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A 

复旦大学 2021 年本科教学研究与改革实践

项目研究/实践报告 

说明： 

一、拟择优发布在复旦大学《教与学专刊》） 

二、报告结构建议如下（字数 2000-3000），格式请参考脚注
[1]
： 

1.项目的背景（为什么选择这门课程进行课程教学设计改进？） 

2.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法与过程（包括本次改进的侧重点，举例简要说明）。 

3.项目的主要成效与价值（实践后学生的学习效果，包括学生反馈）。 

4.项目设计和实践中的困难、问题和建议；下一步进行改进的思路。 

5.其他
 

 

 

报告题目
[2]
：以学为中心的汉字与汉字教学课程教学设计与实施报告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作者姓名：胡文华 

 

报告正文： 

一、项目的背景（为什么选择这门课程进行课程教学设计改进？） 

1．本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对外汉语专业的选修课，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决定了学习汉语离不 

开学习汉字，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教学成为重要的语言要素教学内容。本课

程开设超过十年，基本教学内容有三点： 

（1）掌握汉字学的理论和知识（包括汉字的形音义规律及汉字的文化内涵）。 

                                                        
1 复旦大学《教与学专刊》：  

（1）实证性研究报告 可参考 2017 年第一期 http://cfd.fudan.edu.cn/yanjiu/jyxzk/1650.html ； 

（2）经验性实践报告 可参考 2015 年第一期 http://cfd.fudan.edu.cn/yanjiu/jyxzk/1179.html#jyxzk04  
2 可不同于教改项目名称。 

http://cfd.fudan.edu.cn/yanjiu/jyxzk/
http://cfd.fudan.edu.cn/yanjiu/jyxzk/1650.html
http://cfd.fudan.edu.cn/yanjiu/jyxzk/1179.html#jyxzk04


（2）掌握汉字教学的理论和知识（包括“怎么学”、“教什么”、“怎么教”三个方

面）。 

（3）具备汉字教学的基本能力。 

2．本课程待解决的问题 

（1）汉字知识和汉字教学知识的教学相结合 

（2）知识教学和技能培养相结合 

（3）理论实践能力提升与素质提升相结合 

3．国内外相关情况 

综观国内外汉字教学，汉字教学法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少，戴汝潜（1995）总

结了 23 种针对中国人的汉语识字法。3但是如何让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系统了

解汉字的基本知识，了解汉字演变的历史，掌握对汉字结构的分析和部件偏旁的

分析，了解汉字字形与字义之间的关系，了解汉字教学的有效方法，需要讲练结

合。 

针对汉字与汉字教学的经验总结成果不少，比如吕必松（1999）、卞觉非

（1999），对汉字教学的重要性以及要抓住的重点都有精辟的论述。4 

针对外国留学生的汉字教学，已出版不少教材，如施正宇《新编汉字津梁》、

胡文华《汉字与对外汉字教学》、胡文华《汉字中的思维之美》、周健《汉字突破》

等。但大部分停留在以教师讲授为主。 

汉字与汉字教学课程，需要培养学生的汉字观和汉字教学理念，并落实到教

学设计与实践。如何抓住汉字教学的重点？如何设计一堂有效的汉字教学课？如

何准确分析汉字的结构和文化内涵？都需要在课程教学改革中，依托教与学理论，

找到新的教学思路和方法，让这门课程不要停留在单项传输的轨道：教师讲授为

主，学生被动输入。要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边学变做，在课程学习中，师生互

动、思考、讨论、实践，共同成长。 

 

二、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法与过程（包括本次改进的侧重点，举例简要说明）。 

1.以教育学理念为指导推进课程建设 

本课程借鉴美国教育家迪•芬克（Dee Fink）“有意义的学习分类法” 理念

                                                        
3 戴汝潜主编《汉字教与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115－120 页。 
4 参见吕必松主编《汉字与汉字教学研究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26 页。 



以及英国教育家麦克•格尔森（Mike Gershon）的“钻石菱形学习法”。具体思

路如下图： 

 
图 1：汉字与汉字教学的“钻石菱形学习法” 

