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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识字是学生读、写的基础，也是小学低年级教学中最基本、最关键的一环。在识字教学中，既要注重识

字的数量和速度，也要注重识字的质量。重视并发掘汉字中蕴含的人文精神，让学生初步了解汉字的文

化内涵，了解汉字所蕴含的文化理念与文化精神。现有的小学识字教学手段、内容单一，效率低下，这

从侧面说明了汉字文化在识字教学中的重要性。本文着重从汉字文化的角度，对汉字文化渗透的状况及

其价值进行了剖析，以期对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和增强其民族文化认同感起到积极作用。进而以一年级

课程教学为例，结合语文教材从文化视角出发进行分析，阐述实施识字教学的策略，丰富学生的人文素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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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teracy is the foundation of reading and writing for students, and it is also the most basic and c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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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l part of teaching in the lower primary grades. In literacy teaching,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both the quantity and speed of literacy as well as the quality of literacy. Emphasis is placed on and 
the humanistic spirit contained in Chinese characters is explored, so that students can have a pre-
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cultural concepts 
and cultural spirit embedded in them. Existing elementary school literacy teaching means and con-
tents are single and inefficient, which side by side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Chinese character cul-
ture in literacy teachi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ituation of cultural penetration of Chinese char-
acters and its val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with a view to playing a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students’ language ability and enhancing their sense of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Taking the teaching of the first grade curriculum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then analyzes 
the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and elaborates on the strategies for 
implementing literacy teaching to enrich students’ humanistic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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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识字教学是小学低年龄段语文教学中的重点教学内容，将识字教学从传统知识教学转变为素质教学，

把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作为核心的教学培养目标。在新课程标准的指引下，识字教学的目标、方法、内

容、评价上有了更多元的要求。纵观所有的小学语文教材，在识字教学的设计中，都设定了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文化丰富的识字内容，侧重于学习识字方法，提升识字能力，努力将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结合。

在课堂教学时，将单调乏味的汉字与图画、诗词、故事相结合，使学生认识汉字的同时体会汉字文化的

博大精深，传承与发扬中华文化。在低年级段的统编教材中，识字单元是单独设立的。语文教师需通过

适当的方式将汉字文化融入到学生的学习中，既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汉字的读音和字形，同时也可以欣赏

到汉字独特的文化内涵。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尊重其认知规律。在内容上要注

重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并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汉字文化素养的提升，既需要教育理

念的更新，也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教学策略支持。在与学生的交往过程中，开展丰富的识字活动，让学

生真切地感受到汉字文化的美。 

2. 研究现状 

随着国家对识字教学的日益重视，识字教学的研究也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进入发展时代。根据本文

的研究主题，以“汉字文化”、“小学识字教学”以及“汉字文化” + “小学识字教学”为主题词进行

检索，发表时间段设为 2000 年 1 月至 2024 年 1 月，分别得出以下结果：以“汉字文化”为主题词进行

检索，共检索到学术期刊 1218 篇，学位论文 452 篇，“小学识字教学”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共检索到学

术期刊 743 篇，学位论文 438 篇；而以“汉字文化 + 小学识字教学”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就只检索到

16 篇学术期刊，85 篇学位论文。由此可见，不论是汉字文化还是小学识字教学，已有研究较为丰富，但

相较而言，汉字文化融入小学识字教学的研究有所欠缺。 
儿童教育自古代时期就被人们尤为重视，并着重从识字教学出发开展蒙学识字课程。随着教育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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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变革，私学的发展促使《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蒙学教材逐渐建构为完整体系。蒙学教育

是儿童受教育的起始阶段，这一阶段注重儿童对“字”的学习，因此古代蒙学教育对如今的识字教学具

有启发作用。识字教学是小学阶段语文教学的重要构成部分，需要学生认识各种汉字的笔画、笔顺，以

及合体字的结构、偏旁的构成。除此以外，还需学习形近字、形声字的辨别，从而实现汉字的正确运用。

书写汉字同样是教师需要花费时间耐心教授的，大多数学生在书写时容易犯笔顺、占格位置不对等错误。

识字教学能帮助学生养成正确的书写习惯，以达到书写工整、美观。识字教学成为国内众多专家和学者

研究的焦点，笔者对此进行归纳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识字教学方法方面，杨晓梅针对字

