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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学习者汉字（词）常见错误及解决策略

李艳军

（延边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中国 吉林 １３３００２）

摘　要：我们通过对韩国学习者简体汉字（词）使用的错误类型的调查和分析，总结出了造成
这些错误的三个主要因素，即简体汉字自身特点、繁体汉字使用的历史背景、韩国语汉字词。针对

这些因素，我们提出了解决繁体汉字和汉字词给简体汉字学习造成的负迁移的策略；提出了通过

重视汉字教材的编写和选用、教辅用具的开发、教学群（组）的划分和大力引入新科技成果等措施

提升简体汉字学习效果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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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语音、文字、词汇、语法、文化等五个内容构成了教学的主要部分，文字教学

和词汇教学分属不同的教学范畴。汉字属于语言的视觉符号，作为语音的辅助形式，体现了汉语

的书写特征。汉语词汇属于兼具音义的语言实体符号。虽然二者隶属的层面不同，但在外国学生

的学习过程中汉字的书写或使用错误常常体现在词汇中，而对词汇的记忆和理解不同，又会导致

词汇中的汉字被误用，因此我们在本文中，研究韩国学习者的书写和使用错误时考虑到了这类现

象，采用了比较符合教学实际的“汉字（词）”的表述。我们从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３年间，通过整理作业、试
卷、问卷及访谈等形式，对韩国来华的留学生和韩国孔子学院的部分学生进行了简体汉字（词）学

习方面的调查，发现了一些比较常见的错误现象，而且这些现象与学习者的繁体汉字教育背景、韩

国传统文化的修养、年龄等因素有着一定的关联，这为我们在教学中因材施教提供了参考。

二、汉字（词）使用的常见错误类型

从调查结果来看，韩国汉语学习者字（词）使用的常见错误类型有十一类，这些也可总体分为

两大类，一类是源于汉字字形的特点，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音形义结合体，在笔画、结构、语音方面

存在着一些易于被混淆的地方。另一类是韩国语或韩国特殊的文字使用历史对简体汉字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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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迁移造成的，相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的国家来说，韩国学习者简体汉字（词）的学习有其特殊性。

韩国历史上曾经长期使用过繁体汉字，这种特殊环境给简体汉字（词）的学习带来一些特殊的错误

类型。

（一）笔画混淆

笔画混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相近笔画间的混淆，另一种是相近笔形间的混淆。笔画指“构成

汉字的各种点和线，笔形指汉字笔画的具体书写形状。笔画有单一笔画和复合笔画两类。单一笔

画有六种：横（一）、竖（丨）、撇（丿）、点（丶）、捺（
!

）、提（　）。复合笔画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笔画
的连接。常见的复合笔画有撇类、点类、提类、折类、钩类、弯类六类二十四种。”①而这些笔画按照

起笔落笔的轻重、粗细、长短、方向、直曲等的不同，又有具体形态如点有长点、竖点、俯点等，钩有

横钩、斜钩、卧钩等。这些笔画笔形在具体汉字中，有时相似性强、区别度低，但却有区别汉字的功

能，对于较少或从未接触过汉字的学习者来说，感知这些笔画笔形间的差别较难。在学习之初，学

习者通常会根据自己最熟悉的笔画笔形构建自己学过的但记忆不深刻的汉字，很多拥有相近笔画

笔形的汉字被混淆，造成错误。如：

（１）山本你千（干）什么呢？
（２）我们看贝（见）玛丽。
（３）王老师，您辛若（苦）了！
这种因混淆汉字基本笔画笔形导致错字的现象比较普遍。通过调查我们还发现，混淆的主因

是笔画笔形的高度相似，但选择混淆对象通常受一些因素的影响，如学习的先后顺序、汉字的使用

频率及笔画书写的省力程度等。例（１）中的“千”与“干”，通常表数量单位的“千”较“干”学习得
早，所以“干”常被写成“千”，但也有部分学习者先学习的是“干”，后学习的“千”，这种情况下也存

在把“一千”写成“一干”的现象；例（２）中的“见”与“贝”，“见”的学习时间通常比“贝”早，使用频
率一般比“贝”高，因此“见”字或含有“见”字构件的汉字常被写成“贝”，如“览”“现”等，但将“贝”