2.学习活动和学习测评以学生学习需求为导向，体现一致性建构 

   课程的教学大纲制定，到课堂活动,到学生的知识建构，能力发展，以及

教与学的评价，再到教学大纲的进一步完善，教学反思、创新以及教师发展

和育人，都以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为中心，无不体现出一致性建构。 

 
                     图 2：以“过程化”为特色的汉字与汉字教学 

3.细化教与学的评价： 



不仅是多学生的学习评价采取形成性评价方式，对教师的评价也细化指标。 

1）对学生的评价方式见下表： 

课程评价指标 成绩占比 

平日课程考勤 10% 

 

平时

成绩 

课堂讨论（2 次计分） 5% 

同伴互评（2 次计分） 5% 

随堂测验（2 次计分） 5% 

个人微课设计（1 次计分） 5% 

小组教学设计（3 轮整体计分） 15% 

小论文写作（1 次计分） 10% 

案例分析（1 次计分） 5% 

期末课程论文 40% 

合计 100% 

2）对教师的评价指标如下：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教师人格魅力 1-10 分   

学术能力 1-10 分   

教学热情 1-10 分   

教学大纲 1-10 分   

课堂教学 1-10 分   

反馈质量 1-10 分   

价值引领 1-10 分   

深远影响 1-10 分   

对老师说的话： 

 

4. 具体操作步骤： 



1）落实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聚焦难点和重点 

• 汉字知识和汉字教学知识的教学相结合 

• 知识教学和技能培养相结合 

• 理论实践能力提升与素质提升相结合 

2）以教育学理念为指导 

3）以学习需求为导向：建立师生互信、制定教学目标、设计课堂教学、重视教

与学评价 

4）以学术内涵为支撑 

汉字理论知识：注意系统性、权威性和中国特色。汉字教学法理论：重系统

性、全面性和中国特色。汉字与汉字教学素材：注意历时与共时特点。课堂互动兼

顾技能训练与能力提升。 

5）制定可操作的教学大纲 

让学生对照教学大纲，进行第一次定位。让学生成为课程的演奏者。 

6）建立良好的课堂文化 

以第一次课堂教学为例：1）关于课程，教师介绍课程简介、要求课程评价

方式汉字的性质、特点汉字现状。2）引导学生建构：“我的汉字观”，引导学生

审视自己姓名用字；描述自己的汉字能力；第二次对标自己对课程的期待。3）

教师引导：旨在让学生正视这门课程，目标是让学生自然地信任教师；从宏观

角度看汉字；能描述汉字的性质和特点。4）教师引导，描述“我的汉字观”，

让学生感知到方寸汉字，博大精深。展示造字法体现的思维之美；举例“儒、

康、和谐”，看汉字承载的价值观。举例说明汉字体现的汉语之美。 

7）提供丰富的课程资源 

高清视频、APP 资源、课件、书影、文档、留学生文字材料等，注重高质

量、实用性、丰富度、技术性。 

8）教师引导，学生建构生动的课堂教学 

教师提供生动的课件，引导灵活的互动，给出实用的案例，师生间点评，拓

展学术探讨，再设计延展任务。 

9）通过细化的教学评价反观教学效果，完成教学反思 

 

三、项目的主要成效与价值（实践后学生的学习效果，包括学生反馈）。 

1. 学生与教师一起参与课堂讨论，喜爱这门课程学习效果好，课程评教好，

延伸到真正的汉语国际教育实践，学生能发挥出自己的汉字教学能力。 

通过随后的教学实践，学习者体现出较扎实的汉字学的理论和知识（包括汉

字的形音义规律及汉字的文化内涵）。较好地掌握汉字教学的理论和知识（包括

“怎么学”、“教什么”、“怎么教”三个方面）。初步具备汉字教学的基本能

力。所有选修本课程的同学都爱汉字，表达对汉字文化传播的兴趣。 

选修此课程的 6位同学，有两位报考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一位是

历史系的宋张文扬，经课程负责人推荐，成果考上华东师范大学的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硕士，另一位是复旦大学德语系的刘辰雨，成功考上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

学院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目前已成为课程负责人的研究生。还有一位中文

系的学生，本科毕业保研中文系，现在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任教，所学的汉字与

汉字教学知识和技能真正用上了，现在还经常微信与课程负责人保持沟通，切磋



汉字教学的方法。 

 

