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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认读汉字是学习汉语的必备技能之一。学习者产生的汉字认读偏误各式各样，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六类：

跟字形有关的形近偏误、跟形声字有关的形声旁偏误、跟字词意义有关的近义偏误、跟组词有关的预测

偏误、跟字序有关的顺序偏误、由多音字引起的多音字偏误。偏误成因较为复杂，除了正字法方面的影

响，记忆策略和认读策略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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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skills in learning Chinese. Learners make var-
ious recognition errors, which can be mainly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six categories: shape-ap- 
proximation errors related to shape, para-morpheme errors related to shape-sound words, syn-
onym errors related to word meaning, prediction errors related to word formation, order errors 
related to word order, and polyphone errors caused by polyphone words. The causes of errors are 
complex. In addi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orthography, memory strategies and recognition strate-
gies cannot be ign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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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二十年以来，对于汉字认读偏误的研究有不少，张晓涛(2005)在对非汉字文化圈学生汉字认读进行

研究后，将学生的汉字认读偏误主要分为因字形和笔画相近或相同引起的混读、因字义相同或者相近而

导致的认读的偏误、因过分依赖形声字声旁表音产生的偏误、母语发音负迁移造成的偏误、多音字造成

的偏误，并从学习者和教师的方面分析了偏误产生的原因，最后对汉字教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1]；王玲、

张健(2014)对中级阶段留学生的汉字认读偏误进行调查后，发现了五种汉字认读的偏误：声旁泛化偏误、

形近字的认读偏误、多音字认读偏误、增加义符导致的偏误、字义相同或相近导致的认读偏误[2]；郝美

玲(2018)对 35 位高等级留学生即时认读 1200 个常用汉字的情况进行考察后，提出了三类汉字认读偏误的

分类，即：字形相似错误、选择偏误、语音错误。在前人研究中，总结了许多影响汉字认读的相关偏误，

也对偏误进行了分类和归因[3]，还有许多可以完善的地方。本论文拟通过课堂观察法、问卷法、测试法

对中高级汉语学习者的汉字认读偏误进行进一步的分类并对不同偏误的成因进行研究，最后对汉字教学

提出一些建议。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问题 

汉语学习者的汉字认读偏误的分类；汉语学习者的不同汉字认读偏误的成因。 

2.2. 研究对象 

高级汉语学习者一名，中级汉语学习者两名，三名学习者的母语都为拼音文字，且都能熟练使用英

语，三人所使用的教材均为《HSK 标准教程》系列教材，三人均为 30 岁左右男性，所有被试的学习方

式均为网络在线学习，学习汉语时都在中国。高级学习者，建筑学博士，母语为西班牙语，学习汉语 4
年，已经通过了 HSK6 级考试，汉字认读能力非常优秀；中级学习者 A，建筑学博士，母语为阿拉伯语

和法语，学习汉语 2 年，已经通过 HSK4 级考试，刚开始 HSK5 课程的学习；中级学习者 B，英语博士，

母语为英语，学习汉语 1 年多，刚通过 HSK4 级考试。 

2.3. 研究方法 

课堂观察法、访谈法、测试法。 

2.4. 偏误分析 

2.4.1. 偏误的收集 
本论文一共收集了 816 条学习者的汉语字词认读偏误：三名学习者在课堂教学中，最近产生的汉字

认读偏误 600 条，在测试中产出的 216 条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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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偏误的标准 
本论文认为汉字认读偏误是指学习者在接受汉字的图像信息刺激以后，不能正确输出语音而产生的

