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升本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汉
语言文学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实用5篇)
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报告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报告
具有成文事后性的特点。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
优质的报告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
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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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

现代语境下自觉消解类人学本质的第一人dd论施蒂纳哲学及
其重要价值

研究目的及意义：

施蒂纳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人物和逻辑终结者，他的代表作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一次全面的批判了费尔巴哈甚至是
启蒙思想以来的古典人本主义逻辑，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在现
代性的语境中第一个自觉地消解形而上学的人，而且他直接
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传统
的思想史教学中，施蒂纳被贬为一个小丑式的浅薄理论家，
虽然国内目前有个别学者深刻地认识到了施蒂纳的重要意义
并作了简要的分析，但这种不受理论界重视的情况仍未完全
改变。我的研究试图对施蒂纳的代表作的理论特色及其思想
对费尔巴哈、马克思等当时各种哲学的巨大影响进行阐述分
析以及对其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当代后现
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进行浅要发掘。

研究计划：

立足现有资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纳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



有物》的`主要内容与理论逻辑，同时参照早年和现有学者对
施蒂纳的研究成果(如张一兵《回到马克思》中对施蒂纳的研
究)，然后进一步寻找分析施蒂纳反对形而上类本质思想的当
世影响，以及他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及后现
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

章节目录

一.施蒂纳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绍

(1)施蒂纳其人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

(2)施蒂纳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施蒂纳的理论观点及对其分析。

二.论施蒂纳的当世影响与冲击

(1)施蒂纳思想对当时各种哲学(重点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

(2)施蒂纳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响。

三.施蒂纳思想的后世意义：分析施蒂纳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
尼采、阿多诺甚至后现代思想的相似性。

1.施蒂纳与克尔凯郭尔

2.施蒂纳与尼采

3.施蒂纳与阿多诺

4.施蒂纳与后现代思想

四.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版

孙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版

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南大出版社版

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南大出版社20版

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三联书店版。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馆1982年版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商务馆1992年版

尼采《权力意志》商务馆版

尼采《偶像的黄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馆版

赵敦华《西方现代哲学新编》北大出版社20版

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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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美狄亚》是公元前五世纪及公元前四世纪希腊最富盛名的
悲剧作家欧里皮得斯的代表作。被称为欧洲最早的“社会问
题剧”。小说围绕美狄亚为追随爱情而进行的一系列反抗斗



争，描述了当时妇女的从属地位，展现其悲惨的命运。是最
早为妇女鸣不平的代表作。揭示了父权制对母权制的胜利，
表现了具有民主精神的法律裁判代替了家庭仇杀。虽然作品
描述的题材源于古希腊神话，但其中包含的却是欧里庇得斯
所处时代的.妇女问题，因此有很强的写实性。

通过对小说的研究和当今社会的结合，显示了人不再是盲目
的任命运所随意摆弄的玩偶，而是更自由的人，是对于自己
的行动和感情富有重大责任的人。

二、研究方向的动态及本文创新点：

选题的研究现状：许多人著文分析和评价剧中女主人公美狄
亚这一鲜明、独特、极具个性特点的人物形象。并分析造成
美狄亚这种性格和个性的社会原因和自身原因。揭示了当时
社会制度的不平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本文创新点：通过研究小说中美狄亚的人物形象和社会背景
分析美狄亚爱情悲剧的成因和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一问题，
就现代社会来说，虽然社会和假体地位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
高，但美狄亚的反抗和斗争精神，对今天的女性仍然有一定
的借鉴作用。

