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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识字板块的编写特点与使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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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的识字板块在内容上呈现诸多特点，“多识少写、识写分流”，多元识

字，取材贴近儿童生活，分散和内隐的知识和能力训练点，各学段体现出汉字学习的层次性。这样的安排

兼顾了科学性和识字效率的统一，注重识字兴趣和能力的培养以及语文核心素养的落实。因此，在使用统

编教材识字板块时，应通盘把握教材体系，利用汉字本身的特点培养识字兴趣，深入认识并在教学中发展

学生的识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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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iling characteristics and using strategies of the literacy section of the unified edition of primary 

school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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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literacy section of the Unified Edition Chinese textbook for primary schools presents many 
characteristics in content, such as "more knowledge and less writing, knowledge and writing split", multiple literacy, 
learning materials close to children's lives, decentralized and implicit knowledge and ability training points, and 
each stage reflects the level of Chinese character learning. This arrangement gives consideration to the unity of 
scientific and literacy efficiency, and focuses on the cultivation of literacy interest and ability, as well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re Chinese literacy. Therefore, when using the literacy section of the unified textbook, we 
should comprehensively grasp the textbook system, us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haracters to cultivate 
literacy interest, and deeply understand and develop students' literacy ability i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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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秋季学期，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开始在

全国范围内投入使用。做为整套教材的起始部分，

“识字”板块遵循“多识少写、识写分流”的编写

思路，呈现多元识字方法，取材贴近儿童生活，将

知识和能力训练点分散和内隐在习题中，在结构安

排和学段衔接等方面也呈现出了鲜明的特色。把握

这些新特点，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教材的理解，更好

地发挥教材的作用。 
1 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识字板块的内容及特点 
统编教材识字内容包括汉字的演变、汉字的结

构、汉字的音义关系和汉字的规范四个方面。汉字

的演变涉及汉字的字形和字体从古至今的变化过程，

如五年级下册编选的《甲骨文的发现》《汉字字体

的演变》；汉字的结构涉及象形字、形声字和会意

字的构成理据，如课文《日月水火》《小青蛙》；

汉字的音义关系主要是多音字的知识，汉字的规范

包括笔画笔顺、字形辨别和语言政策等。这些汉字

知识以图片、习题、课文、提示语、阅读材料、探

究活动等为载体，在编排上呈现出以下特点。 
1.1 多识少写，识写分流 
“多识少写，识写分流”是统编教材识字板块

的基本编写思路，体现在识写比例的变化和会写字

的年级分配上。统编版小学语文 12 册教材共选入生

字 3000 个，其中需要会写的 2500 个。3000 个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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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低年级占了很大比重，2500 个会写字根据儿童书

写能力的发展，随年级升高平稳推进。低年级完成

一多半的识字任务，而写字任务不到总量的 1/3,相
对来说识的多、写的少。低年级学生还不具备很强

的写字能力，写字比识字要更加困难，需要一个平

稳的过渡，因此教材对识写字量的安排，既照顾到

了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规律，又实现了多识

字、尽快阅读的目的，使各学段语文学习的重点更

加突出，又让学生能够在短时间内积累起一定量的

字，为实现独立阅读提供了保障。 
1.2 融入多元识字方法 
统编教材“把汉语、汉字摆回到第一位”[1]，

在拼音之前安排了 5 个识字课和一个语文园地，让

学生先识字，形成对汉字和语文学科的初步感知。

为了提高识字效率，尽快进入“无拼音的实际阅读

阶段”[1]，新教材融入了多样的识字方法。一是字

理识字，这是教材中出现的第一个识字法，见于一

年级上册的识字 4《日月水火》一课。二是韵语识

字，，一年级上册的《对韵歌》、一年级下册的《姓

氏歌》、《猜字谜》等，分别以对句、歌谣、字谜

等形式呈现生字，让学生在积累了语言的同时达到

了识字的目的。三是字族文识字，一年级下册识字

3《小青蛙》以“青”为基本字，将同声旁的“晴、

睛、情、请、清”编进歌谣里，通过语境突出每个

字的具体意义，进行批量识字。四是根据语境和字

形猜读识字，教材从一年级上册开始就以习题渗透

猜读识字的意识和方法，告诉学生“生字可以猜”

和“生字怎么猜”，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解决阅

读中遇到的生字障碍，提高阅读效率。 
1.3 与儿童的生活实践紧密结合 
陶行知先生曾说，“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

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1]统编教材的

识字板块贴近儿童生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突出了知识的实用性。 
一是引导生活识字。低年级儿童识字欲旺盛，