偏误。如：“我”被学生认读为“找”、“凉”被误读为“冷”。某些语音偏误，如儿化音、变调、平

翘舌、声母(如：j、q、x)混淆等，不计入汉字认读偏误，比如张晓涛(2005)提出的母语语音负迁移偏误，

其西班牙学习者因为西班牙字母的“c”发音与汉语拼音“k”发音相同而将“草、考”二字误读，笔者

不将其考虑为汉字认读偏误，这样的偏误是因为学习者对于汉语声母“c”的发音掌握不好，可能划入语

音声母偏误比较符合。另外，对于难以分辨的偏误，采用组词或翻译进行辅助判定。 

2.4.3. 数据分析 
将收集到的偏误，通过 Excel 汇总，分别标注偏误出现的词语、句子、课文，并对偏误进行分类，

然后对其进行数据分析，计算出不同偏误在三个不同等级学习者汉字认读偏误中的占比，以探究不同等

级学习者的汉字认读偏误特点，并尝试探究不同偏误时产生原因的和心理机制。 

2.5. 测试与访谈设计 

从三名学习者使用的教材中(中级学习者使用的《HSK 标准教程 4》、高级学习者使用的《HSK 标准

教程 6》)，随机选择 1000 字左右的文字材料，材料的类型包括单字、词语、句子、课文。材料选择完成

后，将其以小四号宋体呈现在 word 文档中，测试时要求学习者尽可能快地通过电脑屏幕认读测试材料，

主试对正误和偏误进行记录。测试完成后，主试会用英语询问学习者的想法，并记录学习者在产生偏误

时的所思所想。 

3. 偏误分类及成因分析 

3.1. 偏误分类 

3.1.1. 形近字偏误 
形近字偏误是跟汉字字形有关的偏误，是三名学习者产生的偏误中最多的一类偏误。根据其主要诱

因，形近字偏误可以细分出许多类别。有相似偏旁和部件引起的形近字偏误，如：“特”被误认为“待”、

“很”被误认为“跟”、“住”误认为“往”、“尝”被误认为“觉”、“考”被误认为“老”、“夏”

被误认为“复”、“话”被误认为“活”。有因笔画的差异造成的形近字偏误，如：“甩”被误认为“用”、

“目”被误认为“日”、“毛”被误认为“手”。有因轮廓相似引起的形近字偏误，如：“支”被误认

为“文”、“厅”被误认为“行”、“妻”被误认为“事”。  

3.1.2. 形声旁偏误 
形声旁偏误跟形声字、形旁、声旁有关。形声旁的偏误也可以细分成几类：首先是过度泛化声旁的

表音作用引起的偏误。如：“详”字被误认为“羊”、“校”被误认为“交”、“晚”被误认为“免”。

然后是不了解汉字的构字法而引起的偏误，学习者在认读一些非形声字但具有形声字相似结构的汉字时

产生错误，比如将会意字“位”误读为“立”、会意字“休”误读为“木”、会意字“便”误读为“更”。

最后是与形旁相关的偏误，在认读某些汉字时，学生还有可能给汉字加上形旁，如：“介”被误读成“价”、

“主”被误读为“往”、“专”被误读成“传”。 

3.1.3. 近义偏误 
近义偏误是跟汉字语义相关的偏误。像是近义词和同义词引起的偏误。例如：学习者将“改”误读

为“变”、将“经验”误读为“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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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集偏误时，我们也发现近义偏误的发生不止存在于同义字词或者近义字词之间，某些意义有关

系的词语，也会造成选择偏误的发生，比如“丈夫”被误认为“妻子”、“树”被误认为“花”、“竟

然”被学生误读为“即使”。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学习者可以利用汉语的意义线索对汉语字词进行分类

记忆。另外在认读某些三字词语时，也会发生近义偏误，如“兴趣”被误认为“感兴”。 

3.1.4. 预测偏误 
预测偏误跟学习者的记忆策略和认读策略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类偏误一般发生在认读多字词语时，

虽然学生可以成功认读词中的某些字，但剩下的内容却不行。如：“结果”被误认为“如果”、“亲切”

被误认为“亲戚”、“保持”被误认为“坚持”。 
我们在研究此类偏误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预测偏误产生的偏误词可能与本来的词的词序完全

不同。例如：“希望准确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句中的“解决”被误认成“了解”、“我实在不

知道怎么办。”一句中的“实在”被误认为“其实”。另外，学习者使用预测策略认读汉语字词时，出

现的词语不一定是随机的，它们似乎有一种优先级，如中级学习者 A 在认读含有“果”字的词语时，“如

果”出现的次数非常高；中级学习者 B 在认读含有“觉”的词语时“觉得”一词也经常出现；高级学习

者在认读含有“细”的词语时，“仔细”一词经常出现。似乎记忆越深，或者习得时间越早、程度越高

的词语，越可能成为学习者预测的材料。 

3.1.5. 顺序偏误 
某些汉字词语在顺序颠倒的情况，会代表原词相近但是不同的意思。学习者在认读汉字时是准确辨

认了汉字，但是因为某些原因，没有输出正确的词语，造成了顺序偏误。如：“积累”被误认为“累积”、

“奶牛”被误认为“牛奶”。 

3.1.6. 多音字偏误 
多音字偏误即多音字引起的偏误，如：表“应该”的“得”被误认为结构助词“得”、“爱好”的

“好”被误认为三声、“了解”的“了”被误认为“le”。 

3.2. 偏误成因分析 

本论文认为文字的认读受到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影响，客观即汉字自己的特点，主要是汉字的正字