写成“见”的数量较少，这是因为笔画“点儿”比笔画“竖弯钩”省力的原因；例（３）中“苦”字中间的
“小竖”被混淆成了“撇”，这是因为“右”字较“古”字学习得早，使用频率也比较高，所以导致笔画

“丨”被写成“丿”。

（二）部件缺失与增加

汉字中的部件是指构成汉字的基本笔画的结构单位。这是针对传统汉字分析中的“偏旁”“部

首”“形旁”“声旁”等概念在信息处理应用中的局限与混乱提出来的术语。用“部件”来代替原有

的互相交叉的几个术语，表示汉字构形中由笔画组成的构字成分。如“韶”的偏旁是“音”、“召”，

部首是“音”，形旁是“音”，声旁是“召”。若分析其部件，则是“立、日、刀、口”四个。②汉字书写过

程中，部件的缺失与增加现象较为普遍，而且笔画形体越小的缺失或增加的几率越高，如“小点”

“小横”等。汉字笔顺的最后一笔发生这种错误的几率比较高。易发此类错误的汉字通常笔顺较

为无序，结构相对复杂。而书写过程中导致其发生的有两个诱因：一个是对汉字的笔画、字形和笔

顺没完全掌握，另一个是使用者的粗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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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问题主要发生在汉字学习时间短、记忆不深，学习者还不能从汉字的造字法上整体把握

汉字的阶段。部件缺失与增加的问题与有无繁体汉字学习的经验关系不大。

（三）结构失当

汉字结构主要指笔画、偏旁的组合方式。简体汉字中，合体字数量众多。合体字是由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部件按照固定结构组成的汉字，部件位置的正确与否决定了汉字的正误。在被调查者

中，因部件书写的位置失当导致的错误现象也较为普遍。如：

这类问题中，受过繁体汉字熏陶者较未受过熏陶者发生的几率稍低一些。

（四）同音近音替代

一方面，汉语的同音字较多，而外国汉语学习者又存在发音不标准的问题，容易将相近似的读

音弄混，在掌握汉字（词）量有限的前提提下，常无意识地使用同音或近音替代的现象。如：

（４）妈妈给我们坐（做）饭了。
（５）爱德华知到（道）王老师病了。
（６）王老师在（再）见。
（７）中国人正月十五吃元霄（宵）。
（８）麦克收到了圣诞节的名（明）信片。
（９）我姐姐很西（喜）欢唱歌。
（１０）我的房子还有十天到机（期）。
例（４）－（８）中是同音替代，例（９）（１０）是近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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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借一字组成的。这类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对构词成分的组合能力不了解，随意组合的结果。

（六）以繁代简

以繁代简是指在学习简体汉字（词）的过程中，常常在无意识的情况下，用繁体汉字代替简体

汉字，造成繁简混杂的现象。如：

（１４）这是我的汉语老师（师）。
（１５）周末，路上有很多汽车（车）。
（１６）我很喜欢学（学）习汉语。
（１７）广场上一?（群）人在跳舞。
（１８）这里有高高的山（

!

）峰。

这类问题的数量相对较多，在受过繁体汉字教育的学习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七）返古索字

所谓返古索字，是指利用现代韩国语词汇的来源汉字构造现代汉语词汇的方法。通过这种方

法使用的汉字或词与现代汉语的字或词没有对应或互通关系，造成了错误。如：

（１９）我买两瓶麦酒（啤酒）。
（２０）我午前（上午）去学校。
（２１）首尔高速道路（高速公路）上很多车。
例（１９）中，“啤酒”的韩国语是“ ”，“ ”又源于汉字词“麦酒”，即大麦酿的酒，所以“啤

