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汉字故事的手抄报(精选15篇)
个人简历的适度个性化可以使其更具吸引力和独特性。面对
经济困难时，我建议大家要节约开支，合理规划个人和家庭
的财务。

汉字故事的手抄报篇一

从前，有位姓张的私塾先生，聪明绝顶。有一次，有个财主
为儿子请老师，写了张布告：“本宅欲请一位教书先生，但
伙食简单，酬金微薄。”许多先生看了看，摇摇头走了，他
们知道这家财主是本地出了名的吝啬鬼。哪知这位张先生持
了布告，却笑着点点，应聘云了。大伙都说先生“鬼迷心
窍”。张先生只说了句：“等着瞧吧！”便来到财主家。

财主见“上钩”暗自庆幸。在谈到待遇时，他担心先生变卦，
便要求行生立下文约，亲手画押。

先生毫不犹豫地立下字据，写道：

“无米面亦可无鸡鸭亦可无鱼肉亦可无银钱亦可。”

财主看后满心欢喜，认为占了大便宜，于是就和先生各自在
字据上按了指印，笑眯眯地离开了。

十几天过去了，先生的饭桌上，顿顿只有杂粮、小菜。先生
实在难以下咽，便叫来财主。财主意识到先生要说什么，笑
着说：“你看，这协议书上有您的手印！”先生假装吃惊，
严肃地说：“哦，给我看看。”财主递过文约，先生
说：“你听好了——‘无米，面亦可；无鸡，鸭亦可；无鱼，
肉亦可’。”财主听得目瞪口呆，睁大眼睛看清上面的第一
字。的确，一字未改呀！财主扳起面孔，但又无可奈何，只
好自认倒霉。饭桌上加了几道荤菜，仍然暗自庆幸，吃饭虽
讲究些，不用付学费也不错。



不料到了年底，先生找财主算帐，要求付学费。财主哪里肯
给，二人争执不下，便带上字据，一同到县衙评理。县官问
明了情由，让先生拿出字据念了一遍，听完最后一句，县官
惊木拍案，向财主大喝：“你这刁民，字据立得清清楚楚你
怎敢赖先生的学费！”责令财主当面付给先生学费。

汉字故事的手抄报篇二

第一段：引言（大约200字）

汉字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近
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观看汉字故事，以一种趣味的方式
了解和学习汉字。最近，我也有幸参与了一次观看汉字故事
的活动，并对此有了一些心得体会。在这次体验中，我不仅
对汉字有了更深的认识，还体会到了学习的重要性以及学习
汉字的乐趣。

第二段：汉字故事的启示（大约200字）

观看汉字故事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汉字的魅力。每一
个汉字都有自己的故事，有着千百年的历史，其中蕴含着丰
富的文化内涵。通过这些故事，我不仅了解到了汉字字形的
演变，还知道了汉字的起源和演化过程。这让我深感汉字是
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贯穿着整个
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通过探究汉字的故事，我明白了文字
是一种传承，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符号，更是连接过去和
现在的纽带。

第三段：学习的重要性（大约300字）

观看汉字故事让我深刻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在故事中，每
个汉字都有它独特的记忆方法和技巧。通过学习汉字故事，
我发现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掌握更多的知识。学习并不仅仅是
为了应对考试，更是为了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提高自己的



综合素质。汉字故事作为一种学习工具，不仅可以帮助我更
好地理解和记忆汉字，还能培养我的阅读能力和逻辑思维能
力。因此，学习汉字故事不仅仅是为了提高中文水平，更是
为了开拓自己的思维视野。

第四段：学习汉字的乐趣（大约300字）

通过观看汉字故事，我也意识到学习汉字的乐趣。每个汉字
背后都有一个精彩纷呈的故事，这让我不再觉得汉字学习枯
燥无味。相反，当我了解到每个汉字背后的故事时，我感到
非常兴奋和愉悦。汉字故事给了我一种探索的感觉，我可以
通过了解故事中的情节和背景，更好地理解和记忆汉字。同
时，这种探索的过程也让我更加热爱学习，愿意投入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语言文字。

第五段：总结（大约200字）

通过观看汉字故事，我不仅对汉字有了更深的认识，还体会
到了学习的重要性以及学习汉字的乐趣。学习汉字不仅仅是
记住几个笔画和读音，更是了解汉字的背后故事，理解汉字
的文化内涵。与此同时，学习的过程也带来了愉悦和满足感。
通过学习汉字故事，我明白了学习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过程，
只有不断地学习，我们才能成长、进步。在今后的学习生活
中，我会保持对知识的好奇心，不断探索汉字的奥秘，并努
力将所学应用到实际生活中，用汉字书写出更加丰富、精彩
的人生。

汉字故事的手抄报篇三

第一段：引言与背景介绍（120字）

观看汉字故事是一种有趣且创新的学习汉字的方式。近期，
我有幸参加了一场关于汉字故事的讲座，从中经历了一次与
汉字的心灵之旅。汉字故事，除了能够了解字形结构和意义



外，更能唤起我们对文化和历史的思考。本文将从汉字故事
的内容、学习效果、及其对文化传承的意义三个方面展开，
探讨这种学习方式带给我个人的体验和感悟。

第二段：汉字故事的内容（200字）

汉字故事以生动有趣的方式讲述了汉字的来龙去脉，深入浅
出地揭示了汉字背后的文化内涵。我记得最初接触的故事是
关于“人”字的，《人缘》、《人愿》等故事让我对汉字产
生了莫名的好奇。不仅仅是字形和意义的学习，故事中还包
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如《人情》故事中体现出中华民族的
亲和力和群体意识，也带给我对社会关系的思考。通过这些
故事，我认识到每个汉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不仅仅是一种工
具，更是我们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第三段：汉字故事的学习效果（250字）

