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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 	  
	   	   本人李詠詩 謹此聲明，除特別註明之處，此報告（報告

名稱：《結合《說文解字》將漢字的字形和字義扣連的方法能否有效糾正中學生

寫錯別字的情況》）乃本人在高寶玉博士的指導下完成之著述，而其內容亦從未

曾以論文或報告形式，呈交香港教育學院或其他任何一所專上學府，以取得學

位、文憑或其他學術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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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論 	  

1.1	   研究題目 	  

	   	   	   	   本畢業論文是一項行動研究，題目是「結合《說文解字》將漢字的字形和字

義扣連的方法（下稱「《說文》教學」）能否有效糾正中學生寫錯別字的情況」，

嘗試探討運用《說文解字》教學生古字字形和本義幫助他們改善寫錯別字的情

況。	  

	  

1.2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義 	  

	   	   	   	   在中港台三地，前綫的語文教師不難發現學生的日常課業、作文中有不少錯

別字，對文意的表達造成障礙，對他們學習中文造成負面的影響。錯別字是學

生的一個通病，有機會隨學生的識字量增加，知識負遷移而令問題惡化。於是

三地的學者就學生屢寫錯別字的問題進行不同的行動研究，嘗試分析他們寫錯

別字的內外成因和錯別字的類型（錯字和別字各分成不同的小類別），部分研究

會舉出一些相關的糾正策略。身為準教師的本人也認為不能忽視這個問題，應

用不同的識字教學法幫助學生糾正錯別字的情況，甚至是預防他們錯別字出現

的機率。	  

	  

	   	   	   前人多以小學生為研究錯別字的對象，較少研究中學生寫錯別字的情況。因

為小學是學童識字最多的主要階段，潘慧如，康寶文(2003)指出小學生需認識二

三千個漢字。而且學界集中研究和分析學生寫錯別字的原因和種類，少量研究

會建議一些改善學生寫錯別字的方法，甚少評價糾正策略的成效。再者，內地

和台灣學生寫錯別字的問題跟香港學生不是完全相同，基於我們並非寫簡體字

和拼音記字，我們應多研究本港學生的情況。故此本人執行的行動研究有一定

的研究價值，希望可為中學教師提供參考，為改善學生寫錯別字出一分綿力。	  

	  

1.3	   研究目的 	  

	   	   	   	   教師利用《說文解字》和《說文解字注》的甲骨文、小篆的本義、字形與字

義幫助學生扣連字符和字義，教師透過解釋字源引導學生觀察、思考，進行意

義識記和加深他們對那些字的印象，於書寫時多加注意各部件的構造、分佈，

從而減低中學生寫錯別字的機會。本研究嘗試透過學生前後測成績的對比找出

這方法的成效，並嘗試幫助他們改善寫錯別字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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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研究第一、二階段（2014 年 1 月至 7 月、2014 年 8 月至 10 月）均以「錯

別字」、「糾正」、「學生」、「識字教學」為檢索詞，第一階段所閱讀的文獻資料

都是關於分析學生寫錯別字的成因和分類的論文為主，而第二階段則參考前人

錯別字研究的經驗、建議和相關的糾正策略，從他們的論文思考此行動研究的

方向，因為本畢業論文並非重點研究或診斷錯別字的頻率、分類和原因，而是

檢視《說文解字》的字源解釋對學生減少寫錯別字的成效。而以下所列的文獻

是與本研究有較密切的關係。	  

	  

	   	   	   	   趙雯（2008）《基於語料庫的初中生錯別字分析──兼論新課標下的初中漢

字教學策略》是一篇少數以初中生為研究對象的論文。雖對象是內地學生，不

過參考價值還是很高，因香港和內地的中學生年紀、學習階段和識字量相若，

所以這研究的發現在香港的環境下仍有很大的應用性。研究者將錯別字劃分成

錯字和別字，再在兩個類別中細分共十二類。研究者發現學生的別字所佔的比

例遠高於錯字，同音字、近音字的混用佔別字最大的比例，而錯字中最常見就

是部件錯誤。研究還指出隨著年級的增長，錯字會逐漸減少而別字會逐漸增加。

所以當研究對象是中三級或以上時，他們錯別字的類型應該會偏向同音或

近音而混用的別字。在教學漢字策略方面，她提出要加強漢字的理據性教學，

就是根據漢字構形規律科學地講解字理，通過字的構形講清它的構字理

據，可幫學生建立形和義的必然關係。而且她認為教師應該加強漢字的系統

性教學，利用漢字構形有系統的類推相關構形的漢字。這兩點跟學者葉妙婕

（2013）所提出的論點相通。	  

	  

	   	   	   	   葉妙婕（2013）《小學生易錯字的預防與糾正方法之探討》中的觀點是跟主

流的學者有點不一樣，她認為有效的預防與糾錯之法是要從易錯字的根源分

析，並要培養學生科學的漢字觀。她指出一般教師在教形近字時只強調易錯

的部分，希望學生注意並提防寫錯，例如：提醒衤跟 是無效的，甚至礻差一點

會讓學生感到混亂，而且讓學生用口訣或聯想（故事）記字是違背了漢字科學，	  

有些近形字（如：蠃、贏）是不能透過口訣來記的。所以教師應該從根本入手，

結合《說文》的甲骨文獨特的形象去教導學生理解偏旁義和同一偏旁的

字，結合了意義就不會搞混寫錯以它為偏旁的字，講對一個就可以識記一

串。老師也應該仔細的解釋構形理據（形符、聲符和記號），還有書法的穿插避

讓的原理，減少他們寫錯字的頻率。本人參考了藉《說文》讓學生知道有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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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義跟構形理據的關係這一個方法訂立本研究的方向。	  