统编教材在语文园地中呈现若干儿童在日常学习生

活中能够接触到的识字环境，启发儿童留心身边事

物，在生活中主动识字，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儿童形

成主动识字的好习惯。二是生活主题归类识字。语

文园地中的识字加油站板块，将生字组词，按称谓、

职业、天气、兴趣活动、交通工具等 21 个类别集中

呈现，为识字创造了生动活泼的情境，也是一种知

识的积累，给了教师极大的设计拓展空间。三是在

生活情境运用中识字。比如一年级上册语文园地七

中，以“介绍家人”为话题认识“爸爸、妈妈”等

10 个称谓词；一年级下册语文园地四中通过“你来

说，我来指”的游戏学习身体部位词等。营造情景

能够调动学习情绪，语言的运用能够强化对字义的

理解，让汉字变“活”。四是以实践调研为依据。

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儿童阅读字频的研究成果是编选

一年级上册 300 个生字的重要依据。在结合汉字结

构、难易程度的基础上，把读书最需要先认的、在

儿童读物中高频率出现的字做为一年级小学生的入

门字，让所学的字可以尽可能的运用到阅读实践中，

尽可能的实用，为儿童的阅读服务。 
1.4 知识能力点的分散与内隐 
近些年的语文教育改革强调知识的“随文学习”，

实践教学的知识体系被有 
意地弱化。这一现象使“教学梯度被打乱，必

要的语文知识学习和能力训练得不到落实。”[3]统

编教材“双线组织单元结构”的编写方式在很大程

度上纠正了这一偏向，通过习题，将识字能力分为

分析、辨别、经验调动和工具书使用四个方面。知

识和能力点的分散和内隐是统编教材的一大特点，

认识并把握这一特点对于我们在实践教学中通盘考

虑教学内容、规划落实教学目标有很大的帮助。 
2 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识字板块的编写理念探

究 
综合上述分析，统编教材在内容的选择和编排

上体现出了鲜明的编写理念，理解这些理念有助于

我们更好地把握教材，提高汉字教学的效果。 
2.1 识字效率和识字科学性的统一 
识字是阅读的基础。要尽早地实现独立阅读，

儿童就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识较多的字。但是对

数量和速度的追求很容易让我们忽视对其科学性的

考量。低年级识字量的调整是统编教材识字部分的

一个突出变化。一年级上学期入门识字量由人教版

400 字、北师大版的 334 字降为 300 字，一年级下

学期到二年级下学期，识字量有明显提升。对知识

序列的安排也由感知到理解再到运用，最后上升到

对汉字本质和汉字文化的认识，步步推进，逐渐深

入，既保证了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又符合儿童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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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规律，既达到了一定的量，又前后关联层次分明，

在遵循规律的前提下促进有效学习。 
2.2 注重识字兴趣与识字能力的培养 
识字兴趣和识字能力的培养意识贯穿于统编教

材的识字部分，让儿童愿意学并且能学到知识。教

材在内容编排上贴近儿童生活实际，加入游戏活动

元素，插图精美雅致，提示语言符合儿童的说话口

吻，开展汉字实践活动，鼓励儿童探索发现。呈现

多元识字，揭示规律和方法，展开一幅幅引人入胜

的汉字画卷，引导儿童认识到汉字不仅是一个由笔

画和部件组成的符号，还有丰富的文化意蕴，从而

想主动探索汉字背后的奥秘。兴趣先导，方法给予，

探索实践——在过程中锻炼能力，加深认识，从而

进一步提升对汉字的兴趣。 
2.3 重视语文核心素养的落实 
教材通过“猜一猜”、“比一比”、“找一找”

等探索实践引导学生掌握汉字特点和结构规律，设

计游戏、实践活动等运用情境，突出了学生对知识

的自我建构和运用的过程。同时，教材中的图示、

部件拆组、归类识字等，在辅助识字的同时也有利

于培养和发展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书写提示

展示出汉字的间架结构，让儿童知道怎样把字写端

正、写漂亮，通过软笔作品欣赏让儿童体会汉字的

美感与变化。提高鉴赏品味，加深对汉字形体美的

感知，作为自己写字的追求。此外，教材还非常注

重汉字文化的渗透，如编选朗朗上口蒙学经典《对

韵歌》、《姓氏歌》等，让学生感知传统文化，培

养了解传统文化的兴趣。 
2.4 学段衔接的层次性 
统编教材的识字板块从低段至高段逐渐引导学

生对汉字的认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

质，识字能力逐渐增强，对汉字的兴趣逐渐增长，

各个学段的教学重点清楚明确，集中突出。 
从低段至中段，教材从培养学生喜欢识字到有

浓厚的识字兴趣，用不同的方式激发儿童对祖国语

言文字的热爱。如一二年级采用游戏、图片、谜语、

歌谣等形式呈现生字，通过比一比、猜一猜、指一

指等活动激发儿童的识字愿望。三四年级则从汉字

本身的特点出发，注重探究汉字规律、运用规律识

字，让儿童深入地了解汉字音形义的特点，从识字

中获得强烈的成就感，从对活动的喜欢深化至对汉

字本身的热爱。同时在兴趣培养过程中渗透识字方

法，如二年级下册语文园地八“我的发现”，给出

“冰冷冻凉”和“海流洒滴”两组字，认识“冫”