酒”被写成了“麦酒”；例（２０）中，“上午”的韩国语是“ ”，“ ”源于“午前”，即中午之前，因此

“上午”被写成“午前”；例（２１）中，“高速公路”韩国语是“ ”，“ ”又源于汉字词“高

速道路”，因此“高速公路”被写成“高速道路”。

这类问题发生在受过繁体汉字教育或韩国传统文化修养深的学习者身上的几率比较多，当这

类学习者要表达某个知道韩国语意思但不知道汉语如何表述的事物时，就会从母语即韩国语中寻

找解决的办法，而韩国语中的汉字词为这种思维模式提供了一种看似可行的解决方法，所以这种

问题就产生了，而无以上学习背景的学习者几乎不会发生这类问题。

（八）常字转用

在韩国很多公共场所、名胜古迹和牌匾、商标等场所和标牌上，都有汉字（词）存在，但多是繁

体汉字，用的是汉字的古义，这些汉字词因常见而被记忆，在学习汉语过程中，当遇到表达这类意

义的时机时，常常有意无意地转用这些常见的汉字。如：

（２２）我们国家的风景区有很多化鮊室（厕所）。
（２３）他是我们的初代（第一任）校长。
（２４）火车到了北京西驿（站）。
（２５）学校门口有个食堂（饭馆）。
句（２２）－（２５）中的“化鮊室”“初代”“驿”“食堂”，经常在韩国的日常生活中出现，是常见的汉字

词，所以经常被误用。这类问题与是否有繁体汉字的教育背景无关，在初学者中发生的几率比较高。

（九）颠倒字序

颠倒字序是指在词汇的使用过程中，常常将词内的字的顺序颠倒，而汉字并未写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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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你给我绍介（介绍）一下这本书。
（２７）允贞喜欢吃菜蔬（蔬菜）。
例（２６）（２７）中的“介绍”“蔬菜”被写成“绍介”“菜蔬”，字序发生颠倒。韩国语中“ ”

“ ”来自汉字词“绍介”“菜蔬”，表达“介绍”“蔬菜”的意义。“绍介”“菜蔬”这类词在古代汉语

中曾经使用，但在现代汉语中已消失。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在掌握了“介绍”“蔬菜”中每个汉字

的写法后，又了解“ ”“ ”的意思是“绍介”“菜蔬”，所以在韩国语语音的影响下，常会将字序

搞乱。这类问题的发生几率与有无繁体汉字教育背景的关系不大。

（十）拟音造字

韩国语是拼音文字，它的词汇系统内存在着大量汉字词，其读音与今天的汉语有一定的区别，

但拼读的词语字数与构成汉语词汇的汉字的字数相同，这就为汉字学习者提供了一个按照自己理

解的语音来推演现代汉语字词汇的条件。如：

（２８）济州岛的景气（景致）很棒。
例（２８）中，“景气”为“景致”一词拟音造字形式，汉语学习者知道“景 ｚｈì”是表达景色的意义，

但是只知道“景”字，不知道“ｚｈì”如何写，同时他还知道韩国语中“ ”是“景致”的音，所以就根

据“ ”中的“ ”的读音推测汉字词，就拟声类推出了“气”，“景气”就被误用为“景致”了。这类

问题在学习时间短的学习者身上发生的几率比较多。

（十一）韩字汉用

为了书写方便，韩国先祖还创制了一些独有的字，今天在很多场合和文献中仍能见到。这些

字有时也被一些汉语学习者在缺乏对汉字和韩国汉字词历史了解的情况下，错误的应用于现代汉

语中。如：

（２９）路上有很多
"

（石头）。

（３０）中国南方
#

（水田）很多。

（３１）庆洙是我
$

（兄弟）。

例（２９）－（３１）中，“
"

”“
#

”“
$

”是韩国自创字，分别代表“石头”“水田”“兄弟”的意思，因此

被误用。但这类问题非常少见。

三、解决策略

针对某国的对外汉语教学，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要关注汉语本身，另一方面也要考虑目标国

的特殊情况。清楚了问题的所在后，就需要我们从具体的教学和教辅等方面综合的探索解决的办

法，来获得汉语教学的最优效果。针对我们以上的调查研究，要比较好地解决汉字（词）的教学问

题，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

（一）注重笔画、部首及汉字结构的教学

笔画作为构成汉字的最小部件单位，它是保证正确书写汉字的前提，它的笔形和名称应该在

初学阶段牢固掌握。近些年来，教学中存在淡化甚至忽略笔画教学的倾向，对汉字的书写要求也

降低到了形似的程度，这是导致各类错误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调查中我们了解到，能够正确