	  

	   	   	   	   林佳儂（2010）《國中生錯別字教學策略研究》是少數以糾正錯別字的教學

策略為研究焦點的論文之一。他將學生寫錯別字的成因分為主觀和客觀因素以

作為錯別字教學策略的依據。他提出六種避免學生寫錯別字的教學策略，分

別是初形本義教學法、分析比較法、典故溯源教學法、聯想教學法、遊戲教

學法、多媒體教學法，再指出了各項教學策略的優劣，啓發了本人進行研究探

討初形本義教學法的成效。	  

	  

	   	   	   	   石曉雲（2011）《小學生常見錯別字成因及矯正策略初探》中指出錯別字是

錯字和別字的統稱，兩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錯字是字的筆畫結構、偏旁等有

錯誤，寫了一些不存在、不正確的字；而別字就是把甲字當作乙字來寫，把另

一個存在的字錯誤寫成一個字。她發現小學生的錯字主要是四種類型，增添

筆劃、刪減筆劃、改變形近的部件、改變字形結構。至於他們的別字可分

成形近致誤和同音近音致誤，這是一個不錯的框架以檢測學生錯別字的類

型，故此我參考了這些分類設計前後測測卷。筆者列舉了多項矯正錯別字的方

法，分別是聯繫識字法的比較鞏固法、字義辨識法等等，我參考了字義辨識法

去進行本研究的「《說文》教學」。	  

	  

	   	   	   	   譚青（2008）《初中生漢字誤寫探討》研究初中學生寫錯別字的情況。把錯

別字分為錯字和別字，前者指因筆畫錯誤、偏旁移位、偏旁錯寫和多加偏

旁而錯寫的字；後者是音形近、形近、音義近、音形義近而誤用的字，分

類仔細。他在初中十五個班級進行抽樣問卷調查，統計問卷上的數據和作業上

見過的錯別字，分析學生寫錯字的原因、情況（分類）、他們對此的態度從而探

究形成錯別字的因素。但要學生自我意識到自己最常寫錯別字的種類，欠客觀，

因初中學生未必有能力和意識自我評估最常犯錯的錯別字類別。不過，可參考

他會研究學生對錯別字態度一點，本研究會進行訪談問學生對運用《說文》

教字方法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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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計劃 	  

3.1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是葵青區一所第三組別中學的兩班中四學生，分別是 4A 班和

4D 班。上中文課時，4A 班學生按能力被分成大班（29 人）和小班（10 人），而

本人只負責教大班（29 人），所以 4A 班的二十九位學生和 4D 班的十八位學生是

本行動研究的實驗組，而 4A 班另外十位學生是控制組，他們沒有接受《說文解

字》的教學方法。有兩班研究對象可觀察數據是否一致，提高數據的可信性；

有實驗組和控制組亦可檢測學生是否因接受了《說文》的方法而改善了寫錯別

字的情況。	  

	  

	   	   	   	   4A 班是中四級的精英班，他們是學習能力較強的學生。班中有以普通話為

母語的學生，他們均在測卷上列明自己的母語是普通話。4D 班學生是學習能力

較弱和學習動機較低，原任老師指部分學生有嚴重的讀寫障礙。研究對象是兩

班所有願意參加此行動研究的學生，並非只是有讀寫障礙的學生。因為我希望

完成這項行動研究後的發現，可以對其他老師的課堂有所啟示，若然只集中研

究有讀寫障礙的中學生，恐怕研究的適用性會減低和會有標籤效應。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複本法，在研究開始時（2014 年 11 月第二個星期）先讓學生

以聆聽讀默形式默書，而默書的內容根據他們年齡所學的已有知識及六個常見

的錯別字分類而製定。完成前測後，收回測卷批改，但不會跟學生核對答案。

前測、後測測卷成為檢測學生錯別字情況的主要工具，透過比較同一班學生前

後測的成績、某些字錯的比率前後分別，檢測《說文》這方法對糾正錯別字的

成效。＊4A 小班的同學會在小息時間默書，實驗組同學會在課堂時間內默書。	  

	  

	   	   	   	   本計劃的研究過程是六星期（實習期），教授課堂知識遇到學生常寫錯的字

時，本人會利用電腦簡報展示該字由古文（甲骨文、小篆）演變到楷書教導學

生該字的本義和字形構件之間的關係，並會請學生到黑板書寫，提升他們對該

字的認識和加強他們對書寫該字的記憶，以幫助他們減少寫錯別字的機率。	  

	  

	   	   	   	   另外，本人採用面談訪問法，在教學的完結階段（2014 年 12 月第二個星期）

在課堂以外的時間訪問了三位學生，訪問他們對於運用《說文》學會字的本義

與構形跟自己寫錯別字的關係，從一個直接的渠道訪問他們對於這種識字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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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看法，並用手提電話錄下訪談的過程作資料分析之用。	  

