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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汉字形声字表音特点
及其分布的研究

舒 华 武宁宁 郑先隽 周晓林

  提要 本研究考察了小学生所学汉字的表音特点和分布规律，从小学课本中汉字信
息的统计特点和学习方式探讨儿童掌握形声字表音规则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认为语言材
料数据库的研究是了解人的语言获得和语言加工过程的一条很好的途径。

一个学生在小学期间将学习大约三千汉字，需学习的汉字几乎占一般成年人掌握汉字的
二分之一，儿童通过学习也会了解汉字本身的规律和特点，为以后的学习和提高打下基础。 所
以，在小学阶段的汉字学习是非常重要的，教师所教授的不应该仅仅是单个孤立的汉字，还应
该引导学生认识字与字之间联系、特点，使他们从中获得规律性的知识，有助于他们继续学习。

儿童在学前已发展了大量的口头词汇，在头脑中建立了大量语音与语义的联系，在识字初
期，儿童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是要建立大量字形与字音之间的联系，把大量已掌握的口头词
汇转化为书面词汇，尽快学会阅读，克服阅读困难。由于汉字是非拼音文字，没有明显的形－音
对应关系，许多字形与字音的关系是任意的，这就增加了学习的困难。然而，语言学家的工作已
表明，占现代汉字80％以上的是形声字，形声字带有声旁，声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字的语
音信息，尽管声旁提供的语音信息不是完全可靠的。小学学习期间儿童是否有可能利用形声字
的表音规律？认识形声字的表音规律是否能帮助儿童更好地学习汉字？这一直是教育学家和
心理学家所关心的问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心理语言学家的工作表明，人的语言加工特点会受到语言文字使用度
的影响，也就是说，语言及其使用的许多规则性会反映在人的语言加工中，影响语言的学习过
程。英语儿童词汇发展的研究表明，语言和文字系统的学习是不可能全部靠简单记忆或强化作
用的，由于学习的内容远超出人能记忆的范围，学习中必定包含某种一般规则的抽取，而语言
规则的学习不仅与儿童认知因素有关，还很大程度上受语言文字的规则性特点的影响（ Der-
w ing ＆Baker，l979；Nagy ＆Anderson，1984） 。 因此，要回答表音规律在汉字学习中的作用问
题，来自两个方面的研究证据是重要的，一是关于汉字表音规则性特点的研究，二是关于儿童
汉字认知和学习规律的研究。

关于形声字声旁表音规律，语言学家已进行了长期的探讨。早期研究认为形声字的表音度
是较低的，周有光（1978）的研究表明完全规则的形声字大约只占汉字的30％。 近年来一些基
于计算机统计的工作对形声字表音特点做了更细致的分析，Yin，W．，（1991）的研究表明，约有
36％的声旁能提供可靠的整字读音信息，48％的声旁提供整字读音的部分信息，16％的声旁完
全不提供整字的读音信息。 李燕、康加深（1993）对声旁与整字读音的声、韵、调关系的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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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声旁与整字读音的声、韵、调全相同的情况占38％，声旁与整字读音的声、韵相同，调不同
的占18％，声旁与整字读音的韵相同，声、调不同的占16％。 Perfetti ＆Zhang（1992）的研究表
明，形声字的表音规则性还与字的频率有关，即规则性随着字频的降低而增强。

虽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对汉字形声字表音程度的统计还存在不同的看法，认知实验研究
已经表明，儿童汉字学习包含着一般规则的学习（李燕萍，1995；舒华，1997；Shu ＆Anderson，
1997） 。例如，研究表明，一、二年级学生还不能较自觉地使用汉字的表音线索，儿童在中年级后
可逐步了解。 掌握形声字的声旁表音规则，这种认识帮助他们记忆学过的汉字，也帮助他们学
习和推理未学过的字。儿童掌握声旁表音规则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语文能力高的儿童对声旁
表音规律的认识较早、较好，而语文能力低的儿童认识较晚、较差，这表明声旁表音规律的认识
与儿童语文能力的发展存在较高相关（ 舒华，曾红梅，1996；Yang ＆Peng，1997；Shu，Wu ＆
Zhou，1997） 。

