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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文字，在現代的生活已可說是不可或缺。但在學習國字的過程中，我們常常在第一 

   次寫錯字之後，就會不斷的重複寫錯，而寫錯字成了學習國語的一項挫折。在五年級的 

   國語課本的(南一版五上) 語文天地中講述了造字的原理，勾起了我們對文字的興趣，我 

   們更是發現許多字都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一些容易錯的字竟然能用簡易的方式進行修正 

   ，因此藉由探討這些有趣的文字演變進而改正我們常犯的錯誤，成了喜愛文字的我們的 

   目標。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文字的結構。 

        （二）了解容易寫錯的字的錯誤結構。 

        （三）以文字分析及遊戲改進錯字發生的機率。 

    （四）了解錯字改善的情形並提出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中國文字最早是出現在龜甲與獸骨上，屬於圖畫文字；根據各國文字及考古學家的研 

究和發現，世界各民族早期的文字大部分要經過圖畫時期，例如早期的埃及文字，就有很 

   多是圖畫的符號。但是後來多數的民族都逐漸走向拼音文字，唯獨中國在符號文字的基礎 

   上繼續演進改良，而完成了造字和用字的六種法則 ──「六書」。 

 

     「我們對中國文字，通常只關心它的形、音、義，以為只要知道了一個字的寫法、讀 

  法和它所含的意義，就算是已經認識這個字了。其實，只是認識一個字的形、音、義還

是不夠的；…必須更進一步了解一個字體結構的本義…。…要了解中國文字，必須從『六 

    書』著手。」梅遜(1983)。 

 
       中國文字可區分為筆畫、部件、整字三個層級結構，單筆的稱為筆畫，兩筆以上的稱   

    為部件，再由部件組構成一個完整的字。何謂「錯字」? 羅秋昭認為錯字的出現是因為 

筆畫的增減而寫錯，就是寫出來的字，多一筆或是少一筆。如：「陽」字右邊的「昜」寫 

成「易」。學者對於錯字的認定，都脫離不了筆畫、部件、和字形結構上的問題。何謂「別 

    字」? 即是因形音相似而寫錯的字，可說成是寫成另一個字。 

 
       佟樂泉和張一清(1999)認為錯字的形式有：「丟筆缺筆、添筆多筆、筆畫間的相對位 

    置不準確（例如不該出頭的地方出頭等等）、筆畫走向錯誤（如豎鉤誤為豎提等）、部件 

    移位等等….」學生寫錯字或誤寫別字的狀況種類繁多，錯字與別字的發生必然有其原因， 

    如果只是單純的教師批閱、學生訂正，無法真正改善此情形，學生們或許在當下短暫的 

時間裡可以發現到自己寫錯或用錯字，但若未透過教學策略加深印象，可能難以使其保 

有長期的記憶至書寫習慣。改正錯字不能只用傳統的教學方式讓學習者去死記、硬背， 

而是應該設法先了解這個字為什麼會出錯，才能運用正確的方式去引導他們記住正確的 

字形。 

   

https://dict.conc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27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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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二、研究方法及對象 
     

（一）研究對象：海星國小六年級的學生共 90 人。但因為疫情之影響，部分學生必須

居隔，無法完全參與全程，所以全程參與對象共有 75 人 。  

（二）研究方法 

1、 上網及借閱書籍以蒐集資料。 

2、 分析 1~6 年級國語課本中生字的造字原理。 

3、 找出易錯字的錯誤部分。 

4、 以六書的造字原理及解析字的結構來加深字的正確結構。 

5、 利用實驗法中的前、後測，分析實驗的成果。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生字的構造原則分類 
 
       六書是漢字的構造原則，也是我們分析漢字的方法。為了更加了解漢字的構造，我 

們首先將 1~6 年級的生字依六書的構造原則作整理進行分類、比較。我們在網路上發現 

   了一個知識的網站──中華語文知識庫，在其中我可以找到漢字的六書分類。在做完分 

析後我們發現，還是有一些字無法歸入這六種類別中，例如：乒、乓、搧、冏……等。 

       在我們所分類的生字中發現，形聲字所占的比率最多，難怪對於中國字的讀音有個通 

俗的說法：「有邊讀邊，沒邊讀中間。」就是因為「形聲｣是由相應的聲符及形符組成文 

字，因而造成部分生字誤讀的情形。 
 
    表１：一～六年級生字的造字原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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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錯字大集合 

       在上國語課時，老師每教完一課必定會讓我們進行一樣非常重要的活動就是考圈詞。     

   每次考完就要訂正習寫，看著滿江紅的考卷總覺得心情低落，希望下次能得到更好的成 

績，但往往訂正過後，下次考試仍然會出錯。這個問題六年來一直困擾著我們，讓大家都 

不知該如何是好，因此我們想一起來解決這個難題。     

       首先我們請各年級的老師圈出學生容易寫錯的字，並彙整成表格，再從中挑選出錯誤 

率最高的 100 個字。對於這 100 個字分析其中容易寫錯的部分。 
 

表 2：容易寫錯的 100 字及錯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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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文章大考驗 