字旁与温度低有关，“氵”字旁与水有关，让学生

在继续积累识字量的同时准确记忆和理解汉字，保

证识字效率。 
从中段至高段，教材引导学生逐渐深入对汉字

的认识。中段教材虽然降低了“识字加油站”在语

文园地中出现的频率，但对汉字规律的阐释仍然贯

穿其中。比如通过“纟、扌、贝”等部件归类、通

过“冈—纲（提纲）”的形式引导学生发现汉字偏

旁的作用和形声字的特点。高段则在此基础上深入

到汉字的来源、字形演变、汉字文化和书法等层面。

如五年级上学期安排了硬笔书法的古诗书写提示，

介绍书法家欧阳询，五年级下册第三单元作为综合

性学习单元，以“遨游汉字王国”为主题，通过汉

字故事、《有趣的形声字》、阅读拓展材料“汉字

字体演变”和“甲骨文的发现”、姓氏调查、书法

作品欣赏等形式，让学生体验到研究汉字的乐趣，

感受汉字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绚烂多姿的文化意

蕴。 
3 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识字板块的使用策略 
统编教材识字板块的编写理念启示我们，在教

学中要先从整体上把握教材内容，以兴趣为先导，

逐步发展学生的识字能力。 
3.1 眼观全局，通盘把握 
统编教材将知识能力线索内隐，提倡在教学中

不刻意追求完整的体系，但这不意味着教师可以忽

视体系，不去梳理和把握。运用好课标、教参、教

材，对知识能力体系了然于胸，可以帮助教师在教

学中有的放矢，目标清晰，教学设计和评价更有针

对性。以形声字的教学为例，低年级以感性认识为

主，通过大量的字例认识“形旁表意、声旁表音”

的意思；中年级要在继续积累形声字的基础上，理

解这一规律的普遍性和声旁表音的特殊性，比如

“识”、“旁”、“性”，字音与声旁读音相近，

而不是完全相同。练习运用规律自主识字，并掌握

辨别形似形声字的方法，提高识字能力。到高年级，

则要在熟练运用规律的基础上，了解规律的来源和

历史演化，进一步认识形声字。清楚了这条主线，

才能在面对当下的教学内容时，突出重点，调整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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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标准，关注学段衔接，让识字教学像河流一样连

贯起来，无缝承接，前后相续。 
3.2 培养“真”兴趣 
有人认为培养识字兴趣是低年级的事情，做做

游戏、看看图片，就是培养兴趣，这种看法不免有

失偏颇。识字兴趣的培养是贯穿识字教学始终的，

培养方式也不仅限于一些表面活动。一二年级是识

字的开始也是重点阶段，兴趣起到很大的作用，但

是纯娱乐、纯玩耍的课堂活动，偏离了识字的本质，

学生玩儿得起劲儿，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宁教授曾指出，识字兴趣应该从

汉字的自身规律出发，关注“形象性”、“可解释

性和可联系性”和“构形的生活文化内涵”[6]，由

浅入深，用汉字本身的魅力吸引儿童识字。统编教

材对识字板块的内容安排是很好的示范，低年级取

材于生活，中年级呈现规律鼓励运用，高年级渗透

汉字文化和演变历史，用变化的兴趣点吸引儿童去

探索学习，一切设计都不离汉字本身。在教学中要

用心体会，关注真学生，设计真活动，激发真兴趣。 
3.3 重视对汉字文化的了解和体悟 
汉字不仅承担着古人交流思想的任务，其形音

义也承载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印刻着源远流长的民

族传统。识字写字是小学阶段尤其是低年级学生的

主要学习任务，了解一定的汉字知识不仅能够帮助

学生认识汉字规律，提高识字能力和书写能力，也

能让学生感受古代人民造字的智慧和汉字强大的生

命力，感受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爱好和平、自强不

息的民族精神。汉字教育是一种文化教育，也是一

种爱国教育。教学中应通过一个个实实在在的汉字，

让学生把握规律，提高识字写字能力，感受汉字悠

久的历史和深邃的文化，产生学习汉字的兴趣和了

解传统文化的愿望。如在讲授“笔”字时，告诉学

生这个字用“竹字头”是因为古代有着用竹子制笔

的传统；而“纸”是“绞丝旁”，因为古代最早造

纸时是以破旧的丝绵为原料，在水中击打漂絮后用

“以苫荐而成”；在讲授汉字的历史演变时，突出

中华民族不断创新、追求卓越的精神；在写字练习

中，讲解我国自古重视书写的优良传统，引导学生

自主追求书写的美观等。 
总之，识字是语文学习的起点，这个基础打得

牢固与否，直接影响了整个语文学习质量的高低。

识字教学要在继承传统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丰

富和完善，认真研究、理解教材，贯彻落实课标和

教材的精神，关注实践教学中的新特点、新问题，

探索新方法、新途径，让识字教学在新时代焕发出

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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