三、主要研究内容及提纲：

一、美狄亚和伊阿宋的爱情

二、美狄亚的多重身份

(一)父亲的女儿形象

(二)丈夫的妻子形象

(三)儿子的母亲形象



三、美狄亚爱情悲剧的成因

1.美狄亚自身性格来说

2.美狄亚所处的时代背景

四、结语

四、研究的方法与手段：

1)文献分析法

2)运用比较、归纳的方法，总结出相关的结论

五、应收集的资料及主要参考文献：

[1]杨慧，永恒的“她者”:历史阐释中的美狄亚。青海师范
大学学术著作出版，.12

[2]生命伦理与和谐社会——读《美狄亚》，《山东文学》07
期

[4]张忠慧，古希腊悲剧美狄亚的女性悲剧形象及成因[j]，科
技信息，17期

[6]刘绿宇，说不尽的美狄亚[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年03期

[7]张燕，从《美狄亚》看西方弃妇的反抗精神[j]，时代文
学(下半月)，期

六、毕业论文进度的安排：

1选题，查阅相关文献、资料。20xx.03.20



2写开题报告20xx.04.20

3论文初稿20xx.05.01

4改稿20xx.05.21

5定稿20xx.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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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三生三世的布局结构

2.3《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人物塑造特色

2.3.1有情却无情的白浅

2.3.2无情却有情的夜华

2.3.3形象生动的其他角色

3.《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亮点与瑕疵

3.1创新点与亮点

3.2瑕疵与局限

4.总结

(4)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写作艺术剖析

2.《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折射出的内涵及意义



(5)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1、课题研究步骤：

(a)查阅并研读相关资料及参考文献;

(b)撰写开题报告及上交审核;

(c)撰写本课题论文;

(d)修改提交审核。

2、课题研究方法措施：

(1)资料收集方法

除了图书外，数据资料的研究成果和结论对本课题的研究起
到重要的参考作用，资料收集的方法主要为上网查寻、借阅
图书、查阅报刊杂志等。

(2)资料研究方法

结合图书馆图书与数字资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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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的目的、意义(理论意义、现实意义):

一.选题目的：

通过对张承志回族题材小说中有关回族的日常生活描写，来
探究作品中所反映出张承志的宗教情结，并以此为基础让人
们在读他的作品时不会对他作品中所反映的宗教和对他所描
写的内容产生误会，使人们对伊斯兰有进一步的了解。



二.选题意义：

1.理论意义：

2.现实意义：

选题的研究现状(理论渊源及演化、国外相关研究综述、国内
相关研究综述)：

1.理论渊源及演变：

伊斯兰教从公园七、八世纪随着阿拉伯商人通过陆路和海路
传入开始，这个对他人看来有些神秘的宗教，从而对与伊斯
兰教有关的一些不太和世纪相符的误解，这其中当然包括信
仰伊斯兰教的回族。

2.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国外对张承志的相关研究基本还是空白的。

3.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自张承志1987年发表蒙文小说《做人民之子》及短篇小说
《歌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之时起就受到了很多的关注，当他
的创作风格转变后，人们对他的`回族题材小说评价就不再和
以前创作的“草原小说”的评价那样一致，而是有争议的，
肯定、批评的都有。

自1991年7月发表长篇小说《心灵史》后，张承志可以说就成
为了文学界一个备受争议的作家之一了，肯定的、批评的不
乏有之。肯定他的作品内容、风格、思想，批评他作品中表
现出来的偏激或者说对他作品中的宗教情结，但是也不乏对
他做全面的评价的。马丽蓉《踩在几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
对张承志做了全面的评价，特别是以作为一个回族的视角对



张承志作品中的宗教描写做了公正的论述。

三、论文(设计)主要内容(三级提纲)：

1.总论(导言)

3.

