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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小学国学教学策略
—

以 《二字经 》为例

？ 汪梦翔

因 为 《三字经 》在学前 阶段 已经有些字和现代汉字相似度 比较大 ， 学生可学生 统计思考 ， 是学生 自 主探究 的过

一些儿童接触过 ，这给 当下在小学设置以通过 图 画联想这些汉字表达的意思 ， 程 。

《三字经 》等 国学课程 的学校带来 了
一

当 然对
一些差别较大 的 字需要教师 酌国语教材语言 上都有

一

些 隐藏 的

定程度的 消极影响 。 为此 ， 如何寻找差情 引 导学 习 。 如 此通过 引入 甲 骨文 的特点 ，教师安排
一

些 比较有趣的语言游

异化教学是 目 前小学国学教育亟待解决教学策 略 ， 学生逐渐了解汉字的演变历戏让学生 自 己 去寻找 ， 可 以是句式方

的重要问题 。 根据当下小学 国学课现状史 ， 学习 新汉字的能力也大大増强 。 即面 ， 也可 以是用 词方面 ， 还可 以是篇章

以及 自 身教学实践经验 ， 笔者认为 当前使有的字不认识 ， 学生可以根据形旁或的安排上 … … 这些其实都是语言规律

小学国学教学可实施以下三大策略 。汉字特征进行关联想象 ， 猜到这些字和的发掘和获取 ， 能极大程度上调动学生

哪些 意义关联 。 这
一过程其实也是

一

学 习 语言的兴趣 ，提高他们运用语言的

―

、穿插汉字学知识种学习 汉字 的过程 ， 而且学得更加深入能力 。

笔者对所选 １ １ ４０ 字 《三字经 》的统和有趣味性 。

计发现 ， 总共用 汉字 ５ ３ ０个 ，对照 《现代三 、关联现实情景

汉语常用 字表 》 ， 其 中 有 ４ ５ １ 字为 常 用二 、探究语言规律 讲 《三字经 》必不可少 的会涉及讲

字 ， 只有 ７ ９ 字为 非常用字 ， 而且这些字关于这
一

教学策 略 ， 笔者是 引 入 了故事 ， 而且 《三字经 》的德育功能主要是

的 笔画有 ７ ６％在 １

－

１ ０ 画之 间 ，
基本可语言学 的 常用研究方法 。 传统语言学通过故事来展现 。 如何能把故事讲好

以说这些字大部分是适合儿童 的易 写的研究思路
一

般是描写语言现象 ， 找 出讲深刻 ， 可以说直接关系到 《三字经 》的

易 认字 。 按照新课标要求 ，
三 四年级的语言规律 ， 并给这些语言现象 以解释 。教学效果 。 笔者所在学校 ， 大部分儿童

学生要认字 ２ ５ ００个左右 ， 会 写字达到 《三 字经 》里也有很多语言现象需对于
一

般 《三字经 》所涉及 的故事多 多

１ ６００ 个 以上 ， 可 以说 《三字经 》对于现要描述 ， 而且通过这些特 殊 的语言表少少都有所了解 ， 因为在学前家长就讲

今大部分儿童在识 字 写字环节上没有现 ， 教师会发现很多规律 ， 还可 以 引 导过了 。 如果教师再简单叙述 ， 肯定吸引

任何难度 。学生思考这些规律产生 的原 因 。 《三字不 了学生 。 这时 ， 教师就要细化
一些故

笔者所在的小学 ，

一

般学生 的识字经 》是
一

个处处和
“

数字
”

打交道 的书 ，事细节 ， 关联代入学生的现实生活 。 比

数量都 比较多 ， 大部分对 《三字经 》上 的几乎每
一

个数字汉字都 出现过 ， 可以说如孟母三迁 ， 当 时的对话和情景是怎么

字都会认会写 。 他们实在不会认的字 ， 每
一

课都 有
一

些 带 有数 字 组 合 的 名样的 ？ 如果你住在这样的环境里 ， 感受

一

般都是古代人名 （ 如
“

禹
” “

羲
”

） 、地区词 。 教师可 以 引 导学生观察探究这种会怎样 ？ 教师可 以通过动画形式来展

（ 如
“

蜀
” “

晋
”

） 和姓 氏 （ 如
“

窦
”

、

“

虞
”

） ，语言现象及规律 。 比如 ， 是不是 因 为每现 ， 这样学生
一

方面了解 了孟母三迁的

这些绝大多数都是非常见字 。句都是三个字 ，所以 叫
“

三字经
”

？ 再 比全过程 ，也对环境对人的影响有了
一

个

为此 ， 笔者在汉字教学 中穿插有汉如 ，

一

般说完
一

个故事或者道理要用几切身的认知 。

字学知识 的讲解 ， 包括汉字的发生机理个
“

三字句
”

？ 学生去研读文本 的 时候

和 文化 。 所采取 的形式主要是设计
一

发现 ， 原来是
“

三字
一

句 ， 四 句
一

意
”

。 （作者单位 ：
北京联合大 学师 范 学 院 ）

个小 的 游戏环节 ， 看
一些 甲 骨文 ， 然后这是 《三字经 》的句式特点 ， 只不过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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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 简体字 。 比如
“

＇

萬

一

同
”

这规律的总结不是教师来讲授 ，而是鼓励

４ ６ 湖北 教育 ？ 教 育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