	  

3.3	   	   前測、後測測卷之設計理念 	  

	   	   	   	   	   前測和後測都是採用同一份測卷以突顯學生的前後成績對比。兩班實驗組

學生和控制組學生都是以聆聽讀默形式做這份測卷。測卷只檢測學生寫繁體字

出現錯別字的情況，所以測卷上清楚列明學生需以繁體字作答，如果以普通話

為母語的內地學生則在測卷上母語一欄寫上「普通話」。	  

	  

	   	   	   	   測卷分兩部分，第一部分設有十道問題，要求學生默寫十個雙音節詞語，每

個字佔一分，共 20 分；第二部分設有十四道問題，要求學生以填充形式默寫單

音節字詞（如：世外桃	   源	   ），每個字佔一分，共 14 分，所以全卷總分是 34 分。

但批改測卷時，會將兩部分的分數各自列清楚（例：15/20	   ＋	   12/14）。因為第

二部分默寫的字詞以檢測別字為主，多是一些形近致誤或同音近音致誤的字詞。

趙雯（2008）指出高中學生的錯別字應該會傾向同音或近音字而混用，所以測

卷第二部份的設計以預計學生很大機會近音致誤的字為主。而第一部分的字詞

是以石曉雲（2011）對錯字的分類（增添筆劃、刪減筆劃、改變形近的部件、

改變字形結構）而設計的。參考文獻，大概了解到學生會常犯六種分類的錯字

和別字而製定了這份測卷（詳見附件一）。而批改測卷時，以李學銘（2007）《常

用字字形表（二零零零年修訂本）》作為正字標準。	  

	  

預計學生會犯以下六種分類的錯別字（舉例）：	  

增添筆劃	   搖曳（會多了一點）、畢業（會多了一橫）	  

刪減筆劃	   蒙蔽（會少了一橫；會缺了艹）、湊熱鬧（會少了一點）	  

改變形近的部件	   滑稽（尤會變為犬）、暴躁（會變成曰＋恭）	  

改變字形結構	   飄雪（票跟風位置互換）、清晰（木跟日位置互換）	  

形近致誤	   彷彿（寫成仿佛）、徒步（寫成徙）、崇拜（寫成祟）	  

同音近音致誤	   暴躁（寫成燥）、世外桃源（寫成園）、按部就班（寫成步）	  

＊ 有些字預期可能不只錯一個類別＊所有字都是中四級學生之前學過的	  

表一．測卷設計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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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研究道德問題 	  

	   	   	   	   	   此研究不會對參與研究對象身心造成傷害、不適和憂慮，取得研究參與者

適當的知情同意後才開始研究，讓學生進行前測。由於研究會在學校進行，而

且參與者年齡不足十八歲，本人先在 2014 年 11 月初向校方申請批准進行此研

究，並獲得校長的簽名同意。然後再發家長同意書徵求家長同意子女參與此項

研究，參與研究者亦需簽一份同意書，兩份同意書上皆清楚列明此項行動研究

目的、性質、所存在風險等。	  

	  

	   	   	   	   研究對象的兩次默書內容不會顯示名字，只會用學號代表，只有研究者本人

才知道參與者身份。三個隨機選出的研究對象之錄音材料和文字稿都不會披露

他們的身份，會以A－C代稱。本人確保研究參與者所提供的數據得到保密處理，

以符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以上相關的資料數據在完成撰寫報告後會馬

上被銷毀，所得的數據只為撰寫畢業論文學術用途，並不會涉及任何商業及利

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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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教學過程分析  

     此行動研究在本人實習期間（2014 年 11 月 3 日－2014 年 12 月 12 日）於

中學進行。每週教 4A 班（大班）不多於七節，跟 4D 班的原任老師共分課節，

每週教 4D 班不多於三節，教學次數較少，較少機會利用《說文解字》教授他們

一些字的字源。由於要在正規教學時間不影響教學進度的情況下，進行此項研

究，因此本人利用課堂教學活動之間的空檔時間教學生一些字詞的古字、造字

本義及之後的引申義。沒有固定在每一週哪一教節進行「《說文》教學」，只是

在課堂時間容許下教授，通常一節課教不多於四個字。 

 

     本人預先上網搜集資料，製作了相關的教學簡報（請參閱附件二）。教導

學生時，先從簡報顯示該字的小篆或甲骨文，讓學生猜測哪是什麼字，抽問他

們從哪些部件猜出是今字的一個字。然後才顯示該字的楷體，再請學生指出該

字的形符、聲符。本人會解釋小篆中不同部件各代表什麼，還有該字在《說文

解字》中的造字本義、引申義。為了加深學生對該字的印象，我會在教授完一

個字後，抽樣邀請一兩個學生在黑板上默寫那個字的楷體。有需要時，我會用

不同顏色的粉筆勾勒不同部件，突出學生該注意的地方。 

 

                教學流程簡略示意圖（表二）  

＊教授一些容易被近音同音字混用的字，會連常混用的字一起教以便辨認兩者的分別和差異。 

展示小篆／甲骨文

• 讓學生猜是哪一個字

• 問從何得知（推測），使學生聯想古字部件與今字的部件

展示楷體

• 請學生指出形符、聲符

• 解釋小篆中不同部件代表什麼（有什麼含義）

藉《說文》教授該字的造字本義

• 列出該字的引申義

• 抽樣請學生在黑板默寫那個字的楷體，並由其他同學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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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果分析 	  