       我們一起集思廣益撰寫短文如下。在短文中將容易寫錯的 100 字運用填空的方式呈 

   現，在 9 月 1 日(星期四)針對全校六年級共 90 位學生進行前測。 
 
一、農夫的一天 

    長壽的爺 爺是位農夫，今天雖然是完全看不到太陽的陰天，但他還是一

如往常的下田工作。當爺爺用沾滿泥土的汙穢雙手拿起水壺時，有一位穿著襯衫

的人從旁邊走過，說:「請問附近的餐廳在哪?」爺爺說:「直走再右轉就能看到一處

正好在募款的地方，就是聞名的港式餐廳，。」那位人說了一聲謝謝就離開了。

過了一會兒，又有一位頭髮濃密看似聰明的大叔慌慌張張的跑了過來，等他的情

緒穩定下來後，開口問:「請問附近的廟宇在哪?我和別人約好要去拜拜，想抽籤

祈求神明祝福我的兒子考試順利，不要又喪失了今年進大學的機會!」爺爺問:「你

為何要一直摸鼻子?」大叔不好意思的說:「抱歉啊!我一急就會這樣，這僅是個人

習慣而已。」爺爺說:「啊!對了!廟在距離不到一百公尺處的展覽區的右手邊。」

大叔感謝爺爺能掏心掏肺的告知廟宇的位置。突然天氣一變，下起了雨，大叔抱著

腦袋，說了一聲:「謝啦!」就立刻跑走了。爺爺也回到家躲雨並品嘗著茶點，吃完

點心後回房間蓋著有如絲綢般的寬鬆棉被，很快就睡著了。這時隔壁鄰居家的小

孩將足球踢進來打破窗戶，爺爺驚醒後把球還給那個人，這才發現天氣放晴了。他

找了一位在縣政府上班的朋友介紹給他一位修窗戶的達人。那位達人用熟練的雙

手，將碎片用黏著劑修復，彷彿那是一件簡單的事，爺爺頓時覺得自己顯得笨手笨

腳。爺爺為了謝謝他，送給他之前用彩券抽到外殼有著美麗風景的相簿。爺爺說:

「我覺得這很適合你!送你吧!」 

二、無所不在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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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現在疫情正如同野獸般逼近，大伙都不敢出門，在家上網進行線上課，

不再能像生龍活虎般穿梭於校園中。因為經濟不景氣，所以商家紛紛倒閉，物價

也變得昂貴。不管是考試或畢業典禮都只能線上舉辦。當染疫隔離時是不

准出門的，大家都想辦法度過，有的彈鋼琴、有的玩桌遊，一開始認為很有趣，

但後來漸漸覺得無聊。在疫情的包圍之下，我們的心裡都蒙上一層灰。疫情就像

沒有盡頭的黑洞，將我們吞噬，現在能夠零確診比登天還難，跟同學及老師相

處的溫暖畫面也隨之逝去，每個人私底下都很羨慕能夠正常上學的班級，現在

去看醫生的確診病患有增無減。想起上次的校外教學時邊吃麵包邊談天，還ㄧ起

摘橘子、採鳳梨，彼此間合作無間的默契，就覺得很懷念。終於，疫苗誕生了，

中華民國終於恢復生氣。我們應該為辛苦的醫護人員表達感謝，因為他們替我們

帶來平安又幸福的生活，我們的防疫政策不再只是紙上談兵而是實際執行有成效

了。 

三、春意盎然的森林 

   奧妙的大地處處充滿了智慧，而萬物遵守著大自然的法則。當寒冷的冬天

離去，候鳥選擇回到故鄉。一大早，公雞準時啼叫，五彩繽紛的花朵瞬間綻放，

而調皮的猴子在嬉鬧追逐、獨角仙們正在打鬥，勝利的一方得到的獎品是可口的

樹枝和地盤、野狼正在追殺兔子，到了夜晚，貓頭鷹用他深邃的雙眼盯著正準備

吃掉玉蜀黍的老鼠、能發出特別頻率蝙蝠正在覓食。森林裡呈現著一片祥和的景

象。 

 

圖 1：受試班級進行前測 

   
    

四、錯字大進擊 
 
       前測結束後，接著我們進行錯字的改善任務。為了讓同學將一直以來的錯字可以修正 

，我們將錯字進行分析並設計了字謎、口訣及造字原理的活動，希望同學透過活動可以更 

明白字的結構，從而減少錯字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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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小一開始學習國字以來。在老師的講解生字後，必須要加上多次的精熟練習才 