通过观看汉字故事，我发现这种学习方式远比记忆书写更有
效。故事的情节和图像让我更容易记住每个汉字的形与意，
而且不易忘记。对比传统的背诵笔画和提示找意义的方式，
汉字故事更加生动有趣，激发了我学习汉字的积极性。故事
还与实际生活中的场景紧密联系，让我能够更容易理解和运
用。例如，《木舟》故事中，木字的左右结构和舟字的形似
船只，简单的情节让我非常容易理解这两个字的构成和意义。
这种有效的学习方式，提高了我学习汉字的兴趣和效率。

第四段：汉字故事对文化传承的意义（300字）

观看汉字故事不仅仅是一种学习，更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
弘扬。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标志，每个字都承载着深厚的
文化底蕴。通过汉字故事的讲解，我们能够理解字形背后的
文化内涵，激发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这种学习方式不
仅让我们对每个字的认知更全面，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
解古代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同时，通过故事的传播，汉字的



形与意也得以广泛传扬。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我们每个人的责
任，而观看汉字故事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

第五段：结论与个人收获（230字）

通过观看汉字故事，我不仅仅增加了对汉字的认识，更开阔
了对文化的理解。汉字故事不仅仅是一种学习方式，更是一
种文化体验，一种对中华文化传统的认同和寻根之旅。通过
故事，我深刻感受到了汉字所蕴含的深厚智慧和民族精神。
每个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也有自己的生命力。通过观看汉字
故事，我对汉字的印象更为深刻，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更有信
心。这种学习方式不仅让我学会了更多的汉字，更让我重新
认识到汉字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我愿意继续学习并
传承这份珍贵的文化。

汉字故事的手抄报篇四

汉字是我们中国的表意文字，从古到今，已经有许多年的历
史了。

我的事例有两个，一个是写错字，一个是写漏字。一天，我
吃完饭，就开始做作业。做作业的时候。我有很多字不是写
得不工整，就是写漏；不是写的不好，就是写得不工整；我
不是做作业时候去上厕所，就是做作业时看电视，我从不把
汉字放在眼里。

之后我才明白我们必须要把汉字写好，妈妈总是说不写好汉
字就不是中国人，我听到这句话，立刻把汉字写好。

直到上四年级时，我发现我的字没有以前那么漂亮了，我想：
如果我把汉字写好，要花很多力气和时间，不写好字就不这
么辛苦。可是，每当我把汉字写得不工整时，妈妈就批评我，
严厉地说：“你要把汉字写好，不能够半途而废！”我却左
耳进右耳出，把妈妈的话全忘了。直到今日，我才领悟到写



好汉字是多么重要啊！

如果怕一点辛苦而不去把汉字写好，那么汉字这几千年的历
史不就荒废了吗？我们必须要写好汉字，把写汉字放到学习
的第一位，这样就不会写不好汉字了。

汉字故事的手抄报篇五

在遥远的古代，因为耳朵又软又小，在战场上竟然被用来当作
“记录战功”的凭证！士兵杀死的敌人越多，功劳就越大。
可是怎样才能证明你杀死了多少个敌人呢？将军规定，如果
战争中谁杀死了敌人，就割下敌人的左耳，收集起来。战斗
结束后，经过数耳朵就能明白这个士兵到底立了多大的功劳。
这就是“取耳记功”的故事！“取”字就是这样得来的。大
家看，这是甲骨文的“取”字！“取”字最古老的写法就是
一只手抓着一只耳朵的样貌。

汉字故事的手抄报篇六

汉字是中国人独有的文字，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文化
内涵。通过学习汉字的故事，我深刻认识到汉字的独特之处
以及它所承载的丰富意义。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收获了许多
体会和心得。

首先，汉字的字形与其含义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汉字是
形声字，其中的象形字通过图画的方式直观地表现出与其含
义相关的形状。例如，字“山”的上面三笔象征这座山的峰
峦，下面的一笔则表示地面。这种形象的表达方式使得学习
汉字更加有趣和生动，也更容易记忆。

其次，汉字的演变与其历史渊源息息相关。汉字几千年来经



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不同的字形蕴含了不同的历史背景和
文化内涵。例如，字“心”的原始形状是一颗三角形的象形，
在演变过程中逐渐简化为如今的形态。这样的演变过程让我
明白了汉字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的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

再次，学习汉字的故事增强了我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丰富深厚的文化
内涵。通过学习汉字的故事，我了解到汉字与诗词、典籍、
历史等各个方面紧密相连。例如，字“礼”中的“禮”即为
两手相扶的象形，它不仅表示人与人之间的礼仪，也是中国
古代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这样的认识让我
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刻和全面的认识。

最后，学习汉字的故事培养了我的审美意识和智慧思考能力。
汉字的笔画、结构和造型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它们具有一
定的美感。通过学习汉字的故事，我开始关注汉字中的审美
和意蕴。例如，字“書”中的两个“夂”是指一个人在行走
前进，象征学习的进步。这样的字形设计让我在学习中不仅
注重表层的意义，更能深入探究其中的内涵。

