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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教材《三字经》走进小学语文课堂的思考

陈贵英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云南昆明 6505()()) 

摘 要： 《三字经》是我国著名的传统蒙学教材， 不管是从其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来看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教育价值。 在语文教学改革的今天， 中小学课堂兴起了一股国学热， 小学语文课堂中要求学生背诵许多蒙

学教材全文。但是， 国学教材的回归形式羊一， 大多数学校仅仅是通过背诵来开展国学， 这是否真的能发挥

传统文化精髓的作用， 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本文以云南省某小学语文《三字经》的实施现状为例， 对国学教

材走进小学语文课堂研究现状进行调查， 在实践中探索真正发挥《三字经》教育价值的策略和实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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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是我国古代重要的蒙学教材， 关于

其作者 ， 得到广泛认可的是宋代王应麟。 《三字经》

在我国的蒙学教材史上流传长达700多年。 从形式

上看， 它的文字浅显 、 语言精练， 三字一句， 朗朗

上口；从内容上看， 它综合性强， 涵盖面广， 思想

丰富 ， 富有启发性。
一、 改进《三字经》走进小学语文课堂策略的

意义

( l ）发挥同学教材《三字经》的真正魅力， 使

中华文化的精髓得到传承和发扬；（2）让国学教材《三

字经》得到恰当的使用，探索出开展国学《三字经》

教学的正确方式。 （3 ）创新《三字经》走进小学语

文课堂的方式 ， 探索出一条能在广大范围内推广 、

弘扬同学教材《二字经》的道路。

二、 国学教材《三字经》的教育价值

（一）智力启蒙

第一， 开发记忆能力。 小学年级的孩子记忆力

正处在黄金时期， 《三字经》全文字字经典， 朗朗

上口。 根据相关理论， 对于蒙学教材的背诵有利于

锻炼小学生的记忆力 ， 促进其记忆力的发展。

第二 ， 增强识字和阅读理解能力。同学教材《三

字经》在肯代是作为识字教材来开展学习的， 《三

字经》的编排中囊括了非常多常见的汉字 ， 因此，

将《三字经》作为小学新入学的识字教材具有很高

的实践价值。 《＝气字经》全文篇幅不长， 但是其中

包含了诸多的教育故事和丰富的教育思想， 小学生

在诵读经典的过程中 ， 能够锻炼小学生的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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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解能力， 从小学阶段培养语文能力， 为高年级

的话’文学习打好基础。

第三， 提高表达能力。 《三字经》一书中蕴含

了诸多精彩的故事，小学生活泼好动，喜好讲故事 、

昕故事 ， 也喜欢分享自己所读到的故事。 只要学生

理解了《三字经》中的典故 ， 便会积极分亭， 这有

助于提高小学生的语言表达和归纳概括能力。

（二）品格塑造

第 一， 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 在小学阶段开展

国学教材《三字经》， 可以让小学生从小便接受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感染 ， 从而做到严于律己，

形成正确的思想品德， 提高思想觉悟。

第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蒙学教材《＝：字经》

中，有着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事 、 待人接物的行为准则。

小学生在学习蒙学教材的过程中， 会不自觉地学习

故事中主人公的行事规范， 也能逐步建立起判断行

为对错的标准， 逐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第三，塑造优秀的品格。《三字经》涵盖了教育、

修身 、 为人处事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小学生刚进人

学校 ， 需要教师的良好引导， 尤其司主要接受我同优

良的传统文化的熏陶。 《二字经》不仅在开发幼儿

智力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 在塑造小学生的优秀品

楠 、 引导其健康发展方面也有若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 国学教材《三字经》走进小学语文课堂的

现状

前人的研究总结了《＝：字经》的丰富的涵和价

值取向 ， 并且对于包含《二字经》在内的诸多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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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走进小学语文课堂的现状都进行了探讨。但是 ，

在实际情况中 ， 《三字经》的教授出现了诸多问题。

例如：走进小学的形式单一 ， 教学方法不考虑 学生

的年龄阶段和认知水平， 一味死记硬背 ， 教学过程

流于形式 ， 部分地区的国学教材教学只是以家庭作

业的形式要求学生背诵 ， 其中宝贵的传统文化没有

得到传播， 其经典故事的内涵小学生并不理解。

总体来说 ， 国学教材《三字经》在 走进小学课

堂的过程中存在如下问题。第一，忽视小学生年龄 、

认知特点。 在当今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 ， 国学教

材《芒字经》的教学都统一规范， 没有根据小学生

直观化 的认知特点来开展教学活动 ， 导致同学教《三

字经》的学习过于单调、死板。第二， 国学教材 《三

字经》的教学流于形式， －I床要求学生死读硬背 ，

很多时候对于国学的教学都是以家庭作业 的形式要

求学生背诵 ， 教师再进行抽查， 教学方式单一 、 程

序化。 第三 ， 国学教材实施过 于急功近利。 现阶

段 ， 各个学校都在进行教学量化比拼 ， 因此小学语

文课堂对于 《三字经》 的教授带有很强的功利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 ， 语文课堂中对于国学教材的开展

