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格式要求： 

1. 标题的中英文字体为 12；作者及单位为 12 斜体. 

2. 正文字体： 中文为宋体 Sim Sun (body)，字号 10； 英文为 Times New Roman，字

号 11. 

3. 内容摘要段落起头不空格。 

4. 注释：统一使用脚注，字体为 10，行距为 1.0  

5. 作者简介包括姓名、职务/职称、工作单位列于文后。 

 

样稿： 

 

On the Pagoda Exercise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Time New Roman 12) 

小议“宝塔体”练习在汉语教学中的运用( Sim Sun 12) 

(空两行) 

 

Ji Li 李寄 (Font 12 斜体) 

(空一行) 

University of Dayton (Font 12 斜体) 

 

 

(空三行) 

Abstract: The Pagoda Poetry, a traditional Chinese genre of literature, reflects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he Pagoda Exercise, modeled on the Pagoda Poetry, is 

shaped like a pagoda, with characters increasing in number at each level. It serves not only a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teach characters and words, it also helps to teach grammar, and the text proper. Besides 

learning Chinese, learners can have much fun and learn more about the uniqueness of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ime New Rome 11)  

(空一行) 
[内容提要]： “宝塔体”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种游戏性文体，由于体现了中国文字、文学、文化的独特性而受

到人们的喜爱。“宝塔体”练习以“宝塔诗”为原型，不仅是汉字、词语，而且可以是语法、语用的有效教学工

具。对于汉语教师来说，“宝塔体”练习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对于学生来说，它又具有较强的游

戏性——在学习汉语的同时，学生可以获得游戏的快乐，体验中国文字、文学、文化的独特魅力。                                                       

( Sim Sun 10)                                                        

 (小标题之间空二行) 

一级小标题（居中） 

“宝塔体”练习的构想和命名受到了中国传统“宝塔诗”的启发。由于汉字一字一格的结构

特点和一字一音的语音特点，自古中国就有“宝塔诗”的传统。宝塔诗,顾名思义,是宝塔形状的诗,

底大顶细,由唐代的“一七体”发展而来。“一七体”，即诗的第一句为诗题一字，以下逐句递增字数，

由一字句过渡至七字句。 

(小标题之间空二行) 

一级小标题（居中） 

与“宝塔体”一样，“宝塔体”练习充分利用了汉字一字一格，一字一音的结构和语音特点，

形成了很有特色的练习形式。以《中文听说读写》（Level 1，Part 1)，第六课（Cheng and Tsui 

Compary,Third Edition) 的对话一为例。本人编排了以下几组“宝塔体”练习。“宝塔体”练习在汉语

教学中有着多重的功用。 



 

1. 首先它可以当作字、词练习。汉字音形分离，对习惯了音形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国际学生来

说，字词的记忆和运用是个相当大的挑战。“宝塔体”练习是一个有效减轻记忆和运用负担

的很好的方式。在“宝塔体”练习中，大多数字词都会重复出现几次，有些关键字出现次数

可能更多。不断的重现无疑有助于强化记忆，多次的练习有助于掌握运用。 

 

2. “宝塔体”练习其次可以视为语音、语调练习和提高话语流利度的流利练习。汉字虽然一字

一顿，但组字成词，组词成句，有些音弱化，另一些音强化，形成了内在的节奏，产生了

一种抑扬顿挫的流利。而把汉语当成第二外语的国际学生在字和词的发音上可能相当精准，

但读或说长句，他们的节奏感往往弱化，流利度明显降低：句子说得一字一顿、磕磕绊绊，

显得洋腔洋调。 

 

3. 再次，“宝塔体”练习有助于汉语学习从字到词到句的过渡。关于汉语语篇的分割，众说纷

纭，有坚守传统以“字”为本的，也有借鉴西语以语篇为本的。我们认为根据汉语的固有特

征，照顾汉语的传统，在从字到篇章的连续体中，以句为本较为合宜。 

 

 

结语 

 

本文对“宝塔体”练习在汉语教学中的运用和思考都是尝试性的和经验性的。进一步的实证

研究和深入的理论思考尚有待来者。本文权作引玉之砖，粗疏之处，尚祈同行指正。                                                                                                                                                                                                         

 

(空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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