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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會的發展，幼兒的教育倍受矚目，尤其是對幼兒漢字教育的關心日益

增加，人們認識到應從幼兒的智能開發層面來提高早期漢字教育水平，但就現在

的幼兒教育系統的觀念和方法來說有明顯的不足之處。以往的非正規教育過程導

致了孩子們僅為了漢字能力考試而去學習，片面化機械化為主的漢字教材是阻礙

幼兒們學習熱情的主要原因。並且，有關幼兒漢字教育的研究越來越多，不過關

於實用的教授法的研究卻不多。 

    本論文為了培養幼兒對漢字產生更濃厚的興趣而開發了多種多樣的以幼兒教

具為中心的指導方法，進而使幼兒漢字教育更具實用性。本論文提出的教具僅用

生活中常見的材料透過視覺教具，操作教具，肢體活動教具等有效的進行教學，

將以實際的現場教學經驗為基礎對活動目標，活動資料，製造方法及活動方法等

進行論述。 

    先強調幼兒漢字教育的必要性，透過和小學漢字教育的比較來了解幼兒漢字

教育的特殊性並對中國和日本幼兒漢字教育的動向進行研究。 

    一般一個孩子從2歲到6歲的這段期間稱為幼兒期。幼兒期是生命成長的早期

階段，也正是大腦發育的最迅速的時期，這時候如果進行了漢字教育，將對孩子

的腦部開發有很大的促進作用。漢字教育要從6歲以前的幼兒期開始，才會取得

顯著的效果。漢字，是一種形、音、義相結合的象形文字，由圖形演化而來。根

據幼兒腦圖像記憶的特點，將漢字符號變成視覺語言。只要孩子張開眼睛，孩子

會把漢字當作圖形，自然地，無意識地，不需費力，毫無負擔地記入腦海中。幼



兒期所接受的漢字教育會成為以後學習的基礎，不僅能提高學習能力還能提高寫

作能力和造詞能力等。另外從小熟知漢字的話有助於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

觀。 

在一般的家庭或幼稚園裡，幼兒的漢字教育一般在10到20分鐘以內進行自由

的學習，幾乎沒有作業或是考試，關鍵著眼於閱讀而不是寫作。幼兒們需要各式

各樣的教材和教具來適應自己的智力發展水平，應著重漢字環境的創設，在一定

環境中潛移默化，薰陶感染，反復接觸，自然學會。幼兒漢字教育還需要透過各

種活動，尤其是寓教於樂這種活動。 

要比較同屬於漢字文化圈的中國和日本的幼兒漢字的教育動向的話，中國早

期識字教育的目的是開發幼兒智力和培養幼兒的觀察力、注意力、記憶力、思考

能力、想像力等，最終目的就是讓幼兒儘快學會閱讀。中國的識字教育方法有情

景法、再認法、運用法、提煉法、歌謠法、猜謎法等。另一方面，很早就開始對

漢字教育進行研究的日本，石井勛博士開發的石井式漢字教育方法最為廣泛應

用，他提出：“在記憶漢字的能力上，一年級學生比六年級學生為優。”“從196

7年開始至今，20多年的實踐證明3歲-6歲是一生中學習認字最快，記憶最強的時

期。”因此，他提倡漢字教育要從幼兒期開始。 

    然後用理論的教學方法闡明教材教具的概念及重要性，分析當前幼兒漢字教

學方法中出現的問題，提示幼兒教學方法的原理。 

幼兒漢字教育的實際教學過程中，為了幫助幼兒對教學內容的理解而使用各

式各樣的工具。這樣的工具就被稱為教具，也就是說幫助學習者有效率的學習的

工具就是教具。由於教具幫助老師與幼兒、幼兒與幼兒、幼兒與工具間互相影



響，因此教具在決定教學質量的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幼兒們在活用教具的同

時在與同儕人互相影響的過程中可以提高語言能力，培養創意力，藝術性及表現

能力。另外，在操作，摸索，探索，觀察教具的同時能夠提高感知能力，在使用

教具的過程中遵守規則，學會團隊合作，從而提高社會性。 

教學是老師與學習者間以知識或教學內容為媒體互相影響的過程。幼兒教學

的現行過程中存在著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幼兒漢字的教育者要精通幼兒發展的規律和教學理論，並且必須是具

