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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国留学生而言 , 汉字是学习汉语的一大瓶

颈。近年来 , 汉字教学引起了对外汉语教学界众多

学者的关注 , 研究角度主要涉及汉字教学模式、汉

字教学方法以及汉字学习策略等等。这些研究成果

为进一步调查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和启示。

通过对天津中医药大学 20 个国 家 的 70 多 位

留学生汉字学习的调查分析 , 考察汉字学习过程中

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阶段性特征 , 分析提出留学生

学习汉字的主要问题和策略 , 以便将这些规律性的

认识施教于更多的留学生 , 为对外汉语汉字课堂教

学以及学生自学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参考。

1 研究方法

1.1 调查对象 选择来自于 20 个国家的在校留学

生 , 涉及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博士生 3 个层次 , 彼此

的文化水平、背景以及汉语水平都有较大的差异 ,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2 调查方式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搜集练习本以

及纵深访谈的方法。问卷调查涉及四大板块 : 汉字

学习背景、对汉字历史文化的了解程度、汉字书写

量及常犯错误、教师教学重点。调查运用数理统计

的方法, 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统计处理。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75 份 , 收回问卷 70 份 ,

回收率为 93.3%, 有效问卷 69 份 , 有效率为 98.5%。

对于一些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除填写问卷以外还

进行了访谈 , 共有 19 位学生 , 分别是本科四年级、

二年级以及一年级的 8 个国家的留学生 , 主要围绕

学习“汉字”过程中的困难、解决方法、学习习惯、建

议以及当场书写部分指定汉字等内容展开。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 : 大部分留学生对汉字的历史文

化感兴趣 , 而且对其了解的程度越高 , 学习的兴趣

持续度越高 , 对学生的专业学习影响也会越大。因

此 , 对于中医院校的留学生而言 , 更应该加大对汉

字历史文化的教授力度 , 注重对学生自主性学习主

要影响因素的培养 , 从而使汉字本身的教学受到较

好效果的同时 , 进一步激发学生今后学习中医专业

的兴奋点, 在教学上取得双赢效果。

中医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

汉民族智慧的结晶。留学生在学习医药知识的同

时, 还应掌握大量的汉文化背景及思维方式。例如,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 “阴阳者 , 天地之道也 ,

万物之纲纪 , 变化之父母 , 生杀之本始。”而中医药

中的重要概念“阴、阳”, 其义符分别为“日、月”, 这

正是因为日月的运行关系可以形象地表示阴阳的

关系: 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相互转化。由

此 , 在进一步引出“世界本身就是阴阳二气统一运

动的结果”。

可 见 , 对 “阴 、阳 ”两 字 的 巧 妙 讲 解 , 可 以 将 宇

宙、汉字、医学无形的融在一起 , 从而取得意想不到

的教学效果。

3.1 汉语水平、汉字书写量与汉字书写偏误 初级

汉语水平的留学生以“缺少或添加笔画”居多 , 说明

这类学生其注意力集中在汉字整体形式上 , 忽略了

构成汉字整体的各个部件之间的组合与结构关系 ;

其次是 , 学生没有掌握形符的表义功能 , 在头脑中

尚未建立起来有效的形义联系。

中级汉语水平的留学生( 都已进入中医的专业

学习) , 随着汉字书写量的增加 , 学生对搭建汉字结

构的笔画逐渐有了感觉 , 丢失笔画的汉字大多不是

新学的汉字 , 而是已经学过的汉字 , 可能是因为书

写中的粗心和马虎; 形似部件替代类错误仍然为主

要错误之一 , 说明该阶段的学生对形声字义符的表

义功能与字义之间依然没有建立起联系 , 因为通过

访谈 , 发现这类错误常常伴随该阶段学生书写某一

汉字的始终 , 如所有“复”中的“日”都写成“目”,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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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学习策略调查项目使用情况

有“流”中“三点水”写成“两点水”。而且 , 这一阶段

的学生开始模仿连笔字 , 笔画与笔画之间的连笔牵

强而混乱。因而, 在书写汉字是采用了回避策略, 试

图通过连笔的写法掩饰书写中的错误或回避一些

难写的笔画。

整字代替错误成为高级学生 ( 中医专业学生)

