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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张志公先生是我国少有的专门研究蒙童识字与写字教学的语文教育大家。他深入地剖析中国传统语文教

育中识字与写字的教学，从中汲取有益经验，提出了他关于识字与写字教学的主要观点，包括低学段儿

童应重视集中识字、正确处理识字与写字之间的矛盾、注重韵语和对偶的使用及进行正确的写字训练等，

对当下低学段语文教学中仍存在一些识字与写字的教学问题有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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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r. Zhang Zhigong is one of the few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xperts in China who specializes 
in the teaching of children’s literacy and handwriting. He deeply analyzed the teaching of literacy 
and handwriting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drew useful experience from it, and 
put forward his main views on literacy and handwriting teaching, including that low school chil-
dre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concentrated literacy, correctly handl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literacy and handwriting, pay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rhyme and parallelism, and carry out correct 
handwriting training. This provides some inspiration for the teaching problems of literac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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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writing in current low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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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基础教育阶段，语文教育是最基础的，语文是学生学习其他各学科的基石，有着“学科之母”的

地位。在语文教育中，识字和写字又是学生阅读和写作的基础，是培养语文素养的前提和保障。因此，

识字与写字教学成为了小学教学的首要任务，在低学段儿童身上所存在的识字与写字问题也是小学语文

学段最应优先解决的问题。如何做好语文教育的基础工作，改进识字与写字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识字

与写字能力，提高教学效率？张志公先生在其著作中有诸多表述，引发笔者的一些思考，希望可以从张

志公先生的识字与写字观中汲取有益经验，给当下低学段的语文教学有一定的启示。 

2. 张志公先生的识字与写字教学研究 

张志公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文教育学家，也是我国非常著名的语言学家，是语文界“三老”之一。

一直以来，我国的语文工作者都在艰苦地探索一条真正适合我国国情的语文教学路子，张志公先生就是

其中的代表人物。他非常重视对传统语文教育经验的再总结和再借鉴，在《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一书

的导言中就提及那句古话“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古代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学有作的好的部分，

也有作得差的，不可全盘吸纳，更不可全盘否定，要客观冷静地，科学地，认真研究传统，才能真正作到

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1 识字教育是传统语文教育的一个重点，前人积累的经验也比较多，要善于从中汲

取有益的识字写字教学经验。张志公先生在进行传统语文识字教学的研究中注重对教材的研究，他认为

求之于教材往往比求之于史传记载的章程更可靠一点，所以他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去收集整理教材，列有

从《蒙学书目稿》到清末为止的书目 21 类，近 480 种，涉及范围广、跨度大。张志公先生将研究成果整

理成书，有《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等著作，详细概述了前人优秀的识字写字经

验，这些经验是弥足珍贵的，对当下语文教育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仍有启示意义。 

3. 张志公先生的识字与写字教学观 

(一) 集中识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不识字就不能理解书面语言，更无法传承中华民族

优秀文化。然而汉字是世界上仅少的表意文字，一个字有一个字的意思，繁多且复杂，儿童刚开始学认，

学一个、认一个速度很慢，而此时低学段儿童口头语言已经很丰富了，求知愿望也很强烈，所以识字的

数量和速度必须要加快。识字数量不够，儿童无法顺利阅读和写作，不阅读，不写作，识得的字不与语

言实践相联系，识字效果也会大受影响，学生难以巩固，为解决这一矛盾，前人就采取了“集中识字”这

一办法[1]。且汉字的形态变化很少，形声字所占比例较高，可达 90%，用比较、类推的教学方法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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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古代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学有作的好的部分，

也有作得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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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儿童可以成批认字，从而使集中识字成为可能，采用集中识字的方法使学生尽早摆脱“字”的束缚。 
(二) 集中识字的数量 
张志公先生在《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一书中提及清末文字学家兼教育家王筠的《文字蒙求》一书，

此书中用比较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字，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基本的造字法分析统计，共得 2044
个字[2]，王筠认为学生只要掌握这么多的字，便可以开始读书了，阅读基本无障碍，一个有趣的现象，

当代有学者用一种较为科学的统计法，制定出一张字表，发现王筠先生所统计的字表前两千字可覆盖现

代读物的百分之七十左右。所以得出一个较为科学的数字，低学段学生集中识字的数量应在两千字左右。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语文教学大纲，我们不难发现自 1954 年《改进小学语文教学的初步意见》就