四、拟研究的主要问题、重点和难点:

1.主要问题：

从张承志的回族题材小说中重新看待他的作品之中反映出的
宗教情，并且从张承志作为一名有宗教信仰的作家这一基点
出发阐述作品中反映的宗教文化、宗教情结。

2.重点：

从作品中所描写的回族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些细节，比如语
言、行为等方面看张承志的宗教情结及作品中反映的伊斯兰
文化。

3.难点：

本品论文主要是以张承志的回族题材小说选集《回民的黄土
高原》中的小说为研究材料的，小说一些关于黄土高原的细
节描写理解不太能理解，且作品中的某些教义和自己所接受
的教义不是和相符。这在理解作品的时候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比如说《心灵史》中涉及到的哲合忍耶派教徒的殉教的追从，
这和伊斯兰教教义中的教徒禁止轻生是相违背的。

研究方法、可行性分析：

1.研究方法：



本片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取分析归纳法，对相关进行分析
及归纳，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本论文的结果。

2.可行性分析：

本篇论文主要是探究张承志作品中所体现的宗教情结，作为
一名回族同学，对张承志作品中所体现的伊斯兰文化及宗教
方面的相关问题会更熟悉，这对本篇论文在写作上有很大的
帮助。

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1.特色：

作为一名回族，可以从自己生活中遇到的相关的事情中找到
与作品中有关的写作，从这些写作中与生活中相关之处寻找
论文的写作点。

2.创新之处：

参考文献：

1.马丽蓉.踩在级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m】.：宁夏人民出
版社.12

2.马丽蓉.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m】.：安徽教育出版
社.12

3.何清.张承志——残月下的孤旅【m】.：山东文艺出版社.4

4.张承志.文明的入门——张承志学术散文集【m】.：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5

5.张承志.回民的黄土高原【m】.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10



6.张承志.金牧场【m】.：春风文艺出版社.1

10.何向阳.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m】：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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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中国国际地位快速上升，世
界各国人民越来越希望了解中国，汉语热正在世界各地悄然
兴起，如何利用这一热潮，进一步加快汉语国际传播的步伐，
如何进一步扩大汉语和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是我们目前面
临的挑战。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属于非汉字文化圈，在这些国家推广汉
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阻碍就是汉字教学。在非汉字文化圈的
学生眼中，汉字优美而古老，但是其结构复杂，犹如天书，
汉字的难学难记，导致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学习汉语时浅尝
辄止，往往停留在初级水平，很难跨越中级，甚至因为对汉
字的畏难情绪而彻底放弃汉语的学习。“汉字难”成为“汉
语难”的主因，这严重影响了汉语在非汉字文化圈国家中的
推广。为了加快汉语国际推广的步伐，我们必须依托汉字认
知研究、心理学研究的成果，改革汉字教学方法和教材，充
分展示汉字的魅力，激发学生的兴趣，使汉字成为推动汉语
及文化传播的动力，而非阻力。

本文讨论针对非汉字文化圈的初级水平学生进行汉字教学时
应采用的教学模式以及编写相应教材时应注意的原则和策略。

二、汉字难学的成因

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是记录汉语时具有形、音、义三要素
的最小自然结构单元。正由于汉字这样的特点，不管是在国
内还是海外，汉字难学难记的观念根深蒂固，汉字教学也历



来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方面。

非汉字文化圈学生在学习汉字时，往往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但是收效并不理想，于是他们对汉字产生畏难或排斥
情绪，究其原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学生自身认知模式和
现行的汉字教学模式。

认知方面，神经语言学研究认为，人脑的语言功能区主要有
两个：一个是位于前脑的“布洛卡区”另一个是位于后脑
的“威尼克区”。汉字阅读的主要区域是布洛卡区，而拼音
文字阅读的主要区域在威尼克区。非汉字文化圈学生的认知
模式与汉字文化圈学生的认知模式不同，威尼克区的记忆主
要靠听说。对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来说，习得汉字需要通过布
洛卡区的通道，即“视觉-图形-阅读-语言”，而非汉字文化
圈的学生习惯于利用威尼克区的通道来掌握拼音文字的语言，
即“听觉-语音-听说-语言”(张必隐，1992)。因此，非汉字
文化圈的学生在学习汉字时，缺乏方块模式概念，往往出现
偏误。曲凤荣将这种偏误概括为四种：部件偏误、笔画偏误、
结构混淆、音同或音近造成的偏误。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
其拆字、组字能力较差，对汉字本身的字义理解能力较差，
进而影响到以字组词能力和阅读理解能力。