5.1	   	   	   前測、後測數據比較 	  

5.1.1	   	   4A 大班（實驗組） 	  

	   	   	   	   	   	   	   4A 班（大班）於 11 月 12 日上中文課時進行前測，當天有一位同學缺席

沒有參與前測，派出 28 份測卷，收回 28 份測卷。他們於 12 月 12 日上中文課

時進行後測，沒有同學缺席，派出 29 份測卷收回 29 份測卷。本人分別在十一

月中和十二月中批改兩疊測卷。前測全班平均分數是 27.75；後測全班平均分數

是 31.41，升輻是 13.19%（詳情可見附件三）。樣本可見附件六、七、八。	  

	  

5.1.2	   	   4D 班（實驗組） 	  

	   	   	   	   	   	   	   4D班於 11月 13日上中文課時進行前測，沒有同學缺席，派出 18份測卷，

收回 18 份測卷。他們於 12 月 11 日上中文課時進行後測，當天有一個學生缺席，

派出 17 份測卷，收回 17 份測卷。本人分別在十一月中和十二月中批改兩疊測

卷。前測全班平均分數是 16.11；後測全班平均分數是 19.29，升輻是 21.28%（詳

情可見附件四）。樣本可見附件九、十。	  

	  

5.1.3	   	   	   4A 小班（控制組） 	  

	   	   	   	   	   	   	   	   4A 班（小班）於 11 月 16 日小息時進行前測，沒有同學缺席，派出 10

份測卷，收回 10 份測卷。他們於 12 月 11 日小息時進行後測，沒有同學缺席，

派出 10 份測卷，收回 10 份測卷。本人在十二月底批改兩疊測卷。前測全班平

均分數是 23.9；後測全班平均分數是 24.2，升輻只是 1.68%（詳情可見附件五）。

樣本可見附件十一。	  

	  

	  

表三・實驗組（4A 大班、4D 班）和控制組前後測成績之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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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個別字詞在前、後測的對比 	  

	   	   	   	   	   	   	   	   為了可以進一步檢測「《說文》教學」對學生的影響，現抽前、後測測卷中一

些字詞作出比較，對比該字正確和寫錯的比率。在前測時，「蒙」字常被學生寫成「朦」、

「矇」、「濛」（增添筆劃）；刪減了「艹」、「冖」或橫（刪減筆劃）。4A 大班在前測時，

有三位同學漏空了「稽」字，而寫對的同學只有十個人，有五個同學刪減筆劃，把「旨」

上面的部件刪走；有九位同學改變了部件，如：把「尤」寫成「犬」或「龙」，在後

測時，接近七成五的同學（22 人）寫對了。	  

	  

表四．4A 實驗組（大班）前、後測中「蒙」字的對比

表五．4D 班前、後測中「蒙」字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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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4A 實驗組（大班）前、後測中「稽」字的對比	  

	  

	  

表七．4A 實驗組（大班）前、後測中「蔽」字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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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學生訪談 	  

	   	   	   	   	   在實習最後一天（2014 年 12 月 12 日），邀請了三位 4A 大班的學生進行訪談，

沒有預先設立引導性的問題，讓學生自由表達自己對這種方法識中文字的感想，並用

手提電話記錄訪談。現將三個同學的意見綜合如下表：	  

	  

同學 A	  

（課堂表現

很活躍，勇於

舉手回答問

題）	  

學中文字的古字和本義對我來說是很新穎有趣、不沉悶，	  

以前的老師都只會在黑板把字寫一遍然後就要死記硬背

那個字的寫法和意思，有點悶而且吃力。	  

我比較喜歡觀察古字，然後猜測它是什麼字，我會對它

有較深刻的印象，應該下次會寫對那個字。	  

再者，上中文課本來就很沉悶，可以猜猜古字當小遊戲，

不錯！	  

同學 B	   其實，那些字本來的意思（本義）是我從來沒想像過的，

有些是我怎樣也猜不到的。不過，我未必會可以清楚記

得那些跟現在不太相關的意思。	  

同學 C	  

（以普通話

為母語）	  

有些字是之前沒仔細注意是什麼部件（好像「稽」字），

所以都會寫不少的錯別字。	  

這樣方法讓我注意到部件和字形結構	  

（因為我會留意從古字演變到我們現在的文字是否增添

或減少了什麼時候部件，還有沒有改變了字的結構）	  

下次再寫同一個字時我會多加注意，不會再犯同樣的錯。	  

	  

表八．學生訪談對「《說文》識字教學方法」的感想	  

	  

	   	   	   	   綜合三位同學的意見，這種方法學中文字對中學生是新穎有趣的，而且在課堂中

展示簡報的小篆讓他們猜是哪個今字，這是一個可以讓他們在輕鬆環境下學到漢字的

一個方法。而且這能幫助部分學生釐清部份字的字形結構和部件，讓他們知道平時自

己誤寫的情況，亦可以提高部分人寫字的意識，減低下次再寫錯別字的機會。不過，

亦有同學表示，有些字的本義跟今天的義項有很大的分別，所以不一定會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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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主要研究發現 	  

