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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安排

第二章 文字

第三节 汉字的结构

造字法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1.能够说出造字法的定义及分类

2.能够用造字法分析汉字

3.体会汉字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心

二、教学重点

造字法

三、教学难点

用造字法分析汉字

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启发式、提问法、讨论法

五、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0.5 分钟）

老师问：“大家已经预习了造字法，那么大家知道造字法有几种

吗？”

集体回答：“四种。”

老师又问：“哪四种呢？”

集体回答：“象形、指事、会意、形声。”

老师：“同学们预习得很好，下面我们来看几个字，看看大家能不

能指出它们分别用了什么造字法？”

二、造字法（15 分钟）

老师打开 ppt,展示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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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分小组讨论 5分钟，分析这些字的造字法。

5分钟后，讨论完毕。用手机中的 学习通--现代汉语--学生--选人

找一个同学汇报讨论结果。

教师进行评价，引出要讲解的重点内容：

发现大家虽然了解了汉字的四种造字法，但是对造字法的运用还不

够熟练和深入，对概念理解还不够深刻。

从 ppt提供的字来看，“虫、水”是用象形的方法造出来的字，是

象形字，什么是象形字呢？

（一）象形

在东汉许慎主编的《说文解字》中就有关于“象形”的定义。

1. 含义

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即根据实物的形状，

画出实物外形的特征。 用这种方法造出来的字叫象形字，如“虫”字

就是画出了虫子的外形。

2. 分类

有的像事物的整体轮廓，如“水”。

有的像事物的特征部分，如 “牛”

有的还有必要的附带部分，如“泉”。

用象形法造出的字接近图画，但是抽象的概念没有办法象形。后来

出现了指事造字法。

（二）指事

虫 水 上 寸 卡 囚 见

品 众 芬 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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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含义

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义，上下是也。即看字的形状可以知道

某种实物形状，再仔细观察指点的部分就知道字的含意了。用这种方法

造出来的字叫指事字，如“寸”字就是在手字加了一点，本义指从掌至

手腕一寸长的部位，即“寸口”，引申指以寸口为度的长度单位。

2．分类

有的指事字是用象征性符号来表示的，如“上”。

有的指事字是在象形字上加提示符号来表示字义的，如“寸”。

象形字和会意字都是独体字。

（三）会意

1. 含义

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武信是也。将两个字合为一个字，

呈现新的意义。如“囚”由两个部件“人”和“囗”组成，从人在囗（围）

中，即囚禁，拘谨的意思。

2. 分类

同体会意字，用相同的部件组成，如“品”。

异体会意字，用不同的部件组成，如“囚”。

（四）形声字

1.含义

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形声字和会意字是合体字。由表示字义类属的部件和表示字音的部

件组成新字，这种造字法叫形声，造出来的字叫形声字。如

2.分类

省声字，指声旁省略一部分，如“薅”字的声旁是“好”省略了“子”。

省形字，指形旁省略了一部分，如“亭”的形旁是“高”省略了“口”。

亦声字，会意兼形声字，如“牭”，四岁牛，从牛从四，四也是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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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

3.形旁的作用和局限性

形旁的作用主要是表示字的意义类属，注意是意义类属，不是意义，

帮助了解和区别词义。用“扌”作偏旁的字表示同手的动作有关，如“把、

拔、扔、抠”等。这些字只能够通过形旁了解并区别意义类属。只要少

数形声字跟形旁意义相同。如“船、爹”等。适当运用汉字形体演变的

知识，了解形旁在古时的形体和意义，有利于对字义的理解。

形旁的表意功能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由于社会的发展，客观事

物的演变，有些形旁的意义不好理解。如“篇、简”为什么从竹，因为

在纸张发明之前，古代曾在竹简上写字，所以从竹。“货、贫”为什么

从贝，因为古代曾用贝壳作为流通货币。其次，由于字义的演变，假借

字的存在，形旁不好理解。如：“颁、颗”为什么从页，因为“颁”本

是大头，“颗”的原义是“小头”，原义都同“页”的原义（头）有联系。

另外，由于字形变化或位置特殊，有的形旁不好辨认了，如“恭”从心

共声，“心”变了形。

5、声旁的作用和局限性

声旁的作业是表示读音，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形声字声旁和整个字的

读音完全相同，如“换、唤、焕、涣”等。有些形声字声旁同形声字读

音不完全相同，但也有一定规律，可以帮助区别字形。例如：用“仑”

充当声旁的字一般都读 lun（伦、抡、伦）。

声旁的表音作用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由于古今语音的演变等原

因，大约四分之三的形声字的声旁和整个字的读音不完全相同。如用

“寿”作声旁的“涛、铸、祷、踌”等没有一个跟声旁的读音完全相同。

还有的声旁在不同的形声字中不是多种读音，很不容易掌握例。如用

“勺”充当声旁的“芍、钓、酌、约”等。其次，有的声旁不容易分辨

出来，如“在”，从土才声。另外，有些声旁不单用，一般人不知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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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读音，如“宅、温”中的声旁。