成效便不是非常理想 ， 对于国学教材的真正价值认

识不到位。 第凹 ， 国学教材《三字经》中的部分教

育思想与当今社会存在冲突。 随着时代的发展 ， 社

会主流价值观不断发展 ， 古代的许多教育思想已经

不再适用 ， 比如很多愚忠 、 愚孝的思想应当摸弃 ，

但很多小学教师并没有告诉学生何为精华 、 何为

糟柏。

四、 国学教材《三字经》走进小学课堂需要注

意的问题

（一）选择恰当的学习内容

根据现阶段同学教材《二字经》在小学语文课

堂’中开展的现状和弊端 ， 要恰当地发挥《三字经》

的作用 ， 对同学教材《三字经》的教学内容进行取舍，

取舍原则如下。

第一， 生活实用性原则。讯－文教学不仅要在人文

性方面注重对学生的人格陶冶 、 情感熏陶， 也市要发

挥其工具性的作用。在语文教学中 ， 教师要遵循生活

实用性原则， 传授有利于学生成长成材的知识。

第二 ， 去其和：1柏 ， 取其精华。 同学教材
’

是我同

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其中有些教材内

容已经不再适合继续沿用。 对于同学教材的教授 ，

最好的做法就是取其精华 ， 去其糟柏， 进而对学生

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

第二， 与时俱进原则。 时代在变迁和｜发展 ，

同学教材也应当与时俱进。 比如， 同学教材中的
“

忠
”

“孝
”

思想是我罔传统文化的精华，但是某些
“

愚

忠
” “

愚孝
”

的思想则应该根据时代的发展，或槟弃，

或改造 ， 之后才可以进入课堂。

第四 ， 考虑小学生的认知水平。在现阶段的小

学语文国学教材开展过程中， 应当注意教学内容的

设计和教学形式的 开展需要考虑小学生的认知水平，

因材施教 ， 这样才能发挥《二字经》的功用。

（二）采用多种教育方式

第一， 开展朗读比赛。 国学教材《三字经》排

列整齐 ， 朗朗上口， 具有极强的节奏感和音乐美。

因此， 在小学语文课堂 的国学教材教学中， 教师应

当充分挖掘其音乐美， 举行国学教材《三字经》小

学语文经典涌读比赛 ， 在前动中深化学生对于经典

的理解。

第二 ， 开展经典语1：故事活动。小学生由于年龄

尚小，活动教学更能激发小学生的学习兴趣。对此，

教师可以组织开展国学教材《三字经》经典讲故事

活动。 而为了讲好故事 ， 小学生就会对《三字经》

中的故事来源和典故内涵进行深入了解 ， 有利于学

生掌握传统文化知识；在讲故事的过程中 ， 也有助

于提高小学生的语文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 有利于

整体提高小学生的i霄’文素养。

第三， 传授国学教材《三字经》中优良的教育

思想。 罔学教材《三字经》有丰富的教育思想， 教

师要深入领会其教育思想 ， 要结合当今时代的需要

和小学生的认知水平对小学生进行教学 ， 这有利于

充分发挥同学教材《＝字经》 的思想教育作用， 帮

助小学生塑造良好 的品格 ， 引导其提高综合素质。

五、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本研究基于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国学教材《三

字经》 的实施情况， 梳理前人的文献研究中关于同

学教材在中小学推进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 ， 进而总结

11\ 当前同学教材《二字经》走进小学语文课堂的问题 ，

并提出应对策略 ， 探索出一条让同学教材《三字经》

真正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 但由于学情和地区的复

杂性 ，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两点不足。 ( I ）由于学情

不一 ， 每个孩子的智力发展情况不同 ， 对于《三字经》

走进小学i杏文课堂的改进策略不一定适用于每个孩

子。 如何使应对策略适用于所有的小学生 ， 是本研

究的一个难点所在。 （ 2）由于本研究是以古南师范

大学附属小学为个案， 由于地区不同 ， 各地实际情

况不同 ， 本研究提出的改进策略是否具有全同意义

上的推广性还需要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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