指出在一定时期集中教会儿童掌握必要数量(大约一千五百个到一千八百个)常用汉字，对第一学段识字

量与写字量要求最高的是 1978 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要求一年级识字

700 左右，二年级识字 1000 个左右。最低的是 1992 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
要求学生会认、会写 1150 个左右(一年级 400 个，二年级 750 个)。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11 年版和

2022 年版也均要求第一学段的识字量在 1600 个左右，会写 800 个左右，可见集中识字数量的科学性。 
(三) 集中识字的主要教材 
古代蒙学中集中识字教材大体分为两路，一路是“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本

书形成了一整套识字教材[3]，使用范围之广、时间之久，流传至今。三、百、千的配合不是偶然，有其

组合使用的优点，首先除去复字不算，单字恰好是两千左右，符合初步识字阶段的数量要求，“三、百、

千”的编排顺序和文字组合，促使一部分字反复出现，也有利于复习巩固；其次三本书各有各的编写特

点，且每本书的字数不多，学生学完一本又换一本，有新奇可喜之感；最后三种书组合使用，既适应于

低学段儿童的日常识字写字学习，也多少能使儿童增长些见闻，恰当地教儿童一些义理。另一路是以《开

蒙要训》《新编对相四言》为主要的杂字。杂字特别通俗，一般流行在中下层社会，且非常注重日常应

用，今日用杂字书教儿童识字不见得合适，但是利用整齐韵语的方法或可在成人扫盲或成人业余补习教

育中取得效果。 
(四) 认与写、认与讲 
对古代蒙学教育中识字写字教学过程的深入研究发现，蒙学时期的“字”，有四方面要求：认、讲、

用和写，要求也很高，要求低学段儿童学“字”的过程中就要做到“四会”——会认(读)、会写、会讲、

会用。但是认一个、写一个、讲一个再用一个的识字速度太慢，低学段儿童若是要快一些识得足够数量

的字，方便下阶段的学习，就得先以“认”字为主，在其他三方面的要求就得放慢一点，不能齐头并进。

张志公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分进合击”的小学语文教学实验方案[4]。他认为小学语文课分三条

线先后开始：第一条线从入学开始就利用汉语拼音进行语言、阅读和写作训练；第二条线，从第二学期

开始识字教学，第三条线，完全按照写字训练规律进行写字教学，分头并进，到了四年级三条线汇合。

此方案先后在北京、上海两处进行测试，同时也初步证实他的方案设想：小学四年就可以基本完成基础

教育前端的任务。 
(五) 注重韵语和对偶的使用 
上文提及汉字是表意文字，且是单音节字，需要学习的文字数量多，同一音节下又有很多不同意义

的字，是非常难学的文字，如果在一开始识字的时候就让儿童一个一个单独学不表音的单字，这对儿童

来说是十分困难的，难以区分，不好识记且枯燥无味，但也正由于汉字是单音节的，字与字之间就非常

容易构成整齐的词组或短句，并且容易合辙押韵。整齐、押韵，念起来顺口，听起来也悦耳，既合乎儿童

兴趣，又容易记忆。前人充分利用汉字的有利条件，采用整齐韵语的办法编写出很多韵语教材，如《弟

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太公家教》等，对偶，跟押韵一样，也是汉语汉字的特点，声音上和谐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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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内容上，或连类而及，或同类相比，或义反相衬，容易联想，儿童容易记忆。注重使用韵语和对偶，

儿童不仅感到容易记诵，并且从小就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语言美、声音美的感染熏陶，为他们一生的精神

成长打下坚实的底子。 
(六) 写字训练 
汉字是一种独特的文字体系，和欧美的字母文字完全不同，和近邻日本的文字也不同。汉字是优美

的文字，具有音美、形美和义美三个特点。但是刚开始写汉字，实在不容易，因为汉字笔画多，结构也复

杂。教写字有一套步骤，从字的大小说，先写大约一寸见方的中楷或大楷，宜到相当熟练，再写“小楷”。

再从练习写字的步骤来看，先“描红”；次“影写”就像现在练字用的字帖，用一张薄字去印着写；再次

在“米字格”或者“圆格”上写，仿照着“影写”的字样；再次只留方格；最后连方格也去掉，在白纸上

写。方法就是由有依傍到无依傍。从写字难度看，大致按照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独体到合体的顺序

练写，低学段儿童刚开始写的大多是字形简单、构词能力强的独体字，也可适当选择常用的合体字。此

外关于写字，“字”也有其基本要求，字要写得正确，清楚，工整，并且有一定的速度。工整就是要写得

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字型大小一致，横的间隔、竖的行距都要匀称。写字时身体要直，面正对着纸，纸