总之，学习汉字的故事是一次富有启发性和意义深远的经历。
通过这次学习，我对汉字的独特之处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
更加欣赏汉字所承载的丰富意义。汉字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它代表着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和优秀的传统文化。我将继续
学习和研究汉字，深化对汉字的了解，同时也希望将这份宝
贵的文化遗产传承下去。

汉字故事的手抄报篇七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
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

源之谜。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
“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
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
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
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
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
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
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
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
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
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

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
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
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
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
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
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
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
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



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
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
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
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
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
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
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
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
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
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
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
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
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
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
泛性的特征。

关于汉字的故事

仓颉造字的传说

（一）中国的文字传说最早是仓颉创造的，自从有了文字，
人类才开始真正进入文明时代。仓颉造字开创了我国文字的
先河，是中华文明史的源头。岐山县城南三华里处仓颉庙中
的一通石碑，就记录了仓颉造字的传说。

据典籍中的神话传说，仓颉，号史皇氏，是轩辕黄帝的史官。
史书记载,仓颉面长四个眼睛，天生睿德，常观奎星圆曲之势，
察鸟兽蹄远之迹，依其类像之形首创文字，革除当时结绳记



事之陋，开创文明之基，被尊奉为“文祖仓颉”。

远古时候，人们只会说话，不会写字，要把事情记录下来很
不方便。传说有一次,仓颉的母亲出外采桑，仓额一人在家编
筐。突然，一位同年好友跑来告诉他，山上的一只猛虎将本
村一头黄牛咬死吃掉了。仓颉十分气愤，约了伙伴去除害。
临行前，他在西墙上画了一只老虎，又画了一个圆圈，里面
点了一点，意思是他出外打虎，太阳落山才能回来。仓颉的
母亲归来，见墙上画了一只老虎，旁边还有一口井，误以为
自己的儿子被老虎逼得跳了井，气得晕了过去。傍晚，仓颉
打猎归来，见娘脸色蜡黄，气息奄奄，忙问有何伤心事，娘
说明了原委，由于过度惊吓，不久便去世了。仓颉既后悔又
难过。从此，他便骑着驴骡，离开家门，体察各地风土人情，
记录方言土语，立志要造出字来。

那时没有纸，仓颉便把搜集到的资料记录在树皮和苇叶上。
驴骡驮得过重，行到今岐山县境内仓颉庙村时累死了。仓颉
不能继续前行，便寻了座茅草房住下，从早到晚写写画画，
忙着造字不停。当时，他正琢磨着“出”和“重”两个字，
山上架山本该为“重”，远行千里本该为出门在外的“出”，
但由于青蛙的聒噪扰乱了他的思绪，把这两个字给弄颠倒了。
他一气之下，饱蘸了浓墨，狠劲向旁边的池塘中甩去。墨点
子把青蛙的嘴全都油墨了，青蛙这才不叫了。至今，这里的
青蛙嘴全是黑的，有诗云：“仓颉造字思绪浓，小蛙咯咯叫
不停，神笔轻点墨封嘴，从此闭口永无声”。据说，仓颉在
这儿造的字非常多，民间有诗为证：“仓颉造字一石粟，孔
子读了七斗七，剩下二斗无用处，撒到邻邦赠外夷。” 关于
仓颉及仓颉造字，在许多辞书典章中均有论述。《吕氏春
秋·君守篇》中述“仓颉作书”。《淮南子》记载：“史皇
生而能书”。《说文解字》序：“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
远之迹，知今之可相别异也，构造书契。”黄帝的记事官员
仓颉，看见鸟兽的瓜印蹄远之迹，知道了从事物的本质及外
在表现形态来区别各种不同的事物，这才开始创造了文字。



（二）相传，上古时期有一条河名为繁水河（今南乐县梁村
乡吴村北），依河定居着一个部族，他们靠种植农业和打鱼
捉虾繁衍生息。部族首领仓颉，二目重瞳，且是睁目降世，
众人皆称奇事。

少年时代的仓颉聪明过人，且擅于描摹绘画。有一天，仓颉
与同伴在繁水河旁打闹玩耍，忽然从河水中游出一巨龟，同
伴见状惊慌而去，独仓颉于沙地上画巨龟形状。这巨龟受天
地之灵气，得日月之精华，已成灵物。它睁目细看，见仓颉
生得虎头燕颔，日月角起，伏犀贯顶，大耳垂肩，二目重瞳
犹似电闪，心中大悦，说道：“天生你大贵之相，必委以重
任。今天下有一圣贤之君，以土为德，名为黄帝，你将来可
投奔于他，定成大器。”说罢，那龟飘然而去。

后来繁水河泛滥，部落之民无法栖身，四散逃亡。仓颉投奔
了黄帝。黄帝知其擅长描摹绘画，而且聪明过人，就封他为
史官，负责结绳记事。仓颉就把大事在绳上打一个大结，小
事打个一小结，特别的事情则打一个特别的结，凡事相连就
打一个连环之结，甚是细致。

有一年，蚩尤请出风伯和雨师，纵起狂风暴雨，困住黄帝，
抢走了大批的牛羊和人民。黄帝不服，让仓颉带上结绳前去
评理。那蚩尤为人狡诈，否认抢走了牛羊和人，仓颉拿出结
绳上前理论，蚩尤却说如果能叫出人的名字和牛羊的颜色，
就立即送回。由于结绳记事简单，无法记得那样详细，结果
黄帝与仓颉失败而归。此后，仓颉决心研究出能详细记事的
办法。