備漢字專業知識的專家。但是現行幼兒教學過程中文字學修養不足的教育者居

多，所以導致按自己的主觀意志隨意教學的情況時有發生。 

第二，一般的漢字教材中，對幼兒期學習有幫助的描寫美好事物的單詞不

多，和幼兒生活無關的生僻字反而經常出現。 

第三，教學過程中，死記硬背漢字的形、音、義，並以機械性的練習為主。 

因此，要實踐幼兒漢字教育的話，不應該以老師或教科書為中心而是應該以

反映幼兒自身的要求、自發性和興趣為中心。為了使幼兒自然而然地與漢字親

近，讓他們從日常生活中實踐到的東西開始學習是個很好的方法。並且以寓教於

樂為中心的學習，從簡單的、熟悉的和自身有關的漢字開始學習也是個很好的方

法。 

    最後，能夠有效的傳達幼兒漢字學習的內容的教具分為視覺教具、操作教具

和肢體活動教具。通過這三種教具，活動中心的指導方案一共分為三種。 

第一，在視覺教具中，透過字形演變卡、漢字童話、漢字日曆和時鍾的展

示，在語言表達的同時適當的運用視覺資料。學習字形演變卡是透過記住漢字從



圖形到成型的演變過程的學習方法。學習漢字童話是透過展現幽默化的漢字圖片

和聽故事，從而學習漢字的方法。學習漢字日曆和時鍾是透過活用我們身邊經常

見到的日曆和時鍾從而學習星期，日期和時間的漢字學習方法。 

第二，在操作教具中，透過漢字字謎、漢字盒子、漢字翻版子遊戲、漢字積

木、漢字方格盤、漢字家庭樹、漢字指盤的展示，使幼兒能夠使用手和手指直接

操作，摸索，拆分和重新組織。漢字字謎就是在相同的兩張圖片上寫上對應的韓

文和漢字，透過找相同的圖片而認識漢字。漢字盒子是活用4個能夠組成一個漢

字的盒子的方法。漢字翻版子遊戲是透過在遊戲圖紙上面不規則的分布“前”

“後”“東”“西”“南”“北”“始”“休”“再”“走”等漢字，擲骰子，

根據出現的數字移動，如果遇到有漢字的格就根據漢字的指示移動的一種漢字遊

戲。漢字積木是運用積木組成漢字或是用玩漢字骨牌遊戲(dominoes)的一種方法。

漢字方格盤是在一張厚紙片的一面塗上顏色，並在這張厚紙片上製作許多大小相

同的可以翻轉的正方形，透過翻動這些正方形來組織不同的漢字。漢字家庭樹是

老師用不織布製作一棵樹貼上幼兒最熟悉的家人的照片並且學習與家人有關的漢

字的方法。漢字指盤是透過黏貼不織布手指的方法來學習一到十的漢字數字的方

法。 

第三，在肢體活動教具中，透過模仿漢字影子、漢字坐墊、腳步漢字的展

示，用身體表現特殊的漢字或活動身體從而達到學習目的。模仿漢字影子是幼兒

直接運用自己的身體表現漢字並透過倒映在簾幕上的影子讓別的幼兒們猜的學習

方式。漢字坐墊是在舊的坐墊上，貼上上中下左右方向的漢字，在老師發出指令

時幼兒們就像玩跳舞機的方式一樣踩坐墊。腳步漢字是在地上貼上有腳步順序的



小腳掌，透過按順序往下走的學習方式。 

 

    下面是對於使用教具學習的三個階段的預期效果： 

第一，能夠提高幼兒對學習漢字的興趣。  

第二，能夠提高幼兒的感官度。  

第三，能夠使幼兒學會團隊合作，提高幼兒的社會性。 

第四，透過使用漢字，提高幼兒的語言表達能力。 

第五，能夠培養幼兒的創造力。 

 

目前，幼兒漢字教育中以教具為中心的實踐性指導方案並不多，希望我這次

的研究能夠在教育過程中得到應用，今後我將透過更多的研究提出更多形式的指

導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