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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小学语文教材识字写字内容的修订思路

徐 轶

摘要：根据《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修订的统编小学语文教材，遵

循“守正创新，稳中求进”的基本原则。其中，作为义务教育阶段重要教学内容的识

字写字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进一步加强系统设计，合理安排字量字种字序；

进一步优化汉字知识，发展学生独立识字能力；进一步凸显汉字规律，强化语文核心

素养培育；进一步丰富识字情境，密切联系学生日常生活；进一步强化文化传承，推

进语言文字规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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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写字是贯串整个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教学

内容，对整体提升语文教学质量起着关键作用。特

别是小学低年级，学生学习书面语的起始阶段，识

字写字至关重要。《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语文课程标准”）提出了全新

的核心素养课程目标，此次教材修订，以课程标准

为依据，遵循“守正创新，稳中求进”的基本原

则，在现行统编小学语文教材的基础上，统筹解决

相关问题，使识字写字内容的编排更加完善。

一、进一步加强系统设计，合理安排字量

字种字序

小学语文教材中的识字写字，需要系统解决字

量、字种和字序问题，即安排学习多少字，安排学

习哪些字，以及这些字以什么顺序排列。

首先是字量。语文课程标准规定了义务教育阶

段的识字总量，以及每个学段的识字量。教材据此

对小学阶段每个年级、每个学期的识字量进行分

配，安排识字量的总体思路，是初始阶段增长较

缓，然后快速递增，到中、高年级呈递减趋势，以

满足不同阶段学生的学习需求。此次教材修订，调

整了字量分布，一年级上册减少20个识字，一年

级下册和二年级上册分别增加10个识字，适当降

低起步阶段的学习难度，放缓坡度，使识字的数量

分布更加符合大多数学生的学习水平，更好地做好

幼小衔接和过渡。

其次是字种。教材根据需要精心选择字种。语

文课程标准的附录 5“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常用字

理念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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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列出了3 500个常用汉字；附录4“识字、写

字教学基本字表”收入300字，“这些字构形简单，

重现率高，其中的大多数能成为其他字的结构成

分。先学这些字，有利于打好识字、写字的基础，

有利于发展识字、写字能力，提高学习效率”［1］66，

这两个字表是小学语文教材选择识字写字的重要依

据。特别是一年级教材，优先从基本字表中选择识

字写字。一年级上册安排的280个识字和100个写

字，绝大多数来自基本字表。一年级教材除了尽

量安排基本字表中的字，也兼顾一些没有收入基

本字表的儿童生活常用字。例如，一年级上册的识

字安排了构字能力很强的“足”，为一年级下册学

习“足”构成的合体字“跑、跳”作准备；一年级

上册还安排学习生活常用字“姓、名、作、业”，

以及学科课程常用字“拼、音、词、句、读、写、

数”等，以急用先学为原则，学习的汉字尽可能满

足学生日常生活和学习生活的需要。

最后是字序。教材中汉字的学习顺序，遵循由

易到难、由浅入深的原则安排，特别是起始年级，

充分考虑识字与写字的难度，关注汉字学习由简及

繁的认知规律，力求使汉字的顺序安排更具合理

性。语文教材不是单纯的识字课本，作为综合编排

的教材，识字写字的安排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特

别是有些简单的常用字很难在课文中出现，迟迟不

能作为生字学习，所以写字有时会出现独体字、合

体字难易倒置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此次修

订，低年级每个单元的“语文园地”都安排了“识

字加油站”栏目，中、高年级也适当安排“识字加

油站”，设计丰富多样的识字活动，将某一阶段急

需学习的常用字安排进去。例如，在学写“妈”之

前，先写“女”和“马”，在学写“闷”之前，先

写“门”和“心”。通过人为干预，写字的序列更

加合理，总体按照由独体字到合体字的顺序安排，

充分考虑字形的繁简和书写的难易程度，使书写汉

字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规律体现得更加充分，更

有利于学生打好写字基础。

修订教材整体规划汉字学习内容，借助“识字

加油站”栏目，有计划安排汉字的学习，避免了随

课文识字的随机性，统筹解决汉字字种和字序等基

本问题，使识字写字的安排更加科学合理，更加符

合儿童的学习规律。

二、进一步优化汉字知识，发展学生独立

识字能力

识字教育不能片面追求识字数量，更重要的目

标是培养学生的独立识字能力。为此，需要为学生

打好识字基础，使他们学习必要的汉字知识，掌握

学习汉字的方法。

首先是关于笔画的知识。汉字有整字、部件、

笔画三级结构，为了让初入学的学生了解汉字的基

本组成部分，教材首先安排关于笔画的基础知识，

从笔画入手了解汉字的基本构件，结合要求书写的

汉字呈现新出现的笔画。此次教材修订，将一年级

上册的附表“常用笔画名称表”调整为“笔画名称

表”，以前收入的是本册学习的笔画，修订后的教

材则完整收入32个楷体笔画。例如，一年级上册

要求写的字中没有出现较为复杂的复合笔画“横折

折折钩”（例字“奶”），但是在附表中呈现出来，

作为笔画总表，备随时查检。

其次是关于笔顺的知识。作为写字的重要基础

知识，教材重视写字的过程指导，一年级上册采用

每课逐字笔顺跟随的方式，引导学生结合具体汉字

感知汉字的笔顺，并在“语文园地”的“书写提

示”中提炼抽象出一般性的笔顺规则，从个别现象

到一般规律，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帮助学生

梳理总结、强化巩固，引导学生按照笔顺规范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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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打好写字基础。此次修订，对笔顺学习的内容