        图 3： 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任教的学生微信交流 

2.选修此课程的学生能小组讨论以后独立完成初级的汉字教学任务，充分体现

教学目标中技能和能力目标的达成： 

比如，这是一次汉字数字教学的小任务，一组同学思考全面，从课件到教

案设计，非常用心，课堂汇报非常精彩。相较于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所完成的

汉字教学教案，也绝不逊色。 

  



  

  

 

  



 

  

 

 



 

 

 

3.课程负责人与教学团队成员结合课程改革成果，面向国际中文教育实际，疫

情期间，线上为世界六个国家的中文教师开展汉字与汉字教学的培训讲座。将



新的教学理念和模式传播做到广泛传播。（具体讲座见前文第二部分表格，每场

讲座在线听讲教师都超过 100 人） 

4. 讲练结合，教师引导学生在过程中逐步建构汉字观和汉字教学理念 

这门课程的一个亮点是教师将汉字与汉字教学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学

生在教师引导下形成自己的汉字观和汉字教学理念，通过阅读、分析、课堂讨论，

在合理的任务中逐步建构。课程负责人带领团队和选修此课程的学生，积极参与

另一门课程的教学实践。在专门针对本科留学生的“汉字研究”课程教学中，进

一步实践教学模式，取得可喜成果，“汉字研究”课程获得 2022 年上海市级重点

课程立项，还获学校推荐申报 2022 年上海市一流课程。 

5. 汉字与汉字教学中融入汉字文化内容，自然达到课程思政效果 

国学大师陈寅恪说过，“一个汉字就是一部中华文化史”。汉字已经有超过三 

千年的历史，承载着中国人的思维特征，汉字的造字、结构，以及字体演变，汉

字记录汉语的方式，都生动地反映中华文化的深厚与广博。本课程通过在汉字与

汉字教学中融入汉字文化内容，会激发学习者对所学所用汉字的重新认知，加深

对汉字和汉语的情感，从而让课程思政效果自然达到。 

   如，当我们讲“儒”“和谐”“康”，从字形溯源，联系古代的认知，到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表达，学生会明白汉字字形与字义之间的逻辑与语义联

系，加深对汉字和汉语文化的热爱。 

 

四、项目设计和实践中的困难、问题和建议；下一步进行改进的思路。 

1．项目设计和实践中的困难： 

2022 年对于上海是不平凡的一年，上半年封控，下半年的教学也多半为线

上。留学生有三分之二都在自己的国家，通过线上课程完成学业，这就使得汉

字与汉字教学的课程教学实践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1）线下课程实际变为线上课程，教学和讨论效果承受挑战 

     比如，对于汉字教学的板书，在线上完成，只好是打字或者利用汉字软件

完成，无法即时展现学习者对于汉字的字形、笔画、笔顺的输出情况。进入教

学实践，留学生在线上，很难保质保量完成相关任务。 

2）在校园里学习汉语的留学生锐减，汉字教学的实践战场遭遇挑战。 



这一年，除了出国担任志愿者的学生，大都在线上观察课堂，汉字教学实

践，需要进一步认真思考其效果和方法。 

2.项目改革中还存在的问题： 

本课程使用的教材是课程负责人于 2008 年编著的《汉字与对外汉字教

学》，学林出版社。教学内容应该随新时代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在教材中

更新。教材需要重新改编，课程负责人已经与团队一起向学校递交了教材改编

申请，希望能获得批准。 

3.下一步的改进思路： 

本课程为全线下教学，考虑到像这次新冠疫情的突发，应该思考是否同步

建立线上线下混合式的课程模式。 

对于课程建设的资源，应该结合教学实际，结合学生在课堂内外的教学实

践，建立汉字与汉字教学的学习者资源库。 

汉字从某种程度，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基因，国际中文教育中，汉字与汉

字教学是非常重要的传播中华文化的窗口和要素。课程负责人将和团队成员一

起，继续完善教学设计，努力打造更加高质量的汉字与汉字教学课程。 

 

                                    课程负责人：胡文华 

                                        2023年 1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