音、字形、字义教学提出了具体的教学方法，并强调三者之间紧密联系，需要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不断

探索创新新方法[1]。二是识字教学问题研究，于龙和陶本一在探究识字教学时发现涉及识字顺序、教材

用字、识字顺序上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对应的对策[2]。三是识字教学实施策略方面，吴善虎在集中识字

教学如何实施提出要把握编者意图，突出识字的教学重点，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激发学生对汉语言文

化的热爱[3]。综合而言，国内研究者关于识字教学的研究从以上几个方面展开，围绕教学时出现的问题

选用合适的识字教学方法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生字词。多位学者强调要以学生为主，遵循学生的认知规

律，以此贴合学生实际学习。 
在探究识字教学与汉字文化的关系上，郑悦、苏虹强调识字写字教学应重汉字文化传承，学校应增

设汉字文化校本课程，为传承汉字文化提供新的平台和途径[4]。李向群提到汉字的演变、构型等体现了

汉字文化的魅力，将汉字文化融入到识字教学中具有可行性，并列举了分类讲解、创设情境、主题教学

等实施策略[5]。小学识字教学中渗透汉字文化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在识字过程中教师

通过多种识字方法向学生展现汉字文化的魅力，将传统教学手段与各种优势资源结合，提升学生识字的

兴趣。在学生通过学习汉字，有助于其了解并传承汉字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信。 
从相关研究来看，汉字文化与识字教育的关系相关研究已经比较成熟，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

上，都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借鉴，其中大部分的研究主要围绕着识字教育本身和汉

字文化融合策略两个层面展开。近年来，汉字文化与识字教学的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相

关的期刊和论文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与两者相关的单独研究相比，却显得相对匮乏。这说明汉字文化

和识字教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汉字文化和读写能力的整合还有待深入。 

3. 汉字文化渗透识字教学现状 

3.1. 新课标体现 

语文这一课程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的特点，识字教学作为重要内容承担着传承传统文化的重任。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版)》提到课程内容主要以学习任务群组织与呈现，感受汉字文化内涵的

建议主要体现在基础性学习任务群里，目的是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分析、整理，发现汉字的构字组词特

点，掌握语言文字运用规范，感受汉字的文化内涵[6]。新课标在实施建议上指出要运用多种识字教学方

法和教学手段，创设教学情境，提高识字教学效率。注重汉字思维与学生思维的联系，使学生既能够正

确地书写、运用汉字，又能够感悟汉字的智慧，汲取其中所蕴涵的中华文化的精华。 

3.2. 统编教材识字教学内容编排 

小学语文教材中融入汉字文化来辅助识字教学，采用集中识字、随文识字、注音识字、字理识字多

种方法相结合的编排设计，利用儿歌、韵律等方式展现了象形、形声、会意等的汉字造字法等内容，让

儿童低年级段初步了解汉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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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上册语文教材(见表 1)中包含两个识字单元，教材的第一单元并没有以汉语拼音为开端，而是

选用了识字单元，这也间接表明识字是目的，而拼音是辅助识字的手段。第一个识字单元包含了五篇识

字课，渗透了多种识字方法。五篇识字课内容多样，涉及了自然与人的关系、人体部位认知、传统文化

的韵律美等。这一单元的汉字简单且贴近生活，使学生初步感受到语文学习的乐趣。《日月水火》通过

图文对照，引导学生观察，初步感受象形字的构字特点。第二个识字单元同样包含了五篇识字课文，其

中《日月明》体现了会意字的构字特点，使学生感受到古人造字的智慧。一年级下册识字单元中的《姓

氏歌》让学生感受到中国姓氏文化的魅力，课文《人之初》是蒙学教材《三字经》的选段，从课文中接

受传统经典的熏陶。上册的语文园地五、七及下册识字单元，通过多种识字方法让学生了解形声字的构

字规律。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n the organization of literacy teaching in the unified textbook for the first grade of elementary 
school 
表 1. 小学一年级统编教材识字教学编排统计表 