5.3.1	   	   兩個實驗組的成績上升，控制組的成績仍然維持原來的水平 	  

	   	   	   	   	   	   	   透過前、後測比較兩個實驗組和控制組的成績，得到以下最主要的研究發現，

兩個實驗組的成績都有進步。整體上，4A 班大班的平均成績由前測的 27.75 分升至後

測的 31.41 分，進步比率有 13.19%（詳見附件三）；4D 班的平均成績由前測的 16.11

分升至後測的 19.29 分，進步比率達 21.28%（詳見附件四）。同時，控制組 4A 小班的

同學沒有接受「《說文》教學」的前、後測平均分分別是 23.9 分和 24.2 分，僅有 1.68%

的正增長，不見得是同學們有進步（詳見附件五）。	  

	  

	   	   	   	   	   從 4A 班實驗組的成績來看，沒有一個同學的前、後測成績是相同或出現退步的

情況。以 2 號同學為例，她在前測的第一部分只取得 15 分，第二部分取得 12 分，共

27 分，即是有 7 個錯別字（詳見附件六）。她寫錯了「稽」字的部件成「龙」加「日」、

將「蒙」寫成「矇」、將「蔽」寫成「閉」、「彷彿」寫作「仿佛」／「彷彿」、「度假」

寫成了「渡」、「破釜沉舟」寫成了「斧」，出現了改變形近的部件、同音字誤用的情

況。但是，她在後測取得滿分（20+14），沒有寫錯任何一個錯別字。12 號同學由前

測的 23 分（錯 11 個字），「稽」只寫「禾」、「蔽」缺了「艹」、將「恰」當「融洽」、

將「徙」當「徒步」等，出現不少同音混用和近形部件混用（詳見附件七），到後測

取得 33 分。其他同學普遍上都進步 4 分或以上，可見「《說文》教學」的成效。	  

	  

	   	   	   至於 4D 班的情況，以 9 號同學為例，他在前測中只取得 16 分，錯了 18 個字，將

「稽」寫成「禾嘗」、將「輝」寫成「暉」、將「蒙」寫成「朦」、將「蔽」用同音字

「閉」代替、「暴躁」變成「暴燥」、「彷彿」變成「仿佛」，另外出現了很多同音近音

字誤用的情況，如：明「辯」是非、世外桃「園」等等（詳見附件十）。而他在後測

中取得 24 分，進步了 8 分。普遍 4D 班同學都有 3 分或以上的進步，只有 17 號同學

例外，他前測的成績有 10 分，後測只有 7 分，他在前測和後測卷都漏空了不少題目。

患有讀寫障礙的他表示再做同一份測卷是無聊所以沒有認真作答。	  

	  

	   	   	   而仔細觀察 4A 班控制組同學的成績會發現四位同學的後測成績比前測成績低（14

號、30 號同學（可見附件十一）、31 號同學、32 號同學），35 號同學前測後測分數雖

然都是 24 分，但是他在前測第一部分取得 14 分；在後測第一部分取得 13 分，而在

前測的第二部分取得 10 分，在後測則取得 11 分。控制組部分的同學在後測比前測寫

對了更多的字，但有同學寫錯更多的字，在拉上補下的環境下，他們十人的平均分沒

有明顯的升輻，只有 1.68%正增長，所以不見得沒有接受「《說文》教學」的他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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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到錯別字問題。	  

	  

5.3.2	   	   實驗組兩班成績的升輻不足兩成半 	  

	   	   	   	   	   	   	   4A 班實驗組的進步比率有一成三（13.19%）；4D 班實驗組的進步比率有二成

一（21.28%），兩班的升輻不足兩成半。某程度上因為 4A 班同學前測的成績已經不低，

平均分有 27.75 分（總分 34 分），所以進步空間會比較小。而 4D 班同學的學習能力

較弱和學習動機較低，約一半同學有讀寫障礙，他們較難有明顯的進步，寫對超過一

半的字。而且部分學生對於重做同一份測卷感到不解和沒趣，沒有認真思考作答，漏

空了很多道題目。因此全班的進步率較難突破三成。	  

	  

	   	   	   	   	   	   再者，學生沒有得到練習寫字的機會鞏固課堂所學的知識，教師只是在課堂上

用教學簡報展示某些字的「小篆」、《說文解字》中的造字本義、引申義等等，抽一至

兩位同學在黑板上默寫楷體。不是所有同學都有實踐機會去寫那些字，教師亦沒有安

排跟進的作業或練習鞏固這些知識，所以會令到學生出現「識字回生」（王晶，2011）

的情況，到後測時仍然寫錯那些字。	  

	  

	   	   	   	   	   雖然兩班的進步比率不足兩成半，但可發現學生在寫同一測卷時，他們在前測

時寫錯的一些字，在後測時沒有再寫錯。正確比率增長了不少，例如：4A 實驗組「蔽」

字的正確比率由 64%（前測），增至 97%（後測）（詳見表七）；4A 實驗組「稽」字的

正確比率由 36%（前測），增至 76%（後測）（詳見表六）。這些字的正確比率大輻度

上升可反映「《說文》教學」對學生寫字產生正面的影響，有一定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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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其他研究發現 	  