的主要错误类型 , 这说明随着汉字学习数量的增

加, 字形的混淆逐渐变强。与前两个阶段相比, 形符

替代类错误有所减少 , 这说明学生对形符功能的认

识在逐渐增强, 特别是有了形声字的意识[1- 2]。

3.2 教学重点, 笔顺问题 在调查问卷第 10 题“你

感觉哪部分最难”, 有 40%的学生选择了 “汉字笔

顺”( 大部分为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 , 但同时在回

答“你觉得重点学习汉字的笔顺有必要吗”, 有不少

学生选择了“没必要”。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矛盾的现象呢? 我们认为可

能跟教师的教学重点及对学生的要求有关。大部分

教师会在学生学写汉字之初 , 重点讲解汉字的笔

画、笔顺, 而且对于笔顺书写往往是有错必纠。近年

来 , 学界也比较强调笔顺问题。但正如易洪川所言

“笔顺有隐性的一面 , 只存在于书写过程中 , 难以观

察”, 因此对学生的笔顺书写问题确实有待于进一

步探究。

就本校的留学生而言 , 在访谈中 , 笔者请二年

级中医专业的学生书写部分汉字 , 该生是由于频繁

接触各种中医书籍 , 在汉字书写量及汉语水平方面

较之以前都有很大的提高。分析该生书写中出现的

问题 , 发现学生的笔顺知识随汉语水平的提高也提

高了。有的笔顺知识被运用到具体的书写行为中

去。但有的笔顺知识学生知道却没有应用 , 而是按

照自己的习惯去写 , 但这些往往是一些对汉字最后

成形没有重大影响的问题 , 如先横后竖还是先竖后

横, 先写里面后关门还是先关门后写里面等。

可见 , 虽然一些学生带着一些笔顺问题进入专

业学习 , 但并未影响到他们对中医专业的学习掌

握, 而且汉语整体水平还得到了提高 , 事实说明 : 对

于中医院校的留学生而言 , 不会影响到日后的中医

专业学习 , 教师无需重点强调汉字的笔顺问题 , 而

应该把教学重点转向汉字的认读上。当然 , 这一忽

略是以汉字最后成形的正确性为前提的。

3.3 学习策略调查结果分析 首先根据江新、赵果

设计的测量表 , 笔者将学习策略分为 7 大类 , 应用

策略、笔画策略、归纳策略、字形策略、复习策略 , 其

次是音义策略、记忆策略。然后对毕业班的德国学

生进行了访谈测试并察看这几年来的相关汉字书

写 , 该学生学习策略的具体使用情况及平均使用率

见表 1、2。

数据表明 , 学生对汉字的认识存在从非理性到

理性的萌芽推测 , 对在中医学习中出现较多又较易

混淆的汉字进行对比 , 易加入自己的一些记忆方

法, 分清其所指含义。且教师在讲课或教材编写上 ,

要注意构词能力强的部件、汉字的出现时间及复现

率 , 引导学生有效的复习。鉴于此 , 针对中医院校留

学生的实际情况 , 可考虑将有关中医重点概念的汉

字较早的出现于课本中 , 使学生可以通过对汉字结

构、汉字历史文化及汉字意义地了解上升到对中

医、对汉文化的预知 , 当然这样就对教师提出了较

高的要求 , 教师需有较深厚的文字文化功底和较佳

的教学方法 , 将两种课有机的衔接起来 , 并且引导

帮助学生对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的选择 , 为今后大

量的专业学习打下基础[3]。

4 结语

通过对留学生汉字学习现状的调查分析 , 探讨

汉字学习过程中影响因素的分布以及阶段性特征。

调查结果显示 : 1) 对汉字历史、文化的了解程度影

响着对汉字的理解和掌握 , 对其越了解兴奋点越

多 , 汉字学习的主动性也就越大 , 学习效果也就更

好。2) 汉字的书写量影响汉字的记忆和书写错误

率; 书写量增长 , 记忆的汉字量增加 , 书写错误率降

低。3) 教师的教学重点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汉字学习

情况 , 学生书写的过程不是教师必须关注的重点 ,

只要不影响汉字“成品”形体上的正确性 , 可忽略学

生的笔顺问题。4) 学习策略的选择对学习效果有显

著影响。一般的学习者对学习策略的选择都是无意

识的 , 教师如果有意识的引导或调动学生使用高效

的汉字学习策略将有利于教学效果的优化。

问题数目

常用

有时

不用

字形

9

5

2

2

记忆

5

0

2

3

应用

4

2

2

0

复习

3

1

1

1

归纳

6

2

3

1

笔画

3

3

0

0

音义

2

1

0

1

表 2 学习策略平均使用率

字形

77

记忆

40

%

应用

100

复习

66

归纳

83

笔画

100

音义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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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此次调查研究仅限于学校的部分留学生 ,