教材 识字单元 篇目识字主题 识字方法 造字法 

一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 

《天地人》《口耳目》 看图识字  

《金木水火土》 韵语识字  

《日月水火》 象形字识字 象形字 

《对韵歌》 对对子识字  

第五单元 

《画》 偏旁归类识字、反义词识字  

《大小多少》《小书包》 归类识字、图文对照识字  

《日月明》 会意字识字 会意字 

《升国旗》 归类识字、偏旁识字  

 语文园地五、语文园地七：我的发现 偏旁归类识字 形声字 

一年级下册 

第一单元 

《春夏秋冬》 看图识字、熟字比较  

《姓氏歌》 韵语识字  

《小青蛙》 字族文识字 形声字 

《猜字谜》 字谜识字 形声字 

第五单元 

《动物儿歌》 归类识字 形声字 

《古对今》 对对子识字  

《操场上》 偏旁归类识字 形声字 

《人之初》 字理识字  

 语文园地五、语文园地八：我的发现 偏旁归类识字 形声字 

 
二年级语文教材(见表 2)主要的识字单元中主要以形声字的学习为主，下册的第三单元是围绕“传统

文化”编排的识字单元，从而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这一套教材出现的生字大多为形声字，关于

形声字的学习在各册教材中层层递进。一年级教材中初步感知形声字的构字特点，二年级教材中让学生

通过形旁猜测字义，发现偏旁与字义之间的联系。综上来看，各册教材中的识字单元都注重汉字文化的

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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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n the organization of literacy teaching in the unified textbook for the second grade of elementary 
school 
表 2. 小学二年级统编教材识字教学编排统计表 

教材 识字单元 篇目识字主题 识字方法 造字法 

二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 

《场景歌》 数量词归类识字  

《树之歌》 归类识字 形声字 

《拍手歌》 图文结合、归类识字  

《田家四季歌》 图文结合、联系生活识字  

 
语文园地五：识字加油站 偏旁归类识字 形声字 

语文园地六：我的发现 偏旁归类识字 形声字 

二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 

神州谣 偏旁归类识字、字理识字  

传统节日 字理识字  

《“贝”的故事》 随文归类识字 形声字 

中国美食 看图、联系生活识字  

语文园地三：字词句运用、我的发现 偏旁归类识字 形声字 

 
语文园地五：识字加油站 偏旁归类识字 形声字 

语文园地八：识字加油站、我的发现 偏旁归类识字 形声字 

3.3. 教学案例 

《日月明》是统编教材小学语文一年级上册第五单元识字单元的识字课文，从会意字的结构特征和

意义融合特性设计教学，激发学生识字兴趣。以下是笔者在实习过程中对一年级教师进行《日月明》教

学过程的片段分析： 
借图识字，了解会意字特点：导入环节展示图片，授课教师强调图片中藏有根据自然万物创造的汉

字，学生猜测并朗读图片含有的象形字。展示日和月的图片，教师创设“汉字交朋友”情境，用动画的

形式展现“明”引导学生理解字义，从而理解“汉字好朋友手牵手”组成为会意字。根据低年级学生的

思维特点，设计识字教学时需具有直观形象性。汉字具有典型的图文特点，在识字教学中配上图片、动

画，可以使学生直观地观察汉字的演变和结构特征。在学习本课文之前已学过不少的识字方法，通过看

图猜字游戏复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通过“交朋友”情境让学生对会意字有了初步的感知，为把握会意

字的构字规律做好铺垫。 
多元识字，发现构字规律：识字教学属于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任务群，需要学生通过观察发现汉字