法，正字法是将语言的声音描绘成书写符号的方法，按照正字法的不同，语言可分为三种类型：音节文

字、字母文字、字符文字[4]。不同的正字法对于文字认读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汉字是典型的字符文字，

字符文字将词和词素作为语言单位，并将一些象形的符号与这些单位匹配，这些符号就是字或者字符，

字符中即包含了读音、也包含了意义。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认读汉字就是要通过字符将汉字的读音、

意义正确的提取。它有四个阶段：接受汉字的图像刺激、辨认汉字、检索汉字音义、发音器官发音。 
主观即认读主观，学习者作为认读主观，所采用的汉字记忆策略和汉字认读策略会对汉字认读造成

影响。汉字记忆策略就是学习者将汉字字形、字义、字义相结合的方式，即汉字在学习者脑中的存储模

式。受到词本位教学模式的影响，许多汉语学习者对汉字的记忆是以词为基本单位的。文字的认读策略

有很多，Coltheart 等人(2001)指出，在书面语和口语之间有始于正字法的三条通路：形–音转换通路、词

典加语义系统通路、纯词典通路[5]。汉字的认读策略指的是学习者认读汉字的方式，不同的认读策略所

利用的线索是不同的。学习者可以只利用汉字的图形信息即字形对汉字材料进行认读[6]，例如：认读“木、

本、末”字是，学习者可以通过横、竖、撇、捺这几个笔画的组合，直接认读汉字。这种自下而上的认

读策略是最基础的汉字认读策略，也是学习者使用最多的认读策略。但是在学习汉语的大部分时间里，

汉字不会单个出现，它一般存在于词语、句子之中。除了利用图像信息对汉字进行认读外，学习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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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自身记忆和已有信息(语境、语义、构词等多种因素)对汉字进行认读，这是自上而下的汉字加工方式

[6]。例如：学生在单独认读“结婚”一词时，认读“婚”字失败。但在读“爱情是结婚的重要原因”一

句时，认读“结婚”一词并没有问题。下面将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分析不同偏误产生的主要原因： 

3.2.1. 形近字偏误 
从汉字自身来看，汉字的独特的正字法是形近字偏误产生的客观因素。不同于横向排列的拼音文字，

汉字将所有的笔画纵横交错放在一个大方块中，汉字的结构很复杂，且相似的部件非常多，容易误导认

读者。在主观方面，学习者对于汉字的图像信息记忆不够仔细，在汉字的笔画、部件、结构等细节的辨

认上出现问题，将认读的汉字错认为其它字，就会导致了形近字偏误。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就提到，

遗忘的产生于干扰和衰退。干扰是指获得顺序不同的记忆对彼此造成的影响；衰退指大脑中记忆痕迹会

在缺少刺激的情况下逐渐衰弱直到遗忘的过程。形近字偏误就是因为某一汉字形体的记忆被其他形似字

的记忆所干扰产生的。在对学习者的形近字偏误进行访谈时，学习者就说到，认读汉字时，某些相似的

部分很容易对他们的记忆和认读造成干扰，有些汉字只是在细节上有差异，特别是在阅读课文时，大量

的汉字混在一起，认读起来就更加困难，一旦马虎就会读错。 

3.2.2. 形声旁偏误 
汉字虽然是字符文字、表意文字，但有的汉字中也存在表音结构，形声字就是有表音线索的一类汉

字，声旁是形声字中提示读音的部件[7] [8]。声旁虽然对于认读汉字有不小的帮助，但并不是所有的声旁

都可以准确地表示整个汉字的读音，大约只有四分之一的形声字声旁和整字完全相同，这就给形声旁偏

误的产生提供了正字法基础。对于形声字认读策略和记忆策略的不同就是形声旁偏误产生的主观原因。

首先，学习者不能正确记忆完全表音和不完全表音声旁时，会产生偏误；然后，学习者不能正确记忆哪

些字是形声字，哪些不是时，也会产生偏误；再者，学习者在认读时忽视形旁，还会产生偏误。在访谈

中，中级学习者表示自己并不能分辨形声旁，只是以为部分具有相同符号的汉字，读音会相同。高级学

习者在访谈中表示，自己会将有相同声旁的字记忆在一起，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无法对所有的字进行细

节的区别。另外，分清那些汉字是形声字，那些不是也不太容易。前人的研究中，少有提到形旁相关的

认读偏误，笔者认为学生在误读形声字，比如将“室”误读成“至”、“详”误认为“羊”、“笔”误

认为“毛”、“军”误认为“车”时，不仅是不了解声旁的表音规律，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看作是对