可以形成記憶。但在學習過程中若只有不斷的書寫練習，會覺得枯燥無味，也容易寫錯。 

因此我們以造字原理的解說來加深印象，也設計了猜字謎遊戲，以增加識字的趣味性。            
 
    (一)猜字謎 

    1.國字拆解法：我們將可以解構的字，分成幾個獨立的字，設計題目讓同學去猜。例如： 

「獎｣可以分為「將｣、「犬｣兩個字。因此設計出「獎｣字的字謎──將軍養了一條狗。 

如此就不容易把獎的「犬｣寫成「大｣了。    

    2.聯想法：「窗｣字和「腦｣字，常常「囪｣「囟｣分不清楚。我們利用聯想法設計了「窗｣ 

字的字謎──洞穴裡白光ㄧ閃而出化為刀疤。「囪｣在六書中指的是有雕花的窗櫺，但 

把其中的雕花想像成「刀疤」，會更容易記住。相同的「腦｣字中的「囟｣，可聯想成：

你在作答時，有錯誤的答案時大腦會告訴答案是ㄨ。 

   3.圖示想像法 : 我們將字聯想成一張圖，例如 : 辛苦的「辛」把這個字聯想成稻草人， 

最長的那一橫想像成稻草人的手，短的那一橫是身上的腰帶，這樣就不會寫成上短下 

長了。 
 
     (二)造字原理解說法 

   1.象形字：利用圖像記憶，例如「壺｣，上方所代表的是蓋子，是可以拿起來的，所以 

與壺身要分開，所以上方要書寫成「士｣而不是「十｣ 。    

     2.形聲字：形聲字由字音和字形組成，所以記憶的方法必須結合象形字。例如：「襯｣ 

是形聲字，而同學容易把部首寫成「示｣部。所以在講解「襯｣字時，必須先由衣的象 

形字來解說。因為「衣｣在造字時是由衣領及兩個袖子和兩個衣襟演變而來的，右邊 

的撇是表示右邊的袖子，捺則是衣襟。而「神｣字則要由是「示｣字來說明。也可以使 

用聯想法──只要神明一點就靈，所以「示｣部只有一點。 

     3.會意字：「醫｣字從酉，古義表示以酒治病。而想像醫院一定會用酒精消毒，藉此加 

強記憶。     
    
表 3：錯字猜謎及解說(擷取部分內容) 
 

字 六書 記憶法 字的解析 

襯 形聲 造字原理 衣:像衣領、左右袖子和衣襟向左掩覆的樣子。示:將該字的「二」看

作「上下」之上，釋作「天」。接著，將其下方的「 」看作垂示

的星象，認為是「日、月、星」。 
禮 形聲兼會意 

琴 象形 字謎 王家兩兄弟今天相會 

零 形聲 雨後的一道命令，全部都沒有了 

鋼 形聲 讀音 岡的篆文是，，岡字在冂的底部是山。所以讀音為ㄍㄤ的字，冂的

底部都是山，例如山崗。 

網 形聲兼會意 罔的甲骨文是，   ，是早期捕魚和鳥獸的工具，所以讀音為 

ㄨㄤˇ的冂的底部是亡。 

達 形聲兼會意 口訣 土羊忽走忽停。(辵:忽走忽停) 

辛 象形 圖示想像 最長的那一橫想像成稻草人的手，短的那一橫是身上的腰帶。 

畢 形聲 造字原理 甲骨文字形從田，     (ㄅㄧˋ) 聲，    像長柄的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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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 形聲兼會意 字謎 小耳朵專心聽聖誕老人進煙囪的故事 

腦 形聲 口訣 答案是錯時，大腦會告訴你:X 

窗 象形 字謎 白色洞穴去一改刀疤  

獎 形聲兼會意 字謎 將軍養了一頭狗 

麵 形聲 造字原理 麥是「來」和「夊」構成，麵是由麥製成，(來的底下不可突出) 

醫 會意 造字原理 醫從酉，古義表示以酒治病。醫院一定會用酒精消毒。 

壺 象形 造字原理 士和冖是指蓋子，    是指容器，最後一橫是底座。蓋子可以獨立

拿起來，所以要和壺身分開。 

腳 形聲兼會意 口訣 右邊是卩部不是邑部。腳左「肉」右「卻」，卩是人跪坐之形。古人

跪坐，腳退卻在後。 

染 會意 了解起源 浸泡艸木於水中，取其汁液顏色；搓揉九次以上才會上色。 

獸 會意 字謎 兩口田一口犬 

暖 形聲 口訣 太陽出來就溫暖了 

 
圖 2：受試班級進行猜字謎活動及易錯字解說活動 

        
     (三)在猜字謎及造字原理解說時，將解說內容製作成海報張貼在班級中，讓學生可以利 

        用課餘時間觀看學習，再進行學習單的練習以加深印象。 

圖 3：海報張貼於受試班級中、學生書寫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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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行後測及統計 