5.4.1	   同音近音致誤的別字情況嚴重 	  

	   	   	   	   	   	   根據趙雯（2008）的研究發現，中學生會隨年級增長音近混用的別字會較錯字

多。在三班學生的測卷中發現他們寫出很多同音或近音別字，4D 班同學的情況是三

班同學最嚴重的，全卷測 34 個字而他們寫的近音別字有 19 個（詳見下表），例如：

他們會寫「梯」／「弟」當「稽」；寫「藝」當作「曳」；寫「閉」當作「蔽」；寫「色」

當作「晰」；寫「父」／「斧」當作「釜」；寫「臭」當作「湊」；寫「玩」當作「煥」；

寫「切」當作「徹」；寫「黃」當作「黃」、寫「容」當作「融」。4D 班學生會出現如

此多的近音同音混用別字，可理解為他們根本不懂寫那些詞語，所以只好用同音字或

近音字代替。他們會填上一個較簡單的近音字，例如他們會寫明「便」是非。	  

	  

	  

表九．4D 班實驗組同學在前測時同音或近音混用的別字之列表	  

	  

5.4.2	   	   以普通話為母語的學生的進步明顯 	  

	   	   	   	   4A 實驗組有七位以普通話為母語的內地學生（詳見附件三和八），他們六人（其

中一人缺席）在前測時的平均分為 23.5 分，比全班的平均分低 4.25 分；但他們七人

在後測時的平均分為 31.29，跟全班的平均分相約。他們前、後測的進步率為 33.38%，

比全班進步率高兩成（20.19%）。這可反映「《說文》教學」對內地學生的成效比香港

學生大，因為受簡體字影響的他們所寫的錯別字比香港學生多，「《說文》教學」可以

讓他們釐清字的構造和部件，並加深他們對該字的印象，減少寫錯別字的機會。	  

3.00	  	  

11.00	  	  

3.00	  	  

12.00	  	  
13.00	  	  

14.00	  	  

2.00	  	  

12.00	  	  

9.00	  	  

2.00	  	  2.00	  	  

9.00	  	  

4.00	  	  
5.00	  	  

4.00	  	  

9.00	  	  

1.00	  	  

5.00	  	  

2.00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曳 稽 徒 侯 蔽 部 燭 度 源 煥 晰 釜 湊 徹 躁 辨 崇 融 煌

4D班前測同音近音致誤的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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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	   	   「《說文》教學」可以提昇學生學習文字的興趣 	  

	   	   	   	   	   	   	   	   	   	   從課堂上觀察學生的反應和學生訪談（詳見表八）得知他們認為「《說文》

教學」有趣新穎，是以一個輕鬆的方式去學習文字的構造和意思，亦可有效幫他們加

深對該字的印象。4A 實驗組一些平時不願主動舉手回答問題的男同學都踴躍舉手回

答小篆文字是哪個今字，他們都會觀察然後思考小篆的文字跟今字的相似之處再嘗試

猜出那個字的造字本義。平時學習動機較低的 4D 班同學都會變得專注凝視教學簡報

上的文字，學習動機提升。兩班同學在《說文》教學活動中都比平時的課堂活動更投

入，上課氣氛變得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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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限制及反思 	  

6.1	   	   	   研究限制 	  

6.1.1	   研究過程時間較短 	  

	   	   	   	   	   	   與研究對象接觸的過程只有六個星期，而對 4D 班的教學次數一星期不多於 3

節，常常追趕教學進度而沒有時間進行「《說文》教學」，運用《說文》這方法教學生

的字不夠多和廣泛，影響研究的範圍和可信程度。	  

	  

6.1.2	   	   測卷設計的限制 	  

	   	   	   	   	   	   	   設計同一份測卷測三批學習水平差異頗大的學生，雖可以較客觀地將三班學生

作橫向比較，但是測卷的難度無法照顧所有的研究對象（一部分是有讀寫障礙的學生；

另一部分是精英班的學生）。因此，不是每一個字都可以「難倒」4A 班的學生，使他

們的前測分數已經不低。例如：我預期 4D 班的學生有機會寫錯「飄雪」的「飄」字，

將左右混淆。事實如我所料只有一半的 4D 學生寫對了「飄」字，有兩個同學漏空了，

四人寫成「漂」，但所有 4A 實驗組同學皆寫對了，只有一位 4A 控制組同學將左右部

件互換位置。而有些為了檢測 4A 班而設的詞語對 4D 班而言是十分艱深，這樣減低了

他們完成測卷的動機。	  

	  

6.1.3	   	   《說文解字》的限制 	  

	   	   	   	   	   	   	   雖然《說文解字》收字九千多個，但有些今字屬於新造字，不一定有《說文解

字》的本義可以跟學生解說，是「《說文》教學」這種識字教學方法的限制。有些字

《說文解字》中的本義涉及古語古物，對於不熟悉古代事物的學生實在不易理解，未

必幫到學生掌握造字本義跟那個字的構形之間的關係。	  

	  

	  

6.2	   	   	   反思 	  

	   	   	   	   	   	   教學時間不足，使我無法教更多測卷以外的字是令我頗為遺憾的一點。希望可

以藉這次的實習機會向中學生介紹《說文解字》，培養他們自行查這文字工具書的習

慣去學習文字，同時注意文字的構造和部件，減低寫錯別字的機會。學生對這方法的

反應不俗，享受用這個方式學習文字令人鼓舞。雖然成效未必十分顯著，但學生投入

這教學活動，不抗拒這樣學習寫正字已經肯定了這研究的價值。	  

	  