有一次，仓颉到阳虚山，只见河水涛涛，滚滚东去，忽见一
只大龟背负一丹书前来，仓颉上前相拜，认出是曾经点化他
投奔黄帝的那只灵龟。仓颉便说，为创制详细记事的办法而
苦恼。灵龟就把背负丹书赐给了仓颉。丹书全用红色写成，
故称丹书，文字深奥，凡人不能认读。得丹书后仓颉废寝忘
食，朝夕研读，常仰观天上奎星圆曲之势，俯视山川脉络之



象，又旁观鸟兽鱼虫之迹，草木器具之形，描摹绘写，造出
各种不同的形势。历经九千九百九十九日，方成文字。成字
那夜，狂风呼啸天下粟雨，神鬼乱号。

后来，黄帝得知文字造成，召见仓颉问道：“听说你借灵龟
神书，方成文字，可否一观神书？”仓颉把丹书呈上。黄帝
观看了半天，也看不懂写些什么，就让仓颉解说其中的原故。
仓颉说：“此乃六体六字之式。一是象形，是用摹拟事物形
状方得一种造字法。如日像一轮红日，月像一弯新月。二是
假借。是用借字表音的办法造字。三是指事，是用符号标出
事物的特征。四是形声，是用意符和音符组成新字的一种方
法。如：“赏”字，“贝”是意符，表示这个字的意义与钱
财有关，“尚”是音符，表示这个字的读音。五是会意，是
合字表义的造字方法。如：明，由“日”“月”两个象形字
组合而成，借日月之强光，来表示“明亮”的意思。六是转
注，是部首相同，音相同或相近，意义相通可以互相训释的
山有之字。如“老”可以训“考”。天下礼仪归于文字，文
字必归于六书类。黄帝听后高兴地说：“你将六书更加详解，
布教天下。民得文字，如眼重明，此乃万世之功也。”

汉字故事的手抄报篇八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历史，对
于每一个学习汉字的人而言，都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在汉字
故事中，龙子仲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在学习和理解
龙子仲的故事过程中，我深感汉字的魅力和博大精深。下面
将通过整理自己对龙子仲故事的思考和体会，来分享我对汉
字的深刻认识。

第二段：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字，更是一种符
号、一种民族的象征。汉字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充满着源
远流长的历史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学习汉字，就是学习中华



文化的基本元素，只有真正理解和领悟汉字的深层含义，才
能真正理解中国人文化的根源和精神。

第三段：龙子仲的故事给我带来的启示

龙子仲是春秋时期的一位日月教大师，他的故事以成为大宰
相为背景，展现了他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对国家、人民的深情
厚意。通过拼音组词，我们可以从龙子仲的名字中读出他的
本质，龙字象征着他的崇高和神圣，子仲则代表他的智慧和
勇气。龙子仲的故事深深触动了我，给我带来了很多启示。
在故事中，他不仅是一个智者，更是一个敢于为人民、为国
家牺牲的英雄。他的故事告诉我，作为一个人，我们应该有
自己的追求，勇敢面对挑战，抛弃浮躁和功利，为社会贡献
自己的力量。

第四段：学习汉字的方法和技巧

学习汉字是一个长期而繁复的过程，需要耐心和恒心。在学
习过程中，一些方法和技巧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记忆
汉字。比如，利用字形字义和故事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
深入地理解字义。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创造联想和情景，
将汉字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这能够提高记忆效果。此外，
多读、多写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不断地练习和运用，才能
真正掌握汉字的使用和应用。

第五段：结尾

通过学习龙子仲的故事，我深刻认识到汉字是一种强大的文
化符号和传承载体。学习汉字不仅仅是学习一种文字的形式，
更是学习一种文化的精神。在学习和理解汉字的过程中，我
逐渐感受到了汉字的力量和魅力。通过学习和运用汉字，我
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更好地传承和弘扬
中华民族的精神。汉字的故事龙子仲使我更加热爱和珍惜汉
字，我更加坚定了学习和传承汉字的信念。让我们共同努力，



学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

汉字故事的手抄报篇九

有一次，北方匈奴要进攻中原，遣人先送来一张“战表”。
皇上拆开一看，原先是“天心取米”四个大字。满朝文武大
臣，没有一个解得此谜。皇上无法可想，只得张榜招贤。这
时，宫中一个名叫何瑭的官说，他有退兵之计，皇上急宣何
瑭上殿。

何瑭指着“战表”上的四个字对皇上说：“天者，吾国也；
心者，中原也：米者，圣上也。天心取米，就是要夺我国江
山，取君王之位。”皇上急道：“那怎样办呢？”何瑭
说：“无妨，我自有退兵办法。”说着，提笔在手，在四个
字上各添了一笔，原信退给了来人。

匈奴的领兵元帅，以为是中原不敢应战，可是拆开一看，顿
时大惊失色，急令退兵。

原先，何瑭在“天心取米”四个字上各加一笔后，变成
了“未必敢来”。

汉字故事的手抄报篇十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汉字教育，通过观看汉字故
事来了解和学习汉字的原来意义和背后的文化内涵。在实际
观看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汉字故事的魅力和价值，对于
汉字教育的重要性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首先，观看汉字故事让我了解了汉字的深厚文化内涵。汉字
作为一种象形文字，每个字都有其独特的形态和意义。通过
观看汉字故事，我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汉字所蕴含的文化
内涵。比如，观看《木》字的故事，我了解到木字的形态与