要探讨儿童对汉字形声字表音规则的认识，应该对小学汉字表音的统计学特点有所了解，
到目前为止，还缺乏该方面的细致的研究。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就是考察小学生所学汉字的表音
特点和分布规律，从小学课本中汉字信息的统计特点和学习方式看儿童掌握形声字表音规则
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为心理学和教育学研究提供参考。

一 小学汉字基础信息库的建立

我们选用北京市小学统一使用的六年制语文课本建立了小学汉字基础信息库，该库收集
了学生从语文课本中学习的所有生字，共3262个字。 为了分析汉字的各种特征及儿童学习情
况，对库中的汉字做了多种编码。 编码的信息包括：

1．声旁代码：
参照语言学家的分类（倪海曙，1982；周有光，1980） ，我们给每个声旁一个独立的代码，共

给1426个声旁编码。
2．声旁类型：
参照语言学家的工作及现代汉语字典，我们将所有汉字按声旁类型分为八类，其中凡是涉

及可能的多音，繁简问题，在分类上有困难的字，我们都将其归入特定的类别：
一类：规则形声字－－声旁读音与整字读音的声母相同、韵母相同、声调相同；
二类：规则形声字－－声旁读音与整字读音的声母相同、韵母相同、声调不同；
三类：不规则形声字－－声旁读音与整字读音的声母不同、韵母相同；
四类：不规则形声字－－声旁读音与整字读音的声母相同、韵母不同；
五类：不规则形声字－－声旁读音与整字读音的声母不同、韵母不同；
六类：非形声字；
七类：其它形声字－－多音形声字：声旁或整字是多音字。
八类：其它形声字－－涉及古字、简化字等。
3．声旁的位置：
对库中所有的汉字，按其声旁在字中的位置共做了七种编码：在右、在左、在上、在下、在

内、在外、其它。
4．声旁是否独立：
声旁不独立的字指汉字的声旁不独立成字，而只能出现在合体字中，如“沈”；声旁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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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指其声旁本身也是一个字，有自己的读音，如“清”。
5．声旁的位置是否固定：
声旁位置固定的字指其声旁只能出现在汉字的某一位置，如形声字“消”的声旁“肖”只能

出现在字的右边；声旁位置不固定的字指其声旁可能在汉字的不同位置出现，如“妈”的声旁
“马”，可能出现在字的右边（如“妈”） ，或在字的下边（如“骂”） 。

6．声旁是否可以作为形旁：
两种编码分别是：其声旁只可能做声旁的字，如“销”的声旁“肖”在统计范围内只能做声

旁；其声旁既可做声旁又可能做形旁的，如“码”的声旁“马”可在“骑”字中做形旁。
7．汉字作为生字出现的课本册数：
将所有的汉字按其作为生字第一次出现的课本册数进行了编码，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共做

了12个编码。

表2 不同频率的字在各年级识字量中的比率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高频字 .76 .47 .34 .20 .10 .05
次高频字 .20 .41 .44 .44 .37 .30
中频字 .03 .11 .18 .27 .40 .40
低频字 .01 .01 .04 .09 .13 .25

8．汉字的频率：
选用国家标准一级字频度表（摘自《汉字信息字典》，科学出版社，1988）统计字频。

二 小学形声字表音特点及分布分析

对小学汉字基础库中形声字表音特点及分布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下：
1.声旁表音规则性及其与字频、年级的关系
首先，对小学各年级所学生字的数量及其占小学总汉字量的比率及平均频率进行统计。从

表 l中可以看出，一至四年级识字量较大，尤其是二、三年级的识字任务较重。 随年级的升高，
课本中所学生字的平均频率急剧下降。这主要与中年级后语文学习重点转向阅读理解，阅读课
文中引入的低频字迅速增加有关。

表1 小学各年级的识字量及平均频率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字数 526 853 622 511 376 337
比率 .17 .26 .19 .16 .12 .10

平均频率* 1.00 .28 .18 .08 .04 .02
 *注：平均频率的单位为千分之一，因此表中的1.00表示百万次出现一
千次，.02表示百万次出现二十次。 本文的其他表中平均频率的含义相同。