上面我们将了汉字的四种造字法，大家不仅要知道造字法的定义和

分类，还有会用造字法分析汉字，汉字由于简化和发展演变的原因，现

在很多汉字看不出来它是用哪种造字法造出来的，因此分析起来比较

难。

三、练习巩固。（15）

通过练习，进一步了解汉字的四种造字法。

打开 ppt，开始做题。如：

大家用手机里的各种颜色的“ABCD”和“×、√”回答了问题。

一、选择题

1.“刃”是（）字。

A.象形字 B .指事字 C.会意字 D.形声字

2.“笔”是（ ）字。

A.象形字 B .指事字 C.会意字 D.形声字

二、判断题

1.“森”是异体会意字。（）

2.古代的六书都是造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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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页 ppt.

以小组为单位，抽取两组代表分析汉字的造字法，老师进行点评。提醒同学

们体会我们老祖先造字的智慧，深刻理解我们伟大祖国源远流长的古老文明，爱

汉字就是爱祖国。

三、材料题

1.指出下列字的造字法。

高 薅 拿 取 卡 伞 明 旗 在

涉

2.解字王比赛。

比赛规则：以组为单位，在 3到 5分钟内写

出符合要求的汉字，每次 3组写字，其他两

组既是考官，又是裁判，还是计时员，可以

提示，可以换人。写字多的组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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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解字王比赛，体会汉字的博大精神，增强文化

自信力。

四、汉字故事比赛（19.5分钟）

小组派代表讲故事，要求必须是与汉字有关的故事。

同学们讲完故事后，老师进行点评。一方面指出讲故事时候的优点

和缺点，比如有的同学讲故事不能做到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听起来不

生动，可以根据人物的不同变换语气，可以根据故事的情节变换自己的

语速。通过讲故事，可以提高同学们的口语表达能力；另一方面，提示

大家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从故事中汲取营养，陶冶自己的情操，培养高

尚的品德，树立坚定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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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计流程说明

第一步，预习准备阶段。提前布置预习，为上课做好准备。前一次

课布置预习下一周要学习的内容，包括课外拓展。（请预习“造字法”，

并搜集与汉字有关的故事）利用学习通平台把需要掌握的知识点发到大

家手机里，同学们在预习的时候可以做到有的放矢，找到重点。同时同

学们可以充分利用课余时间进行预习，找出自己的疑惑，为听课做好准

备。

第二步，深入升华阶段。针对重点深入讲解，为学生解疑释惑，升

华难点。如，讲解了《说文解字》中的造字法概念，使学生对造字法熟

悉和理解。还在练习的基础上总结了造字法的类型，以提高辨析汉字造

字法的能力。造字法课上 15到 20分钟的讲解，只升华难点、重点并讲

解同学们的疑惑，使同学们对重点和难点有更深入的理解，解开疑惑，

非重点不讲。

第三步，理论实践阶段。设计各种各样的实践形式，巩固非重点，

加深对重点理论知识的理解。首先设计选择题，可以充分利用同学们的

手机，用手机选择答案，让手机被利用，不再出现低头族；其次，可以

设计讨论题，发挥团队学习精神，让学生忙起来，不再出现瞌睡族；最

后，设计同学们感兴趣、可以讲解的拓展题，让课堂气氛活起来，不再

出现沉默族。

第四步，培养情操阶段。利用课外拓展，培养学生的情操。可以布

置同学们感兴趣的课外实践，实现第二课堂的开辟。如：搜集生活中不

规范汉字，用手机照照片，发到学习通平台中讨论区域，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四部分环环相扣，整个过程体现了以学生学习为主的教学模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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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是主角，老师是配角；学生是演员，老师是导演；学生在探索，老师

在引导；学生忙活，老师悠闲。整个过程，采取边练边讲，讲后再练、

讲练结合的方法，也渗透了启发诱导、集体协作的学习理念。

课程设计流程图

开始

谈话引入 在谈话中，检查学生预

习情况，出示思考题

象形 会意指事 形声

做练习题，学生能说出基本概

念，能用造字法分析汉字

给出材料，学生以小组为单

位讨论，就讨论结果在班内

交流，能用造字法分析较难

的汉字

解 字 王

比赛

讲与汉字有

关的故事

一、检查预习效果导入

认

识

目

标

二、深入讲解

技

能

目

标

情

意

目

标

三、提升能力

四、合作探索

五、拓展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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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造字法

一、造字法

（一）象形

1.含义

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2.分类

（二）指事

1.含义

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义，上下是也。

2.分类

（三）会意

1.含义

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武信是也。

2.分类

（四）形声

1.含义

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2.分类

3.形旁的作用和局限性

4.声旁的作用和局限性

二、练习巩固

三、汉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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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业和思考题

1. 古代六书是什么？

2. 象形、指事和会意有什么区别？

3. 现行汉字的造字法有哪几种？举例说明。

七、课后分析

造字法对于学生来说，比较难，在讲解的基础上，应该多练，才

能提高分析汉字造字法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