此外，国内普遍采用的汉字教学模式并不适应非汉字文化圈
的学生。目前，国内的大学一般不开设独立的汉字课，或者
即使有汉字课，也是依附于综合课的，也就是张朋朋()所谓的
“语文一体”“语文并进”模式。“语文一体”是指在教材
编写上语言材料用文字来书写。“语文并进”是指在教学方
式上一边教“语言”，一边教“文字”，“语”和“文”同
步进行。这种教学模式不区分“汉语”和“汉字”，认
为“汉字”包含在“汉语”之中，因此，只提“汉语教
学”(张朋朋，2007)。即“说什么话，教什么字”，也就是
文字教学服从语言教学。这种模式的缺点是：1.对于初学汉
语的学生，识记汉字占据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而限制了
听说课的进度，降低了学生的成就感和自信心;2.教材中所出



现的汉字是杂乱无章的，学生一开始就面
对“您”“谢”“起”等复杂的合体字，使学生觉得汉字难
写、难记，仿佛“天书”一般，一开始就对汉字产生了畏难
情绪，甚至影响到汉语学习的兴趣;3.由于汉字教学没有把汉
字作为一个有规律、有理据的组合系统来教，学生对汉字的
部件、结构、理据性了解不足，影响了学生对所学汉字的灵
活运用能力，以及自学汉字的能力;4.汉字教学受“词本位”
影响，学生在学习时总是以词为整体，缺乏语素概念，不注
重对每个汉字意义的深入了解和学习，制约了“以字构词”
的能力，进而影响学生的阅读能力。

现有的教学模式完全不适应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我们为了
扩大汉语的传播范围，加快汉语的传播步伐，必须针对教学
对象，同时结合汉字的特点，改革汉字的教学模式，并编写
相应的教材。

三、教学模式改革

针对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初级阶段可以采用“语文分进”
的教学模式。关于“语文分开”的模式，前人已有过讨论，
如崔永华()、赵金铭()主张“先语后文”，张朋朋(2007)主张
“语文分进”等。笔者赞同“语文分进”的教学模式，认为
汉语学习的起步阶段就应该开始汉字的认读和书写训练。佟
乐泉()也指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学习汉字有时可以成为
学汉语的重要依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以文带
语’……如果能够在学汉语时通过视、听两个通道同时接收
到汉字的符号和汉语的声音，就有了互为联想线索的便利”。
所谓“语文分进”是指“语言教学”和“文字教学”分开进
行，分别使用不同的教材和教法，教授独立的内容。语言教
学是教普通话的听说能力，汉字教学是教中文的汉字读写能
力，二者相对独立(张朋朋，2007)。其具体做法就是分别
设“汉语课”和“汉字课”，根据汉语教学和汉字教学的特
点分别编写独立教材。“汉语课”利用拼音教授基础会话，
使学生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一定的听说能力，这既提高了



他们学习汉语的信心，也为今后学习汉字打下了基础。汉字
课不再依附于口语教学，自成体系，根据“由简到难”的原
则选取常用的、构字能力和构词性强的汉字进行教授。主要
教授汉字的“部件”及其构造规律，介绍字形结构及其理据
性，教学时采用“认写分流，多认少写”的教学方法。消除
学生对于汉字的负面情绪，使学生形成“部件意识”，学会
分析汉字结构，并初步了解汉字“音义”的组合规律。教授
汉字的同时，给出1～2个由该汉字组成的典型的、常用的词
语，加深学生对汉字的理解和记忆。当学生掌握了基础的日
常会话，并且识字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再回归“语文合
流”的模式。在这个阶段，学生对汉字字形已有认识，汉字
教学从字形转向字义，立足于“字本位”原则，通过“以字
构词”的方式，将被动的因词而记字转变为主动的因字而组
词，使字的记忆变成一种在理解基础上的扩展和生成过程。
这一方面加深了学生对汉字的理解和记忆，另一方面扩大了
学生的词汇量，提高了学生的阅读能力。这个阶段主要教授
汉语课中已经出现的汉字，以精读课词汇表中的汉字为基础，
结合字形、字义、构词特点，围绕核心字(有笔画、部件、结
构上的典型性和类型性，便于扩展联想出其他的字)适量扩展，
以达到核心字反复出现的目的(王汉卫，2007)。这样，汉字
不再是汉语学习的“拦路虎”，反而有助于学生对词语的理
解，成为汉语学习的助手。