	   	   	   	   	   起初批改測卷時，遇到將錯字歸類的難題，如將「度」寫成「渡」該分類為增

添筆劃還是同音誤用的別字、將「躁」寫成「燥」該分類為改變近形部件還是同音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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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別字。這些疑惑減低我批改測卷的速度，當再參考文獻的分類後，我便增加了批

改的信心，可以肯定哪些字屬於錯字和別字。	  

	  

第七章 	   	   結語及建議 	  

7.1	   	   	   	   結語 	  

	   	   	   	   	   	   	   雖此小型行動研究只是本人的一份作業，但研究數據始終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本研究發現利用《說文解字》將漢字的字形和字義扣連的方法在某程度上可以幫助中

學生認清字的構造，糾正他們寫錯別字的情況。實驗組的學生後測的分數都比前測有

進步，而個別字詞的正確比率大輻上升。但這計劃只執行了短短的六星期，無法探討

他們會否很快再次忘記那些字，亦未能全面深入研究「《說文》教學」對不同能力學

生的成效。本人期望之後的學者或教師可以優化此研究，進一步研究這識字教學法在

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身上會否有不同程度的功效。	  

	  

7.2	   	   	   建議 	  

	   	   	   	   	   	   學生對「《說文》教學」持樂觀的態度，本人建議教師可考慮在時間許可的情況

下，加插「《說文》教學」的教學活動配合自製的簡報，讓學生在較輕鬆的學習氣氛

下有趣味地學習一些常錯的漢字的結構、部件及其義項，豐富他們的語文知識。教師

宜以一類的字串連教學或者隨文識字時進行「《說文》教學」。他們亦不妨安排跟進練

習讓學生練字以鞏固他們在課堂所學到的知識，預防再次寫錯別字。	  

	  

	   	   	   	   	   為了培養學生自學的精神，教師可以向學生介紹這套方法，並開放自主權給他

們，由他們自行選擇漢字，然後查《說文解字》和其他工具書了解該字的造字本義、

小篆構形等等，讓他們成為小老師製作教材，帶領其他同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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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前測、後測卷範本，紅字為學生需默寫的字詞） 

第一部份	 

請在橫線上默寫聽到的詞語。請用繁體字作答。	 

（1）	 	 	 	 滑稽	 	 	 	 	 	 	 	 	 	 	 	 	 	 	 （2）	 	 	 	 	 	 	 	 輝煌	 	 	 	 	 	 	 	 	 	 	 	 	 	 	 	 	 	 	 

（3）	 	 	 	 搖曳	 	 	 	 	 	 	 	 	 	 	 	 	 	 	 （4）	 	 	 	 	 	 	 	 蒙蔽	 	 	 	 	 	 	 	 	 	 	 	 	 	 	 	 	 	 

（5）	 	 	 	 暴躁	 	 	 	 	 	 	 	 	 	 	 	 	 	 	 （6）	 	 	 	 	 	 	 	 徒步	 	 	 	 	 	 	 	 	 	 	 	 	 	 	 	 	 	 

（7）	 	 	 	 融洽	 	 	 	 	 	 	 	 	 	 	 	 	 	 	 （8）	 	 	 	 	 	 	 	 飄雪	 	 	 	 	 	 	 	 	 	 	 	 	 	 	 	 	 	 	 

（9）	 	 	 	 彷彿	 	 	 	 	 	 	 	 	 	 	 	 	 	 	 （10）	 	 	 	 	 	 	 畢業	 	 	 	 	 	 	 	 	 	 	 	 	 	 	 	 	 	 

第二部份	 	 	 

請聆聽老師的讀音，然後用繁體字寫出正字。	 

（1）諸	 	 侯	 	 	 	 	 	 	 	 	 	 	 	 	 	 	 	 	 （2）明   辨  是非	 

（3）	 	 	 湊	 	 熱鬧	 	 	 	 	 	 	 	 	 	 	 	 	 	 	 	 	 	 	 （4）	 	 	 	 崇	 	 	 拜  

（5）按	 	 	 部	 	 就班	 	 	 	 	 	 	 	 	 	 	 （6）	 	 	 煥	 	 	 然一新	 

（7）世外桃	 	 	 源	 	            （8）	 	 	 度	 	 	 假	 

（9）沒精打	 	 	 采	 	 	 	 	 	 	 	 	 	 	 	 	 （10）破	 	 	 釜	 	 沉舟	 

（11）	 	 	 徹	 	 	 底	 	 	 	 	 	 	 	 	 	 	 	 （12）蠟	 	 	 燭	 	 	 	 

（13）暴	 	 亂	 	 	 	 	 	 	 	 	 	 	 	 	 	 	 	 	 （14）清	 	 	 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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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教學簡報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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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近音同音常混的字時，我都會教兩個字的差異和意思上的不同。當時，

另教「候」，讓學生辨清「侯」與「候」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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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4A 班實驗組前後測成績對比）＃普通話為母語者 