作必要的调整，先梳理总结笔画的先后顺序“先横

后竖”“先撇后捺”，再梳理总结与结构相关的空

间方位顺序“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和“先外后

内”“先中间后两边”，每两个规则一组，成组安

排，使笔顺规则的学习更有规律性，更有利于学生

形成结构化知识，牢固掌握最基本的笔顺规则。

最后是关于汉字结构的知识。在学生掌握了关

于笔画的知识之后，开始引导学生了解汉字的常见

结构，学习以部件为单位分析汉字。在学习某些合

体字的同时，要求学生认识一些构字能力较强的常

用偏旁。学生学会称说这些偏旁，就可以从汉字中

整体提取信息，逐步形成自主分析字形的能力。要

求学习的这些偏旁，大多具有较强的表意功能，都

是携带意义信息的构形元素，学生可以借以提取汉

字的语义。这些偏旁同时也是部首，具有类化作

用，统帅着一批字，二年级学习查字典可以直接迁

移运用。此次教材修订，精选要求学习的偏旁，并

调整了个别偏旁的名称，如将“宝盖”调整为“宝

盖头”，“走之”调整为“走之底”，“禾木旁”调

整为“禾字旁”，“穴宝盖”调整为“穴字头”。调

整后的偏旁名称，更加符合命名一致性原则，学生

通过偏旁名称就能够了解到偏旁的位置，更便于识

记并用于分析汉字结构。

教材还注重帮助学生掌握工具书的使用方法。

一年级下册学习音序检字法，二年级上册学习部首

检字法，引导学生借助工具书学习汉字，提升自主

识字能力。每种检字法的学习都作了系统安排，例

如，在正式学习音序检字法之前，先学习大写字母

表，了解音序。在掌握音序之后，创设问题情境，

引导学生学习使用音序检字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在学会音序检字法之后，教材设计了一系列延伸活

动，在活动中使用检字法，不断巩固、熟练。二年

级的部首检字法也同样作了系统安排和有梯度的活

动设计，让学生知道在什么情境下运用哪种查检方

法，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基于真实的问题情

境开展学习。

教材不是系统地安排学习汉字学知识，而是以

实用为目的，选择典型的、具有迁移运用价值的汉

字知识，学生在遇到生字时，能主动运用这些知

识，帮助自主识字，不断提升独立识字能力。

三、进一步凸显汉字规律，强化语文核心

素养培育

语文课程标准提出，“通过观察、分析、整理，

发现汉字的构字组词特点”［1］20，强调在学习过程

中，要重视体会汉字特点，发现汉字规律。

统编小学语文教材的识字写字编排，重视引导

学生发现汉字的构字规律，并迁移运用规律。例

如，一年级上册的《日月山川》，将最典型的象形

字作为初始识字内容，引导学生了解构字特点，激

发识字兴趣；《日月明》，通过“明、男”等典型

的会意字，引导学生感知汉字的形义关系。又如，

一年级下册的《小青蛙》，学习“青”字族的字

“情、清、晴、请”，通过典型的形声字凸显形旁

和声旁的作用；《操场上》，引导学生集中体会常

见形旁提手旁、足字旁的表意功能。

在“语文园地”的“识字加油站”和“字词句

运用”栏目，设计相关活动，不断强化汉字构字规

律，特别是形声字形旁表意、声旁表音的规律，引

导学生在语文实践活动中持续梳理总结典型的、构

字率较高的形旁和声旁。例如，一年级的识字活动

中，涉及了木字旁、女字旁、日字旁、反犬旁等一

系列构字率很高的常见表意形旁；二年级的识字活

动进一步引导学生辨析形近的偏旁，如两点水与三

点水、示字旁与衣字旁，学生通过比较分析，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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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汉字形义关系的理解，避免汉字的误写误用。又