按使用频率将汉字分成高频

字、次高频字、中频字和低频字四个
等级，其中高频字指每百万次出现
一百次以上的字，次高频字指每百
万次出现十次到一百次之间的字；
中频字指每百万次出现一次到十次

之间的字；低频字指每百万次出现
一次以下的字。 统计各年级所学的

不同频率段的汉字占识字总量的比率，结果表明，低年级课本中以高频、次高频字为主，随着年
级的升高，在识字总量中高频字数量减少，低频字数量增多。高年级所学的字中，次高频字和中
频字占主要部分，低频字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见表2） 。

按基础库中的声旁类型，将小学
汉字分为四种：规则形声字 （ 一、二
类） 、不规则形声字（ 三、四、五类） ，其
他形声字 （ 七、八类 ） 、非形声字 （ 六
类） ，并统计这四种字在各频率段、各
年级的出现比率。在以上四种字中，非
形声字不提供字的读音线索，规则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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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字中声旁提供可靠的读音线索，不规则形声字提供部分或不提供读音线索，其他形声字提供
读音线索的情况比较复杂，本研究中未作进一步分析。

 表3 不同类型的字在各频率段中的比率

高频字次高频字中频字低频字

非形声字 .41 .20 .08 .03
规则形声字 .21 .33 .42 .58
不规则形声字 .23 .35 .33 .27
其他形声字 .15 .12 .17 .12

表4 不同类型的字在各年级识字量中的比率

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

非形声字 .45 .29 .23 .15 .12 .13
规则形声字 .18 .31 .33 .38 .38 .41
不规则形声字 .22 .27 .33 .32 .35 .30
其他形声字 .15 .13 .11 .15 .15 .16

从表3、表4可以看到，随着汉字频率的降低，汉字总量中非形声字的数量稳定减少，规则
形声字的数量稳定增加，而不规则形声字和其他形声字在各种频率上的分布变化不大。从儿童
学习汉字的年级分布看，一年级课本中学习的主要是非形声字，占一年级总识字量的45％，随
着年级的升高，各类字的年级分布呈与频率分布同样的变化趋势。

统计分析表明，汉字形声字有随着频率的降低增强表音规律的趋势，可以预计，随着年级
的增高，儿童学习越来越多的汉字后有可能了解汉字的表音规律；一年级儿童学习的主要是非
形声字，还不足以认识汉字的表音规律，然而，一年级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统计表明，一年级
的非形声字中，80％的字将成为后来学习的汉字形声字的声旁，当中高年级儿童进入大量阅读
阶段后，他们在阅读中遇到的生字主要是中低频字，利用声旁信息有利于学习、记忆和推理生
字的读音，因此，帮助儿童了解和掌握声旁表音规则是不可忽视的。

2.声旁与形声字的关系

表6 声旁独立成字的形声字中声旁
与整字的频率比较

声旁 声旁构成的整字

平均频率 .73 .15

声旁对形声字读音最直接的影响是声旁本身的读音。 我们进一步对声旁及其构成的整字
的读音做了分析。我们将两类规则形声字（一、二类）和三类不规则形声字（三、四、五类）作为标
准形声字，并将标准形声字编码为声旁独立成字的和声旁不独立成字的，前者指字的声旁本身
也是汉字，有自己的读音，后者指声旁本身不能独立成字，只能作为整字的部件，没有读音或其
读音很少为人所知。 从对标准形声字中声旁独立成字与声旁不独立成字的比率的分析结果中
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字的声旁本身也是独立的汉字，有其明确的读音（见表5） 。

表5 标准形声字中声旁是否独立的分析

声旁独立成字 声旁不独立成字

字数 1850 161
比率 .92 .08

我们还对小学阶段学习的汉字中能做声旁的字

与其构成的整字的相对频率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总体说来，能做声旁的字的频率高于整字的频率，声
旁字的平均频率是约每百万次七百三十次，而声旁
字构成的整字的平均频率约为每百万次十五次（见

表6） 。也就是说，当儿童遇到一个声旁独立的熟悉字时，其声旁的熟悉度一般大于整字的熟悉
度；而当儿童遇到一个声旁独立的生字时，其声旁在很大的概率上已经是儿童熟悉的。 从这个
角度来看，声旁的读音有可能影响整字的读音。

从小学语文课本中引入生字的方式来看，低年
级儿童学习大量的非形声字，分别占一年级和二年
级识字总量的45％和29％，而在这些儿童早期学习
的非形声字中，有70％以上的非形声字成为儿童后
来学习的形声字的声旁（见下页表7） 。 数据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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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测，中年级以上的小学儿童的汉字读音会强烈地受到声旁的影响。
表7 一、二年级学习的非形声字中