學號 前測成績（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後測成績（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1 16 + 13 = 29 19 + 13 = 32 

2 15 + 12 = 27（樣本可見附件六） 20 + 14 = 34 

3 17 + 11 = 28 19 + 12 = 31 

4 18 + 11 = 29 19 + 12 = 31 

#5 18 + 11 = 29 18 + 13 = 31 

6 16 + 11 = 27 20 + 13 = 33 

7 15 + 9 = 24 18 + 13 = 31 

8 14 + 11 = 25 17 + 11 = 28 

9 19 + 13 = 32 20 + 12 = 32 

11 13 + 12 = 25 18 + 13 = 31 

12 14 + 9 = 23（樣本可見附件七） 20 + 13 = 33 

#13 17 + 13 = 30 18 + 13 = 31 

15 18 + 12 = 30 19 + 12 = 31 

16 18 + 9 = 27 19 + 11 = 30 

#17 15 + 9 = 24 20 + 11 = 31 

18 18 + 10 = 28 20 + 11 = 31 

19 16 + 12 = 28 20 + 14 = 34 

20 17 + 10 = 27 19 + 11 = 30 

#21 18 + 11 = 29 20 + 12 = 32 

#22 16 + 12 = 28（樣本可見附件八） 18 + 14 = 32 

23 20 + 12 = 32 20 + 14 = 34 

24 19 + 10 = 29 18 + 13 = 31 

25 17 + 9 = 26 18 + 12 = 30 

#26 缺席 18 + 13 = 31 

29 17 + 11 = 28 19 + 11 = 30 

36 18 + 11 = 29 19 + 11 = 30 

37 18 + 10 = 28 18 + 14 = 32 

38 17 + 12 = 29 20 + 13 = 33 

#39 15 + 12 = 27 19 + 12 = 31 

 平均分： 27.75 / 34 平均分： 31.41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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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4D 班實驗組前後測成績對比） 

 

學號 前測成績（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後測成績（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1 14 + 10 = 24 17 + 13 = 30 

2 8 + 6 = 14 9 + 10 = 19 

3 12 + 5 = 17  缺席 

4 8 + 3 = 11 8 + 6 = 14 

5 12 + 6 = 18  14 + 9 = 23 

6 12 + 8 = 20  13 + 9 = 22 

7 12 + 6 = 18 （樣本可見附件九） 14 + 8 = 22 

8 11 + 7 = 18 15 + 8 = 23 

9 11 + 5 = 16 （樣本可見附件十） 13 + 11 = 24 

10 11 + 5 = 16 15 + 7 = 22  

11 16 + 9 = 25 19 + 10 = 29 

12 11 + 9 = 20 13 + 10 = 23 

13 13 + 6 = 19  14 + 8 = 22 

14 5 + 0 = 5 4 + 2 = 6 

15 7 + 2 = 9 6 + 3 = 9 

16 13 + 8 = 21 12 + 11 = 23 

17 5 + 5 = 10  3 + 4 = 7 

18 8 + 1 = 9 8 + 1 = 9 

 平均分 : 16.11 / 34 平均分 : 19.29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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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4A 班控制組前後測成績對比） 

學號 前測成績（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後測成績（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10 15 + 5 = 20 16 + 10 = 26 

14 17 + 12 = 29 16 + 8 = 24 

27 15 + 2 = 17 （樣本可見附件十二） 13 + 7 = 20 

28 14 + 8 = 22 15 + 10 = 25 

30 15 + 9 = 24 （樣本可見附件十一） 12 + 8 = 20 

31 17 + 9 = 26 18 + 7 = 25 

32 15 + 12 = 27 15 + 10 = 25 

33 14 + 10 = 24 14 + 11 = 25 

34 14 + 12 = 26 18 + 11 = 29 

35 14 + 10 = 24 13 + 11 = 24 

 平均分 : 23.9 / 34 平均分 : 24.2 / 34 

 

＊學生平均分進步率算式：  

（新平均分 除 34 總分）減（舊平均分 除 34 總分）                         

 

             （舊平均分 除 34 總分） 

  

乘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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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4A 2 號同學前後測卷樣本） 

前測 錯了 7 個字    總分：27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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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 錯了 0 字  總分：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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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4A 12 號同學前後測卷樣本） 

前測  錯了 11 字   總分：25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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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  錯了 1 字  總分：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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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4A 22 號同學前後測卷樣本） 

前測  錯 6 字  總分：2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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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  錯 2 字  總分：32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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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4D 7 號同學前後測卷樣本） 

前測  錯 16 字  總分：1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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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  錯 12 字  總分：22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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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4D 9 號同學前後測卷樣本） 

前測  錯 18 字  總分：16 ／ 34 

 

 

  



李詠詩	   	   	   	   	   	   	   	   	   	   	   	   	   	   	   	   畢業論文	   	   	   	   	   	   	   	   	   	   	   	   	   	   	   	   	   	   	   指導導師：高寶玉博士	  

	   38	  

後測  錯 10 字  總分：24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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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4A 30 號同學前後測卷樣本）（控制組學生） 

前測  錯 10 字  總分：24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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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 錯 14 字 總分：2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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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4A 27 號同學前後測卷樣本）（實驗組學生） 

前測  錯 17 字  總分：17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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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 錯 14 字 總分：20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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