基本筆畫的 寫法相

當重視其「力道」與「生命感」。因此，漢字書寫教育中，不論使用毛筆 或
是硬筆，楷書的理想筆形都應該高舉為鵠的。一個重要的觀念必須落實，

那就 是：楷之所以為楷，具有字形辨體的意義。它不同於篆隸，有別於行



草，便在於 它在端整的結體中，有那樣的點挑撇捺鉤，有各殊的筆畫起結

姿態，這些細節是 決定文字體式的因素。要寫出正確的楷書，就應該要儘

量表現這些特徵，要寫得 具有美感，更是必須在此處經營。身為一個使用

漢字的教師，有義務身體力行並 教導學生這些基本觀念。  
漢字教育，是學習漢文化的基礎。不論中外，想要了解一國之文化，

必須精 通此國之語言。因此漢字教學的原理原則並無中、外之分。目前，

在許多國語教 材教法或華語/漢語教學相關的書籍當中，在漢字教學部分

都會提到幾個重點，分 別是漢字/國字筆畫名稱、漢字筆順以及結構等等。

而這些能力在語文學習的初 階，亦即基礎階段就該學會。漢字是文化的核

心，也是藝術的媒介，對於漢字的文化內涵與漢字特質的認識，不僅是國

語文教師必備的專業素養，也應當是使用 漢字族群該擁有的基本知識。了

解漢字形構的歷史傳統，增進漢字文化、漢字與 藝術的關聯性；培養學生

理解漢字，愛好漢字藝術，以及尊重漢字傳統的態度， 並教導良好的書寫

習慣，能端正而優美的書寫漢字，落實藝術文化於生活之中， 如此，識字

教學的素材與內容的豐富性將更為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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