采用新模式进行汉字教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原则：

(一)注重认写分流，多认少写。江新(2007)曾通过实验验证了
“认写分流、多认少写”教学方法的成效。通过实验对比，
她发现增加认读量、减少书写量，遵循了汉字学习的规律，
既减轻了学生的记忆负担，又能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信心，因
此对提高识字效率有显著效果。

(二)注重部件教学。传统的笔画教学过于分散，不利于汉字
识记和运用。基于“多认少写”原则，利用汉字的可分析性
和部件的音、形、义特征提高识记汉字的速度和质量，通过



训练学生拆字能力，培养学生自学新字的能力。费锦昌()认为
“部件是现代汉字字形中具有独立组字能力的构字单位，它
大于或等于笔画，小于或等于整字”。崔永华(1997)基于心
理学假设“汉字拆分出的记忆单位越少、可称谓性越高、含
义越明确，越利于记忆”，论证了利用部件进行汉字教学的
可行性，并提出了教学原则：注重独体字教学、注重对比分
析、注重结构教学。

(三)注重提供汉字的使用语境。徐彩华()通过试验证明，频
率是汉字学习中最大的影响因素，贡献量达到15%～31%左右，
而其他文本因素(如笔画数、声旁规则等)均在5.5%以下。学
习者身处外国，从“零”开始，汉字课堂几乎是他们全部
的“汉字时间”，如何增加学生接触汉字的频率?课堂提供的
使用汉字的语境至关重要。语境包括所教汉字组成的词语、
短语。随着所学汉字量的增加，可以编写句子、短文，这不
仅增加了汉字复现率，巩固了学生对所学汉字的记忆，而
且“以字构词”的方式，扩大了学生的词汇量，学生在增大
识字量的同时提升了阅读水平。

(四)注重汉字的复现率，避免“前学后忘”：对外汉语教学
界相关研究也表明，汉字的出现频率和复现率与汉字认知有
显著正相关，当汉字复现率达到24次左右时，外国留学生对
汉字音义识记的正确率为69%。在目前的对外汉字教学中，汉
字的复现率还远远不够，这就要求在课堂教学中尽可能提高
汉字的复现频率。(梁焱，2012)

四、汉字教材编写策略

新的教学模式的实施，依赖于相应教材的编写，下面谈谈根据
“先语文分进，后语文合流”教学模式，编写初级阶段汉字
教材时应采用的策略。

汉字教材的主体是汉字的选取与排序，所教汉字是否实用、
排列是否合理，决定着教材的质量和成功与否，目前市场上



的汉字教材，虽然选字都是来自汉字大纲、或根据频率统计，
但是排序显得比较随意，特别是前后内容之间缺乏关联性，
导致学生常常前学后忘，从而丧失学习兴趣与积极性。在体
例上，虽然有的教材给出了字源解释，或者给出了该字组成
的词语，但是词语往往没有注意选择常用的、学生已知的或
便于记忆的，这徒增了学生的记忆负担，而且仅给出词语，
在汉字的复现率和强化记忆方面作用有限。在练习方面，目
前的教材都不注重练习的设计，练习量少，并且题型陈旧，
无法起到强化练习的目的。以下就上述方面给出一点建议。