说出笔画名称的汉语学习者少之又少。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们必须重视笔画的教学。一方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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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中强调笔画在汉字构型中的重要作用，加强笔画的区分和规范书写，要求学习者牢记基

本笔画的名称，对比区分相似笔画的笔形差别。如区分“小撇”和“小横”等。同时，在教学计划中

增加汉字识记课；在练习中增加充满趣味性的字形区分练习和游戏等。

简化汉字中，独体字数量相对较少，合体字占汉字的绝大多数，如果说独体汉字的识记关键在

笔画的话，那么合体字则更注重偏旁部首的组合关系，前者需要的是记忆，而后者需要的是记忆与

理解的联合认知。在较熟练掌握偏旁和部首的同时，要加强对简体汉字字形结构的认识。在具备

以上基本知识后，合体字的教学和学习都会变得容易，学习者如果能对汉字字形有一个科学深刻

的印象，这也会最终杜绝随意改变汉字笔画、笔形或部件结构等错误的发生。

（二）本字正音配合识记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很多教师不去刻意纠去初学者的语音，为了保护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

我们觉得回避这个问题是消极的，为了避免打击学习者的积极性，我们可以改变教学方法，在保证

读准语音的前提下，还不伤害学生的学习热情。与汉字教学相比，语音的教学通常是受到足够重

视，但是语音教学注重的是准确和流利，有时为了流利会牺牲准确，这不是我们汉字教学所期待

的。汉字教学的本字正音练习，注重的是读准每个字，读音与识字、写字同步，这与一般阅读不同，

一般阅读如读课文是在读音准确的基础上侧重整句的语义表达，阅读总会有语流音变等现象。而

本字正音的阅读是以降低韩语语音对汉字学习的负面影响为目的的，它更在乎单字的读准。这类

教学可采用书写汉字的同时慢速同步读出汉字音的形式开展。这种练习可有效地降低语音负迁

移带来的错误。

（三）利用繁简转化原则提升学习效果

为了使有过繁体汉字教育背景的韩国汉语学习者，能将自己掌握的繁体汉字知识批量转化为

简体汉字，在教材和教学过程中，应适当介绍繁体汉字简化的原则和方法。如：

将复杂的字形，删除去掉一部份偏旁。

删除上边部分：

开（开）关（
%

）云（云）向（）冬（）松（）胡（）

删除下边部分：

厂（厂）广（广）产（产）巩（巩）丽（丽）制（）准（准）

删除左边部分：

亏（亏）条（条）面（）志（?）朱（）台（）赞（硈）

删除右边部分：

虽（虽）类（类）杀（杀）号（号）离（离）亲（亲）吨（吨）

删除中间部分：

寻（寻）宁（宁）夺（夺）虑（虑）弃（?）累（）

栓出两边部分：

眯（睻）术（术）卫（卫）昙（昙）团（团）

了解了这些知识，一方面可以将自己积累的繁体汉字快速、批量地转化为简体汉字，另一方面

也减少了繁简混杂错误现象的发生频率。

·５９·



孔子学院发展研究 ２０１６年

（四）通过中韩汉字（词）对比降低误用率

汉语的汉字（词）与韩国语汉字词间既存在差别，也有联系。能够在教学中增加适当难度的对

比分析，使学习者明确二者间的差别，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这种对比分析不是要求教师

讲解一部语言对比词典，而是要求教师通过比较典型的例子，让韩国学习者建立起一种观念：韩国

语汉字词虽然源自古代汉语，但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其意义已发生了改变。而中国也历经变革，

词汇的意义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因此虽然很多同形同义的词存在，但同形异义的词也为数不少，不

能简单地以此代彼。通过这样观念的树立，使汉字学习者能够将两种语言中某些具有一定共性的

东西区别开来，减少母语韩国语对汉字学习的负迁移，如：韩国招牌中常用的汉字词“食堂”指的是

普通食堂或饭店义，但现代汉语中“食堂”没有饭店义了。这种区分和讲授对于受过汉字熏陶的学

习者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对于未受过任何汉字熏陶的学习者来说教学价值不大，反而增加其