如，二年级的“识字加油站”，引导学生从“幕、

慕、墓”等字中选择正确的汉字运用于具体的词

语，集中体现汉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不同

形旁的表意作用。教材中安排的这些识字活动，为

学生感知汉字的系统性、建立起字与字之间的联

系，提供了有力的资源支持，使学生的识字过程成

为自主探究汉字规律、建构识字知识、形成识字能

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思维充分参与，经历

分析、综合、归类、比较、抽象、概括、判断、推

理等一系列思维过程，识字的同时发展思维、提升

审美、传承文化，实现“以一带三”培育核心素养

的课程目标。

教材还特别重视引导学生分类梳理学过的汉

字，针对学生学习汉字的难点、易错点设计活动，

提示使用汉字的常见问题，让学生在梳理过程中

发现规律，避免汉字的误用。例如，二年级安排

梳理多音字，知道多音字据义定音这一判断读音

的方法；安排梳理部件易错字如“纸、低”、结构

易错字如“荡、满”，使学生对汉字的认知更加精

确。又如，二年级下册的“书写提示”围绕形旁变

体的知识设计活动：“又、土”等字作偏旁时，最

后一笔捺变点、横变提，“车、牛”等字作偏旁时

笔顺发生变化，学生通过观察一系列相似现象，分

析原因并书写这些字，体会到这些形旁产生变体是

为了避让右边的部件，同时也能提高书写速度。学

生在这些精心设计的语文实践活动中发现汉字规律，

掌握其中蕴含的方法性知识，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

举一反三，形成能力，学会正确书写汉字、使用汉字。

四、进一步丰富识字情境，密切联系学生

日常生活 

小学语文教材集各种识字方法之所长，倡导多

种方法识字。大部分是随课文分散识字，在课文情

境中识字，提倡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寓识字于阅

读，借助字义建立形音联系，达成识字目的，同时

发展阅读能力。与此同时，安排了相当数量的归类

集中识字，在低年级教材中安排专门的识字单元，

在一至五年级教材的“语文园地”中安排“识字加

油站”，创设丰富的识字情境，如看图识字、韵语

识字、谜语识字、事物归类识字，等等，激发学生

主动识字的兴趣，实现高效识字的目标。

此次修订教材，特别强调活动化、游戏化、生

活化的学习设计，重视加强综合性、实践性，引导

学生结合生活识字，将语文学习置于学生的生活之

中。例如，一年级上册新增识字活动，让学生在自

己的拼音本上认识一些生活常用字；又如，修订组

专门统计了一年级数学教材中的汉字出现情况，基

于数学教材的用字需求，在一年级下册新增了认识

“选一选，圈一圈”“涂一涂，填一填”等常见题干

的识字活动，加强学科之间的联系，为其他学科学

习提供支持，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工具价值。

教材在设计识字活动时，还重视处理好字与词

的关系，强调汉字的实际运用，而不是孤立地、机

械地学习汉字。在设计的一系列活动中，渗透构词

规律，学生在识记汉字的同时，加强语言材料积

累，促进理解能力提升。例如，一年级上册安排的

反义词识字、家庭称谓识字、场所与职业识字……

将常用字组合成为有意义的学习材料，引导学生

感知词汇的系统性，以及词语的聚类特征。例如，

一年级上册的“识字加油站”，通过“传达室 门

卫”等几组词语，提示场所与职业的对应关系；又

如一年级下册的“识字加油站”，通过“梳子 梳

头”等几组词语，提示事物与用途的对应关系。通

过探究这些词语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升学生的思维

水平和准确运用语言的能力，最大程度发挥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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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教材中的每个识字活动设计，都创设了既有意

义又富有趣味的学习情境。例如，四年级下册学习

常见姓氏“孟、霍”等，延伸开展活动，引导学生

了解与这些姓氏相关的名人“孟浩然、霍去病”。

这些学习情境与学生生活紧密结合，同时具有丰富

的文化内涵。教材还注重将识字活动与听说读写活

动建立关联，为单元整合教学提供便利。例如，五

年级下册的“识字加油站”，安排了一组与内心活

动相关的词语“惋惜、惊愕”等，学习其中竖心旁

的字，此活动与本单元语文要素“关注课文中的动

作、语言、神态描写，体会人物的内心世界”密切

贴合，所积累的词语可以直接运用于本单元学习过

程中的表达与交流。

五、进一步强化文化传承，推进语言文字

规范使用

汉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汉字中

凝结着古人的智慧，是民族思维方式的结晶。因

此，汉字教育承载着重要的文化传承功能。教材编

排识字写字内容，不只追求识字数量的完成，而是

关注汉字的多方面育人价值，重视实现汉字学习的

文化传承目标。教材结合汉字的学习，挖掘汉字的

文化内涵，通过追溯典型汉字的字源，使学生受到

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感染。例如，学习象形字“日月

山川”，用直观的方式呈现古文字，使学生从中感

知古人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学习会意字“田力

男”，引导学生了解先民的生活方式；在《贝的故

事》中学习与“贝”相关的一组形声字，体会古人

的造字智慧……引导学生从汉字造字的系统性中，

感受源远流长的汉字文化。

推进汉字规范使用也是传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教材中的识字活动，从现代规范汉字出发追根

溯源，其最终目的是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现代规范

汉字，更准确地运用规范汉字。教材中呈现的都是

具有典型性、具有迁移运用价值、能直接指导现代

规范汉字学习的汉字构字规律和汉字文化知识。为

了推进汉字的规范使用，修订教材将五年级下册综

合性学习“遨游汉字王国”调整为专题学习活动，

提出一系列学习任务，并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引

导学生集中感受汉字魅力，使学生在语文实践活动

中认识到使用规范汉字的重要性，身体力行推进使

用现代规范汉字，牢牢树立起使用规范汉字的意

识，维护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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