形旁的忽视，学生应该意识到具有相同声旁，不同形旁的汉字很有可能读音不同。虽然形旁的主要作用

是表示了汉字的义属，不是表音，但它也会一定程度上对汉字认读造成影响，在汉字认读时，声旁和形

旁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3.2.3. 近义偏误 
汉字是形、音、义高度结合的文字，相同的语义可以由几个不同的字词表示，并且为了避免重复的

和增加语言的准确性，汉字中还存在大量的近义字词。另外，某些合成词是由两个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

组成的[9]。很明显大量的同义词和近义词就是近义偏误产生的客观条件。近义偏误产生的主观条件，集

中在记忆上。科勒的“重叠效应”理论就指出人们习惯将相似度高的信息集中在一起记忆，这样会导致

同化的产生，相似度高的记忆互相抑制和干扰，就产生了遗忘。同义字词、近义字词在学习者中的记忆

中重叠干扰，就导致了近义偏误的产生。在访谈中，学习者就说道，在认读到某些字词时，它们的意思

突然都从脑袋中蹦出来，但是读音信息不能被唤起，学习者就要从符合语义的选项中选择。这就说明了

学习者接受到汉字的图像信息刺激后，有时会首先激活了意义系统，他们需要根据被激活意义提取汉字

读音，但某一意义信息能够刺激到重叠的多个相近或相同意义的字词，学生从中选择错误，就会造成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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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偏误。如：“邀”被误认成“约”、“改”被误认成“变”、“变”被误认为“换”。另外，学生还

谈到在认读某些词语时，脑中被激活的信息不是确切的词义，而是一个语义场。比如：“丈夫”一字会

激活“家庭成员的称呼”这个语义场，学生会产生“父亲”、“妻子”这样的认读错误；还有“竟然”

会激活“关联词”这一语义场，这时学生就会产生“即使”、“但是”这样的偏误。在字词激活语义场

相关记忆时，学习者从这个意义类属中选择错误，近义偏误也就产生了。 

3.2.4. 预测偏误 
语言的经济原则是语言演化过程中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它要求语言以最少的材料来表达最大限

度的信息量。汉字就是一种非常经济的语言材料，同一个汉字可以组成许多词语。学习者在学习汉语

字词时，记忆的信息除了读音、意义，还包括汉字的组词信息，学习者可以通过组词意思对词语中不

认识的字进行预测或者猜测[10]。汉字的高效经济的组词能力是预测偏误发生的客观条件。记忆策略和

认读策略则是预测偏误的主观条件，从笔画、结构辨认汉字是最为基础的汉字认读方式，双音节词在

现代汉语中占有优势，学习者在课堂上认读的汉字材料多为词语或者句子，没有足够的时间将每个汉

字的每个笔画都一一认清。这时，学习者会通过组词和语境的信息，对之后的材料进行猜测，有可能

会猜测错误。 

3.2.5. 顺序偏误 
汉字强大的组词能力让相同的汉字材料可以通过不同排序表示不同的意义，这是顺序偏误产生的客

观因素；主观原因方面，在“词本位”教学模式的流行背景下，学习者对汉语词语的记忆多以词为单位，

对于词中各字符的记忆往往不那么仔细。 

3.2.6. 多音字偏误 
汉字的结构复杂，形态多样，常用的 1000 多个汉字能满足我们的交流需要，全都是多音字的功劳，

也是多音字偏误产生的正字法基础。引起多音字偏误的主观原因主要跟学习者的记忆策略有关，对多音

字的记忆不清导致了语音信息相互干扰。 

4. 偏误数据分析 

本论文共收集了 816 条偏误，其中 600 条偏误为最近课堂教学中所产生，三名学习者各取 200 条。

另外 216 条由测试得出。表 1 为课堂汉字认读偏误的统计情况，表 2 为测试中产生偏误的统计情况。 
 

Table 1. In-class error statistics 
表 1. 课堂偏误统计 

总数 形近 形声旁 近义 预测 顺序 多音字 

600 304 100 76 92 10 18 

 
Table 2. Test results statistics 
表 2. 测试结果统计 

学习者 形近 形声旁 近义 预测 顺序 多音字 总数 

中级 A 42 11 14 23 1 1 93 

中级 B 40 12 10 21 2 1 85 

高级 19 7 8 7 0 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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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1 我们可以看出，在所有学习者产生的偏误，形近字偏误占比高达 50.6%。形近字偏误是所

有产出的认读偏误中占比最大的一类偏误。紧随其后的，是形声旁偏误、预测偏误和近义偏误，分别占

比 16.6%、15.3%和 12.6%。多音字偏误和顺序偏误，在总的偏误中所占的比例是最小的。 
因为课堂教学偏误出自于多少数量的汉字材料不易统计，所以只能看出学习者的不同偏误的占比，