实木的形状相似，而木字的本义是木材。这背后蕴含着中华
民族对于木材的重视和利用。再比如，观看《山》字的故事，
我了解到山字由三个山字组成，代表着连绵起伏的山脉。这
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山脉的崇敬和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通
过观看汉字故事，我不仅仅认识了字形和意义，更重要的是
深刻领悟到了汉字所代表的丰富文化。

其次，观看汉字故事让我更加热爱和尊重汉字这种独特的传
统文字。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文字，也是我国文化的精髓。通
过观看汉字故事，我对汉字的复杂性和独特性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汉字的字形和造型多样，有的纵横交错，有的曲线优
美。每个字都有其独特的美感和韵味。在观看汉字故事的过
程中，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汉字的美丽和独特，使我对汉字
充满了敬畏之情。我越发珍惜和尊重汉字，更加努力学习和
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基石。

再次，观看汉字故事让我体验到了学习汉字的乐趣和价值。
学习汉字是一个艰辛而庞大的任务，但是通过观看汉字故事，
我发现学习汉字并不是一件乏味和枯燥的事情。相反，汉字
故事使得学习汉字变得生动有趣。每个字都有其独特的故事
和来历，让我欲罢不能地想要了解更多。在观看过程中，我
不仅仅学到了更多的汉字知识，还培养了对于汉字的兴趣和
热爱。通过观看汉字故事，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学习汉字的乐
趣，也认识到了学习汉字的价值和意义。

最后，观看汉字故事让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了汉字教育的重要
性。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无处不在，衍生着
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很多人对于汉
字的认知程度有限，甚至对于汉字敬而远之。观看汉字故事
让我认识到了汉字教育对于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性。通过故
事的方式，将汉字与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联系起来，能够更加
生动有趣地传递汉字的美丽和独特。通过汉字故事的呈现，
能够引起人们对于汉字的关注和兴趣，从而促进汉字教育的
普及和推广。



总之，通过观看汉字故事，我深刻体会到了汉字的深厚文化
内涵，热爱和尊重汉字的独特魅力，体验到了学习汉字的乐
趣和价值，认识到了汉字教育的重要性。汉字故事不仅仅是
一种娱乐活动，更是一种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媒介。相信
通过汉字故事的普及，汉字教育能够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认
可，让更多的人爱上汉字、了解汉字，从而传承和发扬中华
文化的瑰宝。

汉字故事的手抄报篇十一

“沙沙，沙沙。”书房里传来了轻细的翻书声。原先，汉字
王国正在举行汉字大会。

只见“巨”和“大”两兄弟站起来高声说道：“大家这一年
辛苦了，为了增加彼此的感情，今年的汉字大会我们会举行
一个有意思的活动：为我的朋友说一句话。”

听到这个消息，汉字们顿时沸腾起来了……

只见大大方方的“熊”对“能”说：“兄弟，你的四只脚被
谁砍掉了？走，兄弟我给你报仇去。”

“头”对“实”说：“朋友，你这帽子实在是时髦啊！哪买
的？给我也带一顶如何？”

“拨”对“拔”说：“是谁拔了你的头发？这可万万行不通
啊！要明白，在我们汉字中多一笔，少一笔，都有很大的影
响呢！”

“哭”对“器”说：“别以为你比我多了两张嘴就更受人们
的器重，我劝你低调点！”

“乃”对“孕”说：“亲爱的，你的肚子啥时候这么大了？
赶紧到医院检查一下吧！”



“桌”对“卓”说：“兄弟，恭喜你又取得了卓越的成果！
可你也要注意安全啊，你看看，做个实验都把自己炸成残疾
了。”

“王”对“主”说：“无论你在头上插几朵花，你的地位都
没有我高，哈哈！”

“学”对“字”说：“朋友，你可要好好保管你的学士帽子
啊！你瞧瞧，上头的流苏都要掉光了。”

“伞”对“命”说：“谁让你整容的？你不明白吗，美容失
败可能连命都会丢掉呢，自然才最美。”

汉字大会快结束了，“忐”和“忑”两姐妹最终在汉字们的
鼓励下，红着脸齐声说道：“我们两姐妹同心协力，永远在
一齐！”所有汉字都被她们的姐妹情深所感动，一齐鼓起掌
来，汉字大会也就在这永不停息的掌声中正式谢幕。

汉字故事的手抄报篇十二

自古以来，汉字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而《汉字故事》这本书，更是以其生动有趣的方式，为我们
揭开了汉字背后的故事。我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深受启
发，让我对汉字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下面我将以五段
式的文章结构，分享一下我的读书心得体会。

首先，在阅读《汉字故事》之前，我对汉字只是停留在表象
上，知道它们有自己的构造和意义，但并不了解其中的内涵
和故事。然而，在阅读书中的故事之后，我对汉字有了更深
入的认识。例如，《木》字的故事让我了解到中国人民勤劳
朴实的精神，他们把日本桧木种植到中国，以期永续生存；而
《山》字的故事则让我明白了中国人对山的特殊情感，视山
为自然界中最高尚的象征之一。通过这些故事，我不仅对汉
字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对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有了更深的认