的构字特点，感受汉字的文化内涵。学习“尖”“尘”两个字，利用拼字游戏给予学生时间去思考，发

现会意字的造字特点和构字规律。教师追根溯源，展示字源图“双”字，讲解“双”字本是用手抓住两

只鸟，意为“一对”。通过字源识字、学生猜测分析、教师总结，进阶式帮助学生感知每个字都有历史

和故事。借助微课数字资源讲解“从”字和“众”字之间的联系，使学生迁移运用“林”和“森”。联

系生活猜测生字意思，多元识字方法由两个字的组合至三字组合，层层递进，符合学生识字的学习规律。 
认真观察，书写会意字：识字与写字是相辅相成的，识字有助于汉字正确规范的书写，写字可以巩

固识字，体现语文核心素养。“从”和“林”等类似的会意字在田字格中左右结构占格位置、笔画书写

是不一样的，例如“林”字，左边的“木”左偏旁，捺需要改写为点。教师在指导书写时，先请学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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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每个字的间架结构、占格位置，指出形近字不同的地方，之后教师范写后请学生描红书写生字。 
课外延伸：教师对本课进行简单总结，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多次朗读以感受汉字构字的有趣。课后请

学生邀请父母一起阅读《汉字的故事》、《仓颉造字》等绘本，在阅读课时邀请同学分享并一同阅读绘

本，潜移默化地爱上汉字，发扬传统文化。新课标中提到第一学段的内容学习过程中可以诵读、记录课

内外学到的成语、故事等，让学生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学生认识会意字，运用学

过的识字方法，鼓励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汉字文化。 

4. 教学策略 

4.1. 培养教师汉字文化教学观念 

教师是教学过程中的组织和实施者，对识字教学达到的质量高低起着决定性作用。只有教师树立汉

字文化教学观念，才能主动地在识字教学中融入汉字文化。因此，要想实现此目标，学校需积极开展汉

字文化培训课程，帮助教师培养汉字文化教学观，使教师对汉字的声韵、意蕴、字形理解透彻，才能更

好地将汉字文化融入到教学中。此外，教师要丰富自身的汉字文化知识储备，日常工作中端正自己的态

度，认真书写出汉字的美，为学生树立榜样。 

4.2. 联系汉字起源趣味讲解，鼓励学生大胆想象 

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处于小学低年级段的学生，注意力保持时间较短，具体形象思维仍占据主导地

位。教师只单纯地呈现汉字，学生并不能深入理解其含义。这就需要教师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以有趣

的讲解方式联系汉字起源，提高学生识字的兴趣。在内容方面侧重于汉字文化的融入，鼓励学生大胆想象，

从而促进识字效率的提升。例如，在教学环节可设计谜语识字、口诀识字等，锻炼学生的思考能力。教师

也可以设计有趣的汉字延伸小挑战，例如请学生写出所学习的带有“艹”字头的字作为课后拓展实践。 

4.3. 结合多元渠道，感受汉字的文化蕴涵 

在识字教学中，通过多种学习方法，让学生感受汉字的深厚文化意蕴。数字时代与教育的结合，为

学生学习汉字文化提供了便利，例如《中华诗词大会》等节目的科普。这些优秀媒体素材与学生实际生

活相联系，增强学生对汉字文化的了解，使他们从生活中认识汉字。其次，举办校园汉字文化主题活动，

例如猜字谜、姓氏的由来等游戏，促使学生在校园文化中潜移默化地学习汉字。此外，利用汉字文化课

外阅读等渠道，抽时间请学生分享自己阅读的汉字文化故事，积攒阅读记录卡获取奖励。 
总而言之，汉字的背后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识字教学不能脱离汉字的文化内涵，从文化的视角

深挖，丰富识字教学内容。教师作为教学的主导者，应自觉承担起时代赋予的责任，借助线上汉字文化

教学内容，与现有教材相结合，使学生从小萌发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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