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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初小《中國語文》
教材“識字寫字”
教學內容解讀
文│郭明月

“識字寫字”是閱讀和寫作的基礎，

在小學中文教學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由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廣東教育出版

社、澳門啟元出版社共同出版的《中國語

文》教材在編寫之初，就將“識字寫字”

作為一二年級教學的重點，並根據漢字的

特點，循序漸進地推進教學內容。本文將

從編排意圖及教學建議兩個方面對澳門

《中國語文》教材“識字寫字”教學內

容進行解讀。

一、澳門《中國語文》教材“識字寫

字”教學內容編排意圖

文字是一種特殊的符號。不同種類的

文字因創造之初的設計不同，而具有各自

的特性。西方文字是表音符號，漢字是表

意符號。也就是說西方文字的字母只表示

發音，單個字母本身並沒有實際意義。漢

字則不同，最初的漢字是由圖畫演變過來

的，表示山就畫一座山，表示水就畫一條

河，所以在創造之初，每個漢字就具有了

天然的意義。中西方文字特點的不同，就

決定了學漢字的方法與學英語等其他西方

語言文字的根本不同。澳門《中國語文》

教材遵循漢字學習的規律，在教材編排上

有以下意圖：

1	 多識少寫，識寫分開。教材的每一

篇課文後都有一些生字，田字格中紅色的

字是一類字，要求是會讀會認會寫，黑色

的小一點的是二類字，只要求會讀會認，

不要求會寫。通過下圖對教材中識字和寫

字數量的比較，我們可以窺探到教材編

者“多識少寫			識寫分開”的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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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識字的數量要多於寫字的數量

呢？首先，識字比寫字簡單，主要以理解

和記憶為主，寫字對手、眼、腦協調的要

求高，且低年級孩子手部處於發育階段，

寫太多的字，容易引發畏難情緒。其次，

識字是閱讀的基礎，多識字可以促進閱讀

量的提升，為海量自主閱讀打下基礎。再

次，漢字獨特的書法要求，如筆順、結

構、頓筆、筆鋒等，內容較多，練習寫好

字需要很長的時間，要循序漸進。

2	 先學獨體字，再學合體字。這樣的

設計理念是遵從漢字的獨有特點。從象形

字開始學起，讓學生聯繫生活的經驗，從

生活中看到的具體事物，聯繫到相關的漢

字，知道漢字是從圖畫演變而來的特點。

再學習獨體字變成偏旁之後，通過會意、

指事、形聲等造字法創造出來的生字，借

助偏旁理解生字的意思，經過與教師一起

討論、比較，從而達到記憶和運用的目

的。

3	 一筆一畫，寫好漢字。漢字的結構

特點、筆劃順序、書寫要求也是獨特的。

以往一些中文教材將中文和英文的識字教

學等同起來，教學生書寫漢字不區分難

易，學生記不住，寫不好。澳門《中國語

文》教材教學生從執筆姿勢、坐姿開始學

習寫字。一年級第一課《一去二三裏》，先

學習“一”、“二”、“三”、“十”四

個一類字，學習橫和豎的寫法。每一種

筆畫的寫法都有具體的指導。寫“點”

時先輕後重，寫“撇”時先重後輕，

寫“捺”時一波三折……這些寫漢字基

本的技巧在一年級上冊都是寫字教學的

重難點，它們被由易到難地排列在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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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上下冊“寫字有方”教學環節中。而到