识。

其次，在阅读《汉字故事》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汉
字的丰富性和表现力。每个汉字都有着独特的形态和意义，
能够通过图形来表达物事，通过表意字来表达概念。例如，
《人》字的形状就像是一个站着的人，直观地表达了人的形
态；而《爱》字则是由一个心和一个方组成，极具象征性，
表达了爱的深厚和广泛。通过汉字的构造和形态，我们不仅
可以读懂汉字，更可以从中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第三，在阅读《汉字故事》的过程中，我对语言文字的重要
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正如书中所说：“汉字，是一条记
录中华民族历史的线索。”汉字是我们民族的根基和灵魂，
它承载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文化，也记录了中华民族的
辉煌历史。通过阅读《汉字故事》，我明白了汉字是中国人
民与世界交流的桥梁，是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的重要工
具。只有认真学习和传承好汉字这一宝贵财富，我们才能更
好地发展和繁荣。

第四，通过阅读《汉字故事》，我不仅对汉字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灿若星辰，而汉字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了数
千年的历史与文化。通过了解和学习汉字故事，我渐渐地被
中国文化所吸引，对中国历史、哲学、艺术等方面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我愿意走进中国文化的世界，进一步了解和学习
中国文化的精髓。

最后，通过阅读《汉字故事》，我明白了学习汉字不仅仅是
为了应付考试，更是为了传承和发扬中华文明。汉字是我们
的文化瑰宝，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每一个人都应该认真学习
和传承好汉字。只有把汉字学习好，我们才能更好地表达自
己，更好地传递中华文化的精神，也能以更好的姿态走向世
界。



总之，通过阅读《汉字故事》，我对汉字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和理解，汉字不再只是一种符号，更是一种承载着中华文化
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瑰宝。而学习和传承汉字，也成为了我一
直以来的追求和责任。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能够通过学习
和努力，更好地传承和发扬汉字文化，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
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汉字故事的手抄报篇十三

汉字，是我们中国使用的书面字体，早在四千多年前，汉字
就诞生了，它经过漫长的演变，不断的修改，最终演变成了
我们现在的汉字——楷体。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当代汉
字故事，供大家参考。

当代汉字故事1

几百年前刚刚传进中国的英文被今天的人们所熟知，现在的
人们几乎都知道英文字母有26个，却不知几千年来的中国汉
字有多少个基本笔画。中国人不了解中国字。唉!这真是汉字
的悲哀。

为了做一个知晓汉字的中国人，更为了做一个骄傲的中国人。
这不，今天下午，在老妈的陪同下，我来到了清大学习吧学
习写钢笔字，在那里上了一堂精彩的钢笔速成课。课堂很活
跃，我的感悟也颇多。

认识了它们以后，我们就开始真枪实练了。伴随着老师的节
奏，我们的笔尖在纸上时上时下，时快时慢，展示着它轻柔
而又优美的舞姿。不一会儿，纸上就出现了一个个印迹。而
后，我们又在其中挑选出了自己满意的笔画。我们手中的笔
在纸上一次又一次的展示着她那令人陶醉的舞蹈。我相信，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练习定会换来令人满意的结果。

这堂课不仅教会了我怎样练习钢笔字，更教会了我做事情的



态度。练习钢笔字，除了手上的功夫，心里的功夫也很重要。
我们不仅要动手，还要肯吃苦，持之以恒。不仅仅是练钢笔
字，做事情也是这样。要做就一心一意，静下心来做，不能
心猿意马，否则是做不成事的。

一堂精彩的钢笔速成课，教会了我怎样练习钢笔字，更教会
了我做事情的态度。今后，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每一
件事，不再给自己留下遗憾!

当代汉字故事2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孕育了很多优秀的传统文
化，比如棋琴书画，比如诸子百家，比如诗词歌赋，等等。
它们犹如天空中闪烁的星星，每一颗都那么明亮，那么动人，
那么令人沉醉。但我最爱那神奇的汉字，它带领我去遨游那
知识的海洋，引导我去开启那未知的世界，陪伴我去领略风
景的美好，教会我去辨析世界的善恶。

史书记载，我国最早的造字者为仓颉。有一天，他去南方狩
猎，在河边发现一只巨大的乌龟，乌龟壳上有很多青色的花
纹。他看来看去，发现这些花纹竟然代表一定的意义。他想，
乌龟壳的花纹既然有意义，如果大家定下规则，那就可用来
传达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干就干，他根据亲眼所见到的、别
人所描述的，描摹绘画，造出了?a >现在想起来，我对汉字
的兴趣，在呀呀学语的时候就有了。那时候很奇怪，一行一
行的方块字，从爸爸妈妈的嘴里出来竟然能形成一个个美妙
的故事。读了小学后，有一段时间，对那些自己无法自由驾
驭的汉字，竟然想远离它。但有一次，无意中看了中央电视台
《中国汉字书写大会》，亲近的心再次回来了。我叫妈妈买
了一整套《我的趣味汉字世界》，只要有时间，我就沉浸在
奇妙的汉字世界里不能自拔。比如，不管是简体字的“轰”，
还是繁体字的“轟”，都仿佛让我听到很多车辆一起行驶所
发出来的声音;再比如我名字中的“钇”，就是我外公考究我
五行中缺金、缺木，取“钇”字中的“金”和“东方有乙



木”中的“乙”组合而成，补了我缺金、缺木的遗憾。

当代汉字故事3

今天，老师让们搜集有关汉字的字谜。“铃——铃——”上
课铃响了，同学们陆续走回教室。不一会儿，老师满面春风
地来了。“今节课，我们来组织有关汉字的活动，我准备了
字谜，大家来猜猜!”老师和蔼地说。

“同学们，有眼看不见，有心记不住。请问这是什么字?”老
师问道。

同学们沉思了一会儿。

“我知道!”一个同学站了起来，“是死亡的亡!”