       我們在 9 月 23 日(星期五)後測，並進行統計與分析。 
 
   六、研究結果 

 我們將沒有得分的部分分為：不會寫的字、錯字、別字，並進行前測及後測的錯誤分 

析。 
 

 表 4：六年忠班國字測驗結果分析 
      測驗別 

錯誤類型 前測（%） 後測（%） 改變之百分比 

不會寫（空白） 16.7 3.9 減少 12.8 

錯字 15.7 8.7 減少 7 

別字 5.7 4.4 減少 1.3 

正確 61.9 83 增加 21.1 

 圖 4: 六年忠班國字測驗結果圓餅圖 

 

 

 

 

 

 

 

   由表 4 中可了解，不會寫(空白)的字減少了 12.8%，錯字減少了 7%，別字減少了 

     1.3%，正確率增 21.1%。 

 表 5：六年孝班國字測驗結果分析 
     測驗別 

錯誤類型 前測（%） 後測（%） 改變之百分比 

不會寫（空白） 16.5 4.1 減少 12.4 

錯字 15.3 12.8 減少 2.5 

別字 6.7 3.5 減少 3.2 

正確 60.7 79.6 增加 18.9 

 圖 5: 六年孝班國字測驗結果圓餅圖 

 

 

 

 

 

 

 

    

由表 5 中可了解，不會寫(空白)的字減少了 12.4%，錯字減少了 2.5%，別字減少 3.2%， 

正確率增加了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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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六年仁班國字測驗結果分析 
     測驗別 

錯誤類型 前測（%） 後測（%） 改變之百分比 

不會寫（空白） 17.2 5.2 減少 12 

錯字 17.1 7.3 減少 9.8 

別字 5.0 3.8 減少 1.2 

正確 61.5 83.7 增加 22.2 
      
圖 6: 六年仁班國字測驗結果圓餅圖 

 
 

 

 

 

 

 

 

   由表 6 中可了解，不會寫(空白)的字減少了 12%，錯字減少了 9.8%，別字減少了 1.2%  

    ，正確率增加了 22.2%。 
 
表 7：全部受試學生測驗結果分析 

     測驗別 

錯誤類型 前測（%） 後測（%） 改變之百分比 

不會寫（空白） 16.8 4.4 減少 12.4 

錯字 16.0 8.7 減少 7.3 

別字 5.8 3.9 減少 1.9 

正確 61.4 82.1 增加 20.7 
   
     根據上表所示，在全校測驗的百分比，以「不會寫」此項度改變的百分比數據最大占 

     了 12.4%，而整體前測的正確率 61.4%上升到 82.1%，共增加了 20.7%；此結果的呈 

     現足以說明本研究設計的教學方法，對國小六年級學生錯別字的補救教學有正面成效 

     。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果分析 

    (一)講解錯字及字謎 

       1.我們針對前測的題目卷中，進行書寫錯誤的分析，了解同學容易寫錯字的原因， 

         並自創記憶和辨別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2.在字謎遊戲中，讓同學除了享受遊戲過程，也在其中學習如何記住文字的正確寫 

         法，加深對字的印象，讓同學對文字產生興趣。 

       3.講解字謎或錯字之後，立即發下學習單，讓同學練習並修正錯誤，完成學習單訂 

        正者給予獎勵，燃起同學想要答對的鬥志，提升同學認真作答並快速記憶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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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改善情形 

1.歷經兩個月暑假，同學疏於練習，書寫能力下降，錯別字增加，透過有趣的識字活 

動及學習單輔助，讓同學更認識整體字形結構。 

       2.前、後測比較起來，三個班寫正確的字平均百分比進步了 20.5%，代表我們設計的            

活動在幫助同學記住這些字是有成效的。 

       3.進行講解後，同學對字的構造更加了解，寫錯字的人逐漸變少，別字也大有改善， 

         原本前測時不會寫的字，也因為我們進行了這些活動，讓同學能改善錯別字狀況。 

          
   二、建議 
       1.在國小一~六年級階段，學生在「識字」的環節易有錯別字的發生，因此建議未來

研究可以根據不同地域、不同年段、不同版本等方向進行教學研究。 

2.本研究使用的研究內容是針對易錯的 100 字，進行的時間約三週，因此未來的研究

建議可以把範圍加大並把時間也拉長，或許能讓學習者有更深刻的啟發。 

3.本研究以學生自編的教學法為主，輔以學習單、海報情境布置等策略，然而強化識

字的教學方法還有許多種，建議未來研究能嘗試多種不同方式，讓學生有更多的實

際運用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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