尚缺乏普遍性 , 但这些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外国留学生在汉字学习过程中的问题及应对策

略, 存在一定的共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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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复位、外固定治疗儿童
移位肱骨髁上骨折 45 例

李志良

自 1999 年以来, 笔者根据骨折移位机制及肘部的解剖特

点, 采用手法整复, 小夹板超肘关节或石膏托外固定治疗儿童

移位肱骨髁上骨折 45 例, 效果满意, 介绍如下。

1 临床资料

45 例均为门诊患者 , 男 34 例 , 女 11 例 , 年龄 4～12 岁 , 左

侧 14 例 , 右侧 31 例 , 均为闭合性损伤 , 断面横形 14 例 , 斜形

27 例 , 粉碎形 4 例 , 均有移位 , 伸直型 42 例 , 屈曲型 3 例 , 尺

偏型 37 例, 桡偏型 8 例, 就诊时间最短 30 min, 最长 7 d。

2 治疗方法

2.1 手法复位 患儿仰卧 , 以左侧伸直型为例 , 两助手分别

握患儿上臂和前臂, 作顺势拨伸 3～5 min, 以矫正重叠移位。若

有 旋 转 移 位 , 首 先 应 矫 正 旋 转 , 尺 偏 ( 挠 偏 ) 使 前 臂 旋 后 ( 旋

前) , 然后术者一手握近端另一手握远端 , 相对横向挤压 , 矫正

侧方移位, 再以两拇指从肘后尺骨膺嘴处推骨折远端向前 , 两

手其余 4 指重叠环抱骨折近端向后拉 , 同时令远端助手在牵

引下徐徐屈曲肘关节。

2.2 固定 用 4 块夹板, 前后板宽, 内外侧板窄。检查复位满

意后 , 4 块夹板上端均达三角肌中部水平 , 前侧下至肘横纹 ,

内、外、后侧板下端达肘关节下 1 cm 许。根据移位方向放好压

垫 , 用绷带缠绕固定 , 松紧度适中。伸直型固定于屈曲 90°～

100°位置 , 屈曲型固定肘关节半屈伸位 40°～60°位 , 1～2 周后

逐渐将关节屈曲至 90°位 , 尺偏型前臂内旋位、挠偏型前臂外

旋位, 前臂悬吊胸前。固定期间 1～3 d 复查 1 次 , 以检查夹板

松紧度及血运情况, 若患肢肿痛剧烈随时复诊。如肿胀较严

重, 先石膏托外固定 5～7 d, 石膏托 8 层即可 , 并仅对有侧方移

位倾向塑形 , 绷带在肘部“8”字绕过肘关节缠绕数圈 , 待肿胀

减轻, 改小夹板固定。

3 治疗结果

45 例中解剖复位或近似解剖复位 42 例 , 功能复位 3 例 ,

1 次整复成功 32 例, 2 次整复成功 13 例, 第 2 次整复在 X 光

机下进行。全部肘关节屈伸功能正常。随访 42 例 , 随访时间

0.5～3 a, 与健侧基本相同 37 例 , 携带角明显减少 3 例 , 2 例出

现轻度肘内翻, 小于 10°。

4 讨论

及时准确的复位 , 切实有效的固定 , 合理的练功 , 必要的

用药, 是治疗肱骨髁上骨折的基本原则。固定时可借助软组织

合页形成软组织夹板, 伸直型肘关节应屈曲 90°～110°之间固

定, 因伸直型背侧骨膜完整, 屈曲固定可使背侧骨膜紧张增

加 , 从而增加断端之间压力 , 增加骨折之间的稳定性 , 屈曲型

固定肘节于半屈伸位 40°～60°之间 , 可使前侧完整的骨膜紧

张, 增加断端之间的压力, 使断端之间稳定性增加。尺偏型前

臂应固定于旋前位 , 是因为外侧骨膜断裂 , 内侧骨膜完整 , 远

折端移位趋向尺侧, 旋前位能使前臂伸肌群紧张 , 使外侧断端

之间形成压力, 与完整的内侧骨膜紧张形成一软组织夹板 , 从

而增加断端之间的压力, 增加其稳定性。挠偏型骨折应固定前

臂于旋后位 , 因为挠偏型内侧骨膜断裂 , 外侧骨膜完整 , 远折

段有向外移位趋向, 而旋后位使前臂屈肌群紧张 , 使骨折内侧

形成压力, 外侧完整的骨膜紧张也转化成断端之间的压力 , 形

成软组织夹板, 从而使骨折断端稳定。固定期间应密切观察血

运情况, 定期拍 X 线片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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