“为什么?”同学们疑惑不解。

“有眼看不见，不就是盲字吗?有心记不住，不就是忘字
吗?‘盲’字和‘忘’字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有一个‘亡’
字!”

“太有趣了!”

汉字真是神奇、有趣!说起汉字，我想起了一个故事。从前，
有个人砍柴时用力过猛，不小心甩掉斧子伤了旁人。伤者到
衙门告状。那个人慌了，忙写了一份说明情况。内中写道：
某日砍柴时用力过猛，用(甩)斧子伤人。“官府一看就定那
人的罪名了。

由此看来，每个汉字，多一笔，少一划，含义完全不同。若
是在经济合同里，真是一字千金，写错了，那后果就不堪设
想。

只要我们多了解汉字，用心去体现，就能得到知识与财富!



当代汉字故事4

中国汉字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
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和”字。

“和气生财”，这是做生意的爸爸妈妈的口头禅;“家和万事
兴”，这是每户家庭特别是老人们的心愿;“和好如初”，这
是朋友之间找回友谊的标签。一个“和”字带着千言万语奔
波在我们人类之间。

“啪啪啪……”一阵火花四溅的鞭炮声，让我不由自主地捂
住了自己的耳朵。心想：幸亏没把这些鞭炮中的火药制造成
炸弹，否则战争地区那些可怜、无辜的难民们，都将死于非
命了。和平万岁也。

“和”，是个多么美好的字眼。“和”为力量也。我还记得
去年在优优农场的拔河比赛。一开始，由于我们班几个男生
心不在焉，结果被402班来了个下马威——输了。第二回合，
班主任出马给我们调整心态，我们班发挥了“和”的精神，
只见同学们交替站立，身子稍微往后仰，形成一个坚实
的“一”字。拉拉队的同学们一边挥手，一边大喊“一、二、
三”，拔河的同学们就在“三”这个字的时候一块儿使劲，
大家小脸憋得通红，眼睛瞪得滚圆，头发都往上竖起来，我
们随着拉拉队有节奏的呐喊声，劲儿好像越来越大，红带子
一点一点地向我们这边移来，任凭对方怎么使劲都无济于事
了。在最后关头，我们一声震天动地的齐吼，红绳就一下子
移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赢了!这就是团结的力量，这就是和
睦的力量。

和为贵也，大至天地万物，小至亲友近邻;远涉国际外交，近
到待人接物。“和”，都是不可或缺的诤友，人人都需要它，
它是幸福快乐的使者。可爱的“和”字，我最喜欢你!

当代汉字故事5



“一入汉门深似海”，用这句话来形容汉字的博大精深想必
是再贴切不过了。作为母语，从小我就在懵懵懂懂中学习汉
字。中规中矩地接触汉字从幼稚园开始，至今已有九年之久，
可是让我真正深入体会汉字之魅力的却是上星期四的一节语
文课，一节为了选拔参加宁波电视台“汉字听写大战”拉拉
队成员而进行的成语测试热身赛。

比赛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篇幅精短的一张测试卷却让我在汉
字王国里进行了一场马拉松赛似的长跑。粗粗一阅竞赛卷，
我便目瞪口呆，我早把知识“完璧归赵”，可我还是决
定“破釜沉舟”。汉字的“精”在于同音却不同字，试卷中
的改错字真把我小难了一会，明明是最容易得分的，可一不
仔细我就会掉进汉字的陷阱;汉字的“深”在于同字却不同义，
试卷中“根据意思写出含‘手’的成语”，明明是同一
个“手”字，可是意思却五花八门，着实把我搞晕了，就像
试卷中答的明明是“手到擒来”的事，可是我却手忙脚乱;汉
字的“博大”在于成语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与之匹配，试卷中
依据人名也能写出成语，根据数字的排列也能猜出成语，它
的博大羞得我无地自容，因为我一窍不通。这张60分的测试
卷我只得18分，一下子就把我拉回了幼稚园的水平。自认为
阅书无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然而一场“马拉松”让我明
白原来自己只是井底之蛙，汉字的博大精深我只领略了其一，
而不知其二，怪不得古人云：“学到老，活到老，知无涯，
生有涯。”

选拔结果毫无悬念，我落选了，无缘去宁波电视台参与现场的
“汉字听写大战”。但是，我不会一蹶不振，我只会重振旗
鼓。古有苏秦悬梁刺股，今有熠晨灯下奋读。我一定要在汉
字的王国里畅游一番，真正领略汉字无穷的魅力。

最新当代汉字故事五篇



汉字故事的手抄报篇十四

相传，上古时期有一条河名为繁水河（今南乐县梁村乡吴村
北），依河定居着一个部族，他们靠种植农业和打鱼捉虾繁
衍生息。部族首领仓颉，二目重瞳，且是睁目降世，众人皆
称奇事。

少年时代的仓颉聪明过人，且擅于描摹绘画。有一天，仓颉
与同伴在繁水河旁打闹玩耍，忽然从河水中游出一巨龟，同
伴见状惊慌而去，独仓颉于沙地上画巨龟形状。这巨龟受天
地之灵气，得日月之精华，已成灵物。它睁目细看，见仓颉
生得虎头燕颔，日月角起，伏犀贯顶，大耳垂肩，二目重瞳
犹似电闪，心中大悦，说道：“天生你大贵之相，必委以重
任。今天下有一圣贤之君，以土为德，名为黄帝，你将来可
投奔于他，定成大器。”说罢，那龟飘然而去。

