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8 
 

10. 

形象教学法在中文教学中具有强烈的启迪效果 
The Instructional Effect of Depicting with Images in TCSL 

任京生 
(加拿大国际东西方研究学会) 

 

摘要: 中华民族为什么没有产生拼音文字，而产生象形文字？因为象形文字是形

象思维的产物。因而，用形象教学法教授中文更为有效。本文将根据个人的教学

经验，以及对形象教学法的理论探讨，阐述形象教学法对中文教学的重要性。本

文所述的形象教学法即采用形象、生动的比喻，用生活中人们最熟悉的事物来比

喻教学中遇到的复杂问题，激发学生的想象力，由彼联想到此，化抽象为形象，

变复杂为简单，以此增加对所学内容的理解。汉语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里产生

和发展起来的一种表意语系，因此在中文教学中把握住“形象”二字，使学生意

会到汉语里包含的许多文化涵义，到事半功倍的教学作用。 

 

一、引言 

 

本人曾在美国从事过 9年的中文教学，并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轻轻松

松教中文——海外中文教学手册》一书。该书主要阐述的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形象

教学法。形象教学法使用得当，会对学生有强烈的启迪效果。形象教学法为何能

起到这样好的效果？本文试作如下介绍。 

 

二、一个令人思考的现实问题 

 

中华民族为什么会产生象形文字，而没有产生拼音文字？这是一个值得研究

的问题。笔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在中国很多大学里，往往是中文系的人英文差，

英文系的人中文差。难道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这两种文字体系真有系统的排他性

吗？我们也发觉，很多中文好的人学英文，听说读写四项中，常常是读的能力强

于听的能力。西人学中文则相反，他们依靠拼音能很流利地读中文，可一离开拼

音，对汉字就目不识丁了。看来，使用象形文字的人强于用眼识别，使用拼音文

字的人优于用耳辨听。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那么多的画家、

书法家，却很少有音乐家。现实生活中与画家交流，很多画家表示自己五音不全；

反过来，音乐家则对书画茫然。当然，也有例外者。 

 

三、象形文字是形象思维的产物 

 

人的思维类型是繁多的，“譬如从表述的角度说，有形象思维、技术思维、

逻辑思维；从认识的角度说，有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知觉思维、灵感思维；从

哲学的角度讲，有具体思维、抽象思维，此外还有单一性思维和系统性思维，顺

向性思维和反馈性思维，等等。”1中国汉字产生于五千年前，那时的古代人类

具有特定的思维模式，即形象思维优于逻辑思维。因此，中国几千年历史，没有

发展出领导世界的科学技术，却创立了博大精深的文学艺术。一提到中国传统文

化，人们无不联想到儒家的伦理道德，脍炙人口的唐诗宋词。西方文字仅仅是一

种交流的工具；而中国文字，却发展成书法艺术。这一切，都是和中国人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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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思维能力分不开的。因此可以说，象形文字是形象思维的产物。鉴于这一特

点，汉语用形象教学法来教，会比抽象的说理更为有效。 

 

四、什么是形象教学法 

 

本文所主张的形象教学法包括多种方法，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重点介绍形

象比喻。即尽可能地运用形象、生动的比喻，列举生活中人们最熟悉的事物，用

来比喻学习中遇到的复杂问题，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找出他们共同的规

律，从而激发学生的想象力，由彼联想到此，化抽象为形象，变复杂为简单，以

此增加对所学内容的理解。 

 

中国古代诗论中诗有“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可见“比喻”

自古就在诗歌创作中具有极高的地位。荀子的《劝学篇》中充满比喻；《圣经》

中耶稣的许多教训，也常常采用比喻的方法教导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为了让

对方更明白自己的意图，常常采用打比方。在文学创作中，“比喻是文学不可或

缺的一种修辞手段。比喻充分挖掘了语言美的潜能，最大限度地表现了语言的美

的所在，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2“比喻一直被认为是语言和想象的基础，这

是因为它符合认识过程的规律，……可以传达细微复杂的见解，甚直可以传达一

种理论，所以它最有理由成为修辞手段。”3 

 

综合古今中外人们对比喻的推崇，和它在社会实践中的大量使用，我们可以

断定，在中文教学中巧妙地使用比喻，也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比喻可以激

发人的想象力。黑格尔说过：“如果谈到本领，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4

尽管现实生活中人们已大量使用比喻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本文所阐述的比喻关

键在于恰当和巧妙。 

 

五、在中文教学中使用比喻举例 

 

既然汉字来源于图画，那么在教学中配合一些形象的图画，巧妙地进行比喻，

其效果就不言而喻了。汉字有“六书”造字法，无论象形、指事、会意，还是形

声、转注、假借，很多字的产生都和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有关，为人们恰到好处地

使用比喻提供了方便。人们可能会说，汉字如此，各种语法修辞、基础知识就不

好采用比喻了。其实，不仅汉字，教学中出现的语法现象、基础知识也能够进行

比喻，例如： 

 

有一次学生问我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我先用说理的方式解释，他们不太明

白。于是我问道：“如果你们的爸爸平时在家里也穿着西装革履，带礼帽，你们

感觉舒服吗？”同学们摇头。我又问：“如果你爸爸去银行上班穿着拖鞋、短裤，

老板会喜欢吗？”同学们笑着说：“老板要开除他。”于是我解释道：“语言的应

用就像穿衣服一样，也要分场合。人们平时谈话就叫口语，用的都是通俗、朴素

的语言，更多地用单音节词。写文章用的就是正式的书面语，书面语就要尽量用

高雅的双音节词。如果你要用口语来写文章，人们就会认为你水平低，就像上班

穿短裤一样；如果你平时聊天也用书面语，人们就会认为你太做作，就像在家里

也戴礼帽一样。”这样学生就明白了。“在讲授中采用类比启发，不仅便于学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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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和掌握所学知识，而且使学生的思维联想等方面得到必要的训练。轻松自然地

掌握知识，形象的教学使枯燥的成份减少，教学难度降低，学生也乐于接受。”5 

 

另有一次我批改作业中的造句，给一个学生分数高，另一个学生分数低。分

数低的学生问我句子语法有没有错，我说没有错，他问我那为什么分数不如另一

个同学。我说你的修辞不如他。学生问我什么是修辞？我说给他听，他不太明白。

于是我拿出一副一位妇女穿着旧棉袄的图片让他看，问：“这位妇女在很冷的冬

天穿了一件很厚很旧的黑棉袄对吗？”学生说：“天冷要穿棉袄，没错呀。”我又

问：“那好看吗？”学生摇头。我又拿出一件红色羽绒服照片说：“换上这件衣服

是不是就好看了？”学生点头。我说：“这就是语法和修辞的关系。语法是管句

子对不对的，修辞是管句子好不好的。就像穿衣一样，你冬天穿棉袄没错，语法

对了，但修辞不好。如果你把黑棉袄换成红羽绒服就又保暖又好看了，也就是语

法和修辞都好了。”学生立刻心服口服地点起头来。 

 

六、结束语 

 

现代科技高度发达，使用电脑、投影仪等教学设备都已很方便，给形象教学

法提供了最有效的技术支持。结合比喻，并展示一些形象的图片来配合汉语的教

学，会给学生一种恍然大悟、茅塞顿开的感觉。鉴于目前中文教学界对形象教学

法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愿抛砖引玉，引起更多同仁对于形象教学法的关注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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