了二年級，寫字的重點轉移到學習合體字

獨特的避讓關係，讓學生通過觀察，體會

這些獨體字在變成偏旁之後獨特的美感。

二、澳門《中國語文》教材“識字寫

字”教學建議

僅僅瞭解編者的意圖還不夠，我們

還要想辦法在日常的教學中實現編者的意

圖，減少課程落差，讓學生在輕鬆愉快的

氛圍中，高效地識字寫字。結合以往的教

學經驗，我為一線教師們梳理了以下三個

教學建議，供大家參考。

1	 體會編者意圖，不隨意增加難度。

編者在編寫教材時，將生活中常用的字作

為高頻字，編寫在了一二年級，再按照由

易到難的順序，讓學生循序漸進地學習。

因此，在教學時，教師一定要知道本節課

的教學重點是哪些字，比如說《一去二

三裏》這篇課文，一類字四個，二類字七

個，文中還有“煙”、“村”這兩個字，

既不是一類字，也不是二類字，它們不是

這節課學習的內容，學生在讀的過程中隨

文識記即可，即使在這節課中沒有學會這

兩個字也不要緊，在後面的學習中，這些

難字會成為一類字或者二類字，教師們不

要着急教。如果教師不明白編者意圖，凡

是碰到的生字就讓學生記一記，寫一寫，

這樣隨意增加學習的難度，學生會對識字

寫字產生畏難情緒。

2	 總結識字方法，促進學生自主識

字。一二年級“學習園地”中第一部分都

是“識字樂園”，運用多種方法識字，為

高年級閱讀和寫作打下基礎。常用的識字

方法有哪些呢？我們一起來總結一下。

對於低年級的學生而言，直觀形象

的圖片最能貼合他們的思維特點，因此看

圖識字是識記象形字（如：馬）、會意字

（如：尖）的好辦法。集中識字（如：與

職業有關的字、反義詞、近義詞）、歸類

識字（如：同一個部首的字、同一個結構

的字）、擴詞、詞串識字（如：春天、柳

樹、小鳥）、聯想法識字（如：劇場－觀

眾）這五種識字的方法可以幫助學生在短

時間內識得大量漢字，借助字與字之間本

身的聯繫，幫助學生加工記憶。此外，

熟字加一加減一減、形近字比較法（如：

辨、辮、辯、瓣）、分析法（聯繫形旁表

義、聲旁表音的規律）等等方法都很適

合形聲字的識記。據統計，漢字當中有近

80%的字都是形聲字，因此，教給學生整

理、分析、記憶形聲字的技巧至關重要。

此外，我們還可以通過結合語境或上下文

猜一猜、字謎法、兒歌法、查字典、問教

師、問同學等方法引導學生主動在生活中

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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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識字的方法，都是一線教師

們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在

澳門《中國語文》教材中，這些識字的

方法在課後題、“學習園地”中都有體

現。“教是為了不教”。在教學時，教師

們不但要告訴學生這個字是甚麼，還要努

力向前走一步，幫助學生反思，我們是如

何認識這些字的，促使學生總結識字的規

律，最終學會自主識字。

3	 借助田字格，有步驟寫好字。漢

字又稱“方塊字”，它既有“橫平豎直”

的規矩感，又有“撇捺舒展”的灑脫美。

學生在寫字之初，不能很好地掌握漢字的

間架結構。因此，我們需要借助田字格來

幫助學生確認每一個筆畫的大小、長短以

及相互之間的關係。在一年級上冊第一課

的學習中，《教師教學用書》就建議教師

們先教學生認識田字格，認識橫中線和豎

中線，為以後寫字打下基礎。一二年級的

《教師教學用書》在指導教師教寫字的方

面可謂細緻入微。例如在教學“中”、“

午”兩個生字時，“教學建議”中就指

出：比較“中”、“午”兩個字，“中”

字的“口”和“午”字的第二橫都壓在橫

中線，兩豎都壓在豎中線。注意“中”字

的豎從“口”字中間穿過，“午”字的豎

不出頭。這些具體的觀察和指導都是教學

生寫好漢字的基礎。

寫字教學一般分為四步：一是“讀

格”，即像上文中提到的教“中”和“午”

一樣，觀察這個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提

示關鍵筆畫的寫法。二是“書空”，即教

師在黑板上的田字格中寫一個字，同學們

伸出右手食指，在空中跟着教師一起寫，

體會寫這個字時的停頓、快慢、節奏的變

化。三是“試寫”，學生自己試着在練習

本的田字格中寫一個字，教師巡視指導；

四是“反饋”，教師隨機找到幾位同學的

作品，在投影儀的幫助下，展示給同學

們，大家一起來評價這個字的優點，並提

出一些有益的建議。然後同學們再對自己

剛才寫的字進行修正，或者再寫幾個，練

一練。

總之，一二年級的教學重點是識字和

寫字。教師靜下心來，放慢腳步，帶領學

生一點一點地總結識字的規律，感受漢字

書寫的技巧，才能為學生學習中文打下堅

實的基礎，為未來學習閱讀和寫作掃清障

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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