不能用于分析认读相同字数材料的产生的偏误，所以我们对三名学习者进行了测试，并将测试结果统计

形成表 2。通过表 2 所展示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认读相同字数的材料时，三名学习者的偏误产生数

量是按汉语水平的高低递减的，高级水平的学习者产生偏误的数量是最少的，两名中级水平的学习者产

生的偏误相对较多。测试结果的偏误组成结构和课堂偏误的结构非常相似，产生的偏误中形近字偏误占

比最大，多音字偏误和顺序偏误的数量和占比最小，其他偏误的占比基本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在测试中，笔者观察到在认读单字时，三名学习者产生的偏误最多，相同汉字在词汇中比单字更容

易认读，这证实了汉语中也存在词优效应，即当字出现在词中时，会比出现在没有关联的字符串中，更

易辨认。比如：“超”以单字呈现时，学习者会误认为“起”，而在词语“超过”中，并没有认读失败。

学习者在认读单字时，还不时利用组词来帮助自己认读，比如认读“趣”时，学习者下意识说出“感兴

趣”，然后认读成功“趣”。 

5. 结论 

汉字认读偏误按主要成因可以分为六类：形近字偏误、形声旁偏误、近义偏误、预测偏误、顺序偏

误、多音字偏误。结合课堂记录和测试结果很容易看出，三名中高水平汉语学习者产生的汉字认读偏误

最多的类型是形近字偏误，这说明从汉字字形认读汉字是学习者使用最多的认读策略。相同字数材料下，

高级学习者产生的形近字偏误最少，说明随着汉语水平等级的提高辨认字形的能力也在提高。形声旁的

偏误产生说明三名学习者明白形旁和声旁的特殊作用，并且能够将其作为汉字认读的线索，只是不够熟

练。近义偏误和预测偏误是跟认读策略有很大关联的两类偏误，它们的存在说明三名汉语学习者能够使

用词语意义和组词等因素对汉字自上而下的加工。在收集偏误时。相比其他偏误，顺序偏误和多音字的

偏误占比最小。 
另外，笔者也发现，某些汉字认读偏误并不能简单地归为某一类，它们的成因较复杂。如：“保持”

被误读成“特别”，学习者表示，自己辨认“持”的字形失败，将其认读为形近字“特”，同时，又采

用了预测策略，猜测出词语“特别”，从而造成这个认读偏误，此偏误是由形近字和预测策略引起的。 
最后，不得不说的是，造成学习者汉字认读偏误产生的原因很多，除了本文重点提到正字法、学习

者记忆和认读策略的影响外。汉语独特的构词法、词本位教学模式的流行、双音节词的优势地位、教材

编排、课程设计等都是导致汉字认读偏误产生的客观因素。 

6. 对于汉字教学的建议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作为汉语教师，我们要意识到偏误的产生是正常的，它们揭示了学习者

的学习特点，也会指导我们接下来的教学安排。但是，我们也不能将学习者汉字认读的产生都自然而然

地都归因于汉字本身，导致汉字认读偏误的其他原因产生原因有很多，学习者的学习策略、记忆策略、

汉字本身的特点、教师的教学策略、教材的编写安排等等。具体建议如下： 
首先，汉字教学应该是围绕汉字为中心全方位的教学，不能只停留在读音和意义的方面。字形、结

构、构词、记忆方法、认读方法都是对学习者来说很重要的内容。对相似字形和结构的字要进行对比教

学；还可以通过笔画拟物化的方式帮助学习者记忆汉字结构，如：“并”有“头发”、“开”没有“头

发”；对于意义相近的字词，一定要进行尽可能多的例句展示，帮助学习者识记词义；汉字教学不能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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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构字法的教学，特别是形声字的学习，引导学生对学习到的相同声旁的形声字进行总结和归类，让学

习者充分了解声旁的发音规则。多方位的教学才利于学习者汉字认读策略的多样性发展。 
最后，对外汉语教师要坚持词为主，字为辅的教学模式。要认识到单字教学的重要性。帮助学习者

的单字组词能力的发展，避免“离词不认字”这种现象发生。可以以字本位教学模式为核心，将汉字书

写和认读相结合，设置专门的汉字课程，以单个汉字为切入点，教授汉字的形体、组词和书写。本文认

为词本位和字本位都有自己的优势，汉字和汉语的特殊性要求我们要做到博采众长，对不同的课程采取

不同的模式才可以更好地完成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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