(一)汉字的选取与排序

1.从简到难：基础阶段的汉字教学，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现
代汉字系统的基本面貌，为日后的后续性学习打下良好的基
础。该阶段的汉字选取应结合汉字的难易度和常用度，可以
按照以下类型和顺序进行教学：(1)构字能力强的独体象形字，
比如：人、木、水、心等;(2)常用且理据性较强的会意字，
比如：好、美、休等;(3)构字能力强、表义度高的常见形旁，
比如：亻、氵、艹、讠等;(4)声旁简单、表音比较准确的形
声字，比如：妈、们、请等。

2.关联性：每一大类中汉字的组织必须合理，可以根据不同
的线索对汉字进行分组和排序。开始的时候可以采用根
据“语义”进行分类，比如教授象形字时，可以分为动物
类“马、牛、羊、鸟、鱼、虫”，自然现象“日、月、云、
山、水、木、目”等;或形似字，如“人、从、众、大、太、
天、夫”。随着识字量增加，逐步过渡为由部件、形旁以及
结构作为分组线索，如按照形旁组织“江、河、海、湖”，
按照声旁组织“青、晴、情、请、睛”。无论采用哪种线索，
目的都是保证每次学习的字之间有某种内在联系，使学生不
孤立地识记汉字，而且习惯把具有联系的汉字放在一起记忆，
如具有相同形旁或声旁地汉字，有助于学生建立其心理字典。

3.以旧带新：进行下一部分汉字教学时，基本上应以上一部



分的汉字为基础，循序渐进，以旧带新地教授新的汉字。比
如象形字部分我们教授了“木”，在会意字部分，我们可以
教授“本、未、末、林、森”，这样既巩固了以前学习的汉字
“木”，又容易使学生掌握新字。

4.理据性：在象形字部分我们学习了“人”和“木”，在会
意字部分我们学习了“本”，因此在教授“单人旁”的汉字
时，可以告诉学生“人倚靠在树旁休息”“人的根本是身
体”，这样学生很容易记住汉字“休”和“体”，使汉字学
习高效而有趣。实施这一原则的关键在于，选择教授的汉字
时，必须是构字能力强的常用字。

(二)练习的编写

1.认写分流：在编写练习时，减少传统的抄写或听写练习，
增加认读练习的同时，可以让学生在课后使用拼音输入法用
电脑打字，增强学生对于汉字的敏感度及辨析力。识字量达
到一定程度时，还可适当设置一些写作练习，从句子到短文，
如让学生用电脑写作“一天的日程安排”。

2.汉字教学与阅读训练相结合。随着识字量的增加，利用所
学汉字编写简单的短文，未学过的汉字加注拼音。在教材中
定期出现短文阅读，一方面可以复习所学的汉字，另一方面
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学习汉字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阅读
和书写。

3.循环性。学生识记汉字的最大障碍就是因为缺乏环境而导
致前学后忘，因此在编写练习时必须注重汉字的循环复现，
为学生提供足够的汉字复现率，帮助学生巩固、记忆以前学
习的汉字。在编写练习时，可以根据已经学习的汉字，定期
为学生总结一些汉字规律，或者把散落在各单元中但是具有
相关性的汉字组织起来，以不同的线索再次呈现在学生面前，
以达到强化记忆的目的。例如，可以定期复习已经学习过的
同音字，如“做、作、坐、座”，或者复习含有相同部件的



汉字，如“门、问、间、闷、闻”等，同时比较这些汉字的
使用区别，帮助学生建立起已学知识点的关联性。知识点间
的关联度越高，记忆越清晰、越长久。

五、结语

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以往的教学模式
和教学经验不再适应新形势下的教学需求，为了进一步加快
汉语国际推广的步伐，我们必须对汉字教学进行改革。近年
来，这一领域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不少学者已经提出
了优秀的改革建议，但是如何实施这些建议，如何根据改革
建议编写新型的汉字教材等工作仍然亟待完成，仍然需要更
多的人为之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