也要正。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指出写字“能按基本的笔顺规则用硬笔写字，注意间架结构”2 也

与张志公先生的写字练习要求相契合。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中关于拼音化识字，“学会汉语拼音”，“能

借助汉语拼音认读汉字”3 既是考虑考虑汉字特点，也是为识字提供辅助工具，帮助学生扩大阅读量，减

轻学生受识字量少的影响，也与张志公先生的想法不谋而合。 

4. 对低学段教学的有益启示 

当下，低学段儿童识字与写字过程中仍存在这许多典型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一线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要从张志公先生总结出的优秀经验中得到启示，并加以辨别、利用和发展。 
(一) 集中识字阶段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式更有效 
当下统编版教材实行“认写分流，多认少写”的编写原则，教师应把握这个原则，在集中识字阶段

提高学生的识字效率，部编版教材有意安排“多元认字”，使学生可以不完全依赖拼音认字。如象形字

适合以形现义，以物告知，“图”说汉字，部编版语文教材一年级上第 4 课《日月水火》就配以形象的

图画，便于学生理解字义，识记字形。会意字教学就要按照理据性和趣味性相结合的原则进行教学，教

师首先掌握汉字规律及其内涵，向学生讲清楚汉字的来龙去脉以及含义，又得符合张先生“须先易讲者，

而后及难讲者”的教学要求，循序渐进，寓教于乐。如部编版语文教材一年级上第 9 课《日月明》：“日

月明，田力男。小大尖，小土尘……”可以利用做游戏的方式，拿到“日”和“月”部件的学生就可以拼

成“明”字，让学生自己试一试，动起来，拼一拼，学生学字也乐在其中，也可以明白字的含义，加深对

字的理解。 
再次是统编版教材将识字任务编排成诗歌“小小的船”“大小多少”“小书包”等，这种又押韵又贴

合学生生活实际的诗歌可以提升学生识字兴趣，符合张志公先生总结的识字经验：韵语可有效帮助低学

段儿童识字。教师除了充分使用课本编排优势外，还应积极挖掘教材的语文园地内容，比如新栏目《快

乐读书吧》和《和大人一起读》，都可以很好地利用起来，帮助学生更好识字。教师还可以主动搜集对

偶、韵语等编写出的经典儿童读物，推荐给学生家长，实现家校配合，共同帮助学生[5]。当然，教师还

可以发挥自己的教学智慧，根据课程内容制作歌诀供学生学习掌握。 

 

 

2《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能按基本的笔顺规则用硬笔写字，注意间架结构……”。 
3《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学会汉语拼音，能借助汉语拼音认读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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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写字训练硬笔起手还是软笔起手 
近年来，大家都为许多青少年写字写的太差而焦虑。写的不整齐，不清楚，不能一眼就认出写的什

么字，这些与写字训练的方法是否有关？与写字的工具是否有关？根据张志公先生总结的写字训练的经

验，可知写字训练是与书写工具相关的，描红、影写、先写大些的字，用毛笔是比较方便的，用铅笔、钢

笔写大字、描红，写仿影显然是有困难的。旧的写字方法被舍弃后，毛笔就与训练儿童学字脱离关系，

训练儿童一开始用铅笔，之后用钢笔写字，一开始就是没有依傍，一开始就是写小字，让小孩子将一大

堆笔画的字放进一个小方格中，无异是一开始就训练儿童马虎，之后也会更写不好字。 
用毛笔训练儿童学方块汉字，容易掌握汉字的笔画和结构的特点，掌握了汉字特点再用钢笔，自然

也可以写的好些。但毛笔有难以克服的缺点——制作麻烦，使用麻烦，为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我们已

经研制出了一种新的、有毛笔的优点而没有制作或使用上的麻烦的，可以专门为训练儿童学写汉字用的

书写工具，各小学应多多留意，加强对儿童写字的重视，此外学校应在低学段阶段安排写字练字课程，

并确保课程可以顺利实施，老师也应提升毛笔书写能力，更好地辅导儿童。 

5. 结语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识字与写字教学是语文教育的根基。识字写字教学不仅是贯穿了整个义务教

育阶段语文及各科目学习全过程的重要教学内容之一，也是之后一切语言文字运用活动的基础。张志公

先生通过系统的钻研，不懈的努力将传统语文教育思想中蕴含的精华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些经验弥足珍

贵，我们要注重吸纳。在今后我们应继续探讨识字与写字的教学问题，我相信在今天有了完备得多的教

学手段、教学设施的情况下，一定能够探求出更为理想的识字写字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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