后来繁水河泛滥，部落之民无法栖身，四散逃亡。仓颉投奔
了黄帝。黄帝知其擅长描摹绘画，而且聪明过人，就封他为
史官，负责结绳记事。仓颉就把大事在绳上打一个大结，小
事打个一小结，特别的事情则打一个特别的结，凡事相连就
打一个连环之结，甚是细致。

有一年，蚩尤请出风伯和雨师，纵起狂风暴雨，困住黄帝，
抢走了大批的牛羊和人民。黄帝不服，让仓颉带上结绳前去
评理。那蚩尤为人狡诈，否认抢走了牛羊和人，仓颉拿出结
绳上前理论，蚩尤却说如果能叫出人的名字和牛羊的颜色，
就立即送回。由于结绳记事简单，无法记得那样详细，结果
黄帝与仓颉失败而归。此后，仓颉决心研究出能详细记事的
办法。

有一次，仓颉到阳虚山，只见河水涛涛，滚滚东去，忽见一
只大龟背负一丹书前来，仓颉上前相拜，认出是曾经点化他
投奔黄帝的那只灵龟。仓颉便说，为创制详细记事的办法而
苦恼。灵龟就把背负丹书赐给了仓颉。丹书全用红色写成，



故称丹书，文字深奥，凡人不能认读。得丹书后仓颉废寝忘
食，朝夕研读，常仰观天上奎星圆曲之势，俯视山川脉络之
象，又旁观鸟兽鱼虫之迹，草木器具之形，描摹绘写，造出
各种不同的形势。历经九千九百九十九日，方成文字。成字
那夜，狂风呼啸天下粟雨，神鬼乱号。

后来，黄帝得知文字造成，召见仓颉问道：“听说你借灵龟
神书，方成文字，可否一观神书？”仓颉把丹书呈上。黄帝
观看了半天，也看不懂写些什么，就让仓颉解说其中的原故。
仓颉说：“此乃六体六字之式。一是象形，是用摹拟事物形
状方得一种造字法。如日像一轮红日，月像一弯新月。二是
假借。是用借字表音的办法造字。三是指事，是用符号标出
事物的特征。四是形声，是用意符和音符组成新字的一种方
法。如：“赏”字，“贝”是意符，表示这个字的意义与钱
财有关，“尚”是音符，表示这个字的读音。五是会意，是
合字表义的造字方法。如：明，由“日”“月”两个象形字
组合而成，借日月之强光，来表示“明亮”的意思。六是转
注，是部首相同，音相同或相近，意义相通可以互相训释的
山有之字。如“老”可以训“考”。天下礼仪归于文字，文
字必归于六书类。黄帝听后高兴地说：“你将六书更加详解，
布教天下。民得文字，如眼重明，此乃万世之功也。”

汉字故事的手抄报篇十五

龙子仲，名字古朴典雅，寓意深远。他是古代学者、文化研
究家，也是一位深入研究汉字的独立思考者。龙子仲在学术
研究上具有独特的贡献，尤其是在汉字的起源、演变和意义
研究方面。他写了一本书名为《汉字的故事》，展示了汉字
背后的辉煌文化。

第二段：汉字的起源和发展

龙子仲在《汉字的故事》中深入探讨了汉字的起源和发展。
汉字起源于甲骨文，演变成了隶书、楷书、行书等多种形式。



龙子仲指出，汉字的演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的一个缩影，
它记录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勤奋。汉字的演变也让人们能够
透过历史的窗口，观察到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经济状况和
文化传承。

第三段：汉字的意义与内涵

汉字中蕴含着丰富的意义和内涵，是中国文化的瑰宝。龙子
仲通过研究汉字的结构、形态和组成部分，揭示了汉字背后
的深刻哲学和思想。举例来说，汉字“夫”代表着男性，而
汉字“女”代表着女性，将两个字组合在一起就是“好”，
可以理解为男女之间的和谐；又如，汉字“田”代表着土地，
而汉字“力”代表着力量，将两个字组合在一起就是“野”，
表达了人们与土地和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汉字背后的
意义和内涵，让人感叹万物有情、字如其人。

第四段：从汉字中看中国文化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也是历史文化的记忆。龙子仲分析
了汉字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汉字是中国人
民的情感纽带，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象征，蕴含着民族的
韵味和民族的自豪感。同时，汉字也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载体
和思想表达工具，通过汉字，人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古人的智
慧和情感。龙子仲提倡人们要传承和利用汉字，让汉字成为
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之所在。

第五段：我的体会与感悟

读完龙子仲的《汉字的故事》，我对汉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和体会。汉字不仅仅是一种文字，更是一种传承的力量。汉
字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智慧，通过汉字，我们可以了
解到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和深厚。同时，汉字也是一种艺术，
汉字的结构和形态都充满美感，它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基础。
通过学习和研究汉字，我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根源和传统，



也更加热爱和珍视自己的文化。

在龙子仲的《汉字的故事》中，他以深刻的研究和严谨的思
考，呈现了汉字背后的辉煌文化和智慧。汉字不仅仅是一种
文字，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和思想表达。通过汉字，我
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和深厚，感受到中华民族
的韵味和自豪感。同时，我们也应该传承和利用好汉字，让
它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之所在。通过对龙子仲的研究和
汉字的探讨，我对中国古代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更加
热爱和珍视自己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