是否可做声旁的分析

可做声旁 不可做声旁

字数 367 122
比率 .75 .25

3.声旁特征的复杂性
我们进一步对声旁特征的复杂性做了分析。 首

先，把声旁位置分为七种，分别统计了声旁在各种位
置上的字数。然后，根据声旁是否可以在字的不同位
置上出现，统计了声旁位置固定的字数，表8、表9
中给出了分析的结果。 结果表明，在标准形声字中，

大部分字的声旁占据汉字的右半边，比率高达65％；在其余的字中，声旁在下半部、声旁在上
半部、声旁在左边和声旁在其他位置的字各占四分之一左右。 然而，绝大多数形声字的声旁在
汉字中位置是不固定的（超过百分之八十） ，声旁位置固定的字，即声旁只能在字的左边、右边
或其他位置之一的字是很少的。

我们还统计了标准形声字中，字的声旁同时可以在其他字中作为形旁的字数。从表10看
表8 标准形声字中声旁位置的分析

声旁在右 声旁在左 声旁在下 声旁在上 其他 （在内、在外等）
字数 1229 140 200 168 207
比率 .65 .07 .10 .08 .10

出，标准形声字中，大部分字
带的声旁在汉字组成中只能

做声旁，但仍有约13％的字
中带的声旁在汉字组成中也

可以作为字的形旁。

表9 标准形声字中声旁位置稳定性分析

声旁位置不固定 声旁位置固定

字数 1665 348
比率 .83 .17

表10 标准形声字中声旁是否可作形旁的分析

声旁不可作形旁 声旁可作形旁

字数 1757 256
比率 .87 .13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形声字中声旁的特点，如声旁位置的复杂性、声旁与部首可能的混
淆等都会增加整字中声旁识别的困难。对小学儿童来说，正确识别汉字的表音部分－－声旁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三 小  结

对小学语文课本中3262个汉字的表音特点及其分布的统计分析表明：小学二、三年级是
识字高峰期，这一阶段学生接触的生字量最大。随着年级的升高，小学生所学的中、低频字比例
上升，高频字比例下降。 低年级儿童学习的高频汉字中，非形声字、不规则字占很大的比率，它
表明低年级儿童认识形声字表音规律的可能性很小。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学习生字的频率下
降，非形声字比例下降，规则形声字比例上升，其分布比率与前人研究的结果大体相似。统计分
析揭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事实：（一）高年级儿童在独立学习中遇到的主要是低频字；（二）汉字
的表音规律性随着字频的降低而稳定增强。这两个事实告诉我们：小学高年级学生在学习中有
可能了解形声字的规则性，而了解形声字的规则性、掌握汉字表音线索对于他们有效地学习汉
字、扩大字汇量有重要作用。

儿童在学习中了解形声字表音规则性的可能过程如何呢？统计分析表明，一方面，绝大多
数形声字的声旁本身也是汉字，一般来说，能做声旁的字的频率高于其构成的整字的频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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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低年级学习的70％以上的非形声字成为儿童后来学习的形声字的声旁。 所以，声旁与整字
的频率关系、各类汉字学习的先后顺序，都有利于儿童发现声旁的表音作用。中年级后，儿童的
汉字读音将会较强地受到声旁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标准形声字中，形声字的声旁可能出现在
多种位置上，大部分字的声旁位置是不固定的，还有少部分字的声旁既可作声旁又可以作形
旁。 这些分析表明，声旁表音规则的掌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声旁位置的不固定、声旁与
形旁可能的混淆等给形声字中声旁的识别带来困难；另外，形声字中大量不规则字的存在，尤
其是高频字的不规则性，给儿童了解形声字的表音规则，掌握汉字表音线索，确定生字读音都
带来很大的困难。 从小学汉字库统计分析所得的这些预测与我们从儿童汉字读音实验中得到
的数据结果（舒华，曾红梅，1996；舒华，武宁宁，1996；Shu，Wu ＆Zhou，1997）非常相近。

本研究结果表明，语言材料数据库的研究是我们了解人的语言获得和语言加工过程的一
条很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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