学习负担，教师应因人而异。

（五）开发、编写专业的汉字教材

重视汉字（词）教学不仅是在课堂教学一个环节上，还需要相关的支撑，教材就是一个重要的

因素。针对韩国简体汉字学习者，应开发具有适合韩国特色的教材。适合韩国的汉字教材，应该

囊括我们分析的问题，应该立足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觉得对韩的汉字教材应该包括三种类

型：一类是介绍韩国简体汉字学习者在汉字学习过程中产生错误的背景因素的教材，目的是作为

一种配合教学使用的辞书性质的资料；另一类是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学习者的汉字教科书，重

在读和写；第三种，包含简体汉字知识点的非汉字专用教科书，如在听力或会话教材中，以知识点、

练习等形式增加简体汉字教学内容。可以说教材是教学的一个重要指挥棒，适当增加汉字教材的

研发和使用，可以使教师重视汉字的教学，增强解决汉字教学难题的能力，同时也可以使汉语学习

者重视汉字的学习，从宏观和微观上思考汉字的学习。

（六）重视教学辅助用品使用

教学辅助用品在母语教学中使用的非常主动、规范，但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常常被忽视，在对

外简体汉字教学过程中，教师通常不会对用纸和笔有硬性的要求，甚至不作指导性的要求，决定权

放在对汉字学习没有科学认识的学习者手中，这也是一个需要纠正的行为。从汉字学习的角度来

说，用田字格本书写汉字不仅是看起来美观，更重要的是能让学生参照田字格更好地对汉字的笔

画和结构有一个参照性记忆，使他们能更深刻地掌握汉字。笔的使用也同样如此，用圆珠笔写汉

字书写速度快，笔形单一。而用钢笔书写，摩擦力大，书写速度慢，增加记忆时间，笔形丰富，便于

区分。这对于汉字学习来说都是有益的。

（七）科学地划分教学群（组）

教育群（组）作为课堂教学的组织形式，它的科学划分对教师还是学习者来说都是一件重要的

事。对教师来说一个群组学员的水平越接近，学习背景越相似，他的教学越统一、越容易执行，教

学目标也越容易实现，反之亦然。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类型比较复杂，除了水平、学习动机、年龄等

因素外，还要考虑有是否经接受过繁体汉字教育等，这些因素考虑得越全面、分得越细，教学效果

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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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在我们的研究中，有一个因素我们并未涉及，就是人机输入对汉字学习的影响，因为大多数被

调查者均表示很少使用汉语输入法输入汉字，也很少通过计算机完成汉字的练习，所以汉字输入

法对韩国简体汉字学习者目前的影响还不是特别明显。我们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曾计划让汉语

学习者尝试接触汉字输入法，来预测汉字输入法对汉字学习的影响，因响应者少而最终没能完成。

但是我们就汉字输入法的各自特色，分析了其作为输入工具对汉字学习可能产生的影响。目前汉

字输入法有三种，第一种是手写输入，这与我们在纸上写汉字的区别不大；第二种是汉语拼音输入

法，诸如微软拼音、搜狗拼音输入法等，这些是通过汉语拼音来输入汉字的，目前这些拼音输入法

都开始了智能化的步伐，由于这类输入法具有自动生成词汇的功能，所以能让汉字学习者忽略汉

字字形上的具体细节，这对于初级阶段的汉字学习者来说，应该是不利于汉字学习的；第三种是汉

字五笔字型输入法，它包括王码五笔、极点五笔、万能五笔、海峰五笔、智能五笔、万能五笔、龙文五

笔、ＱＱ五笔、搜狗五笔等多种，五笔字型完全依据笔画和字形特征对汉字进行编码，是典型的形码
输入法。它是将汉字拆分成若干部件按编码输入的，这种输入法对汉字学习应该很有帮助。

注释：

①②处分别引述了董绍克、阎俊杰主编的《汉语知汉 董的 《 部见 语韩的 处

处

处

处的

处

处

错

帮 学 字 的 传 的 俊 传 传 创

国 韩 者 的学 董 述错 字 学 初的 习 帮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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