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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正在央视播出的《中国汉字听
写大会》，引发了广大观众对写好、
读好、用好汉字的浓厚兴趣。但在
上周的一场比赛中，上海代表队第
一个被淘汰出局，场上所表现的语
文功底与本市的教育水准有些不
相符。坊间甚至传出调侃———或许
如今大都市的孩子，英语和电脑要
比汉语学得出色。原因果真如此
吗？
与此同时，刚刚迎来开学的小

学新生们，虽然享受到了“零起点”
教学的公平待遇，但他们中接受过
识字早教的孩子不在少数，有些甚
至已经能认识数百上千个汉字。这
样的“抢跑”识字，对可持续地提升
语文素养，到底利大还是弊大呢？

小学生日均学
5个生字

综观“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所
涉及的汉字，绝大多数是常用字，
有的还是经常萦绕耳边的“熟字”，
但是考查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比
如，现场竟只有 !"#的观众将“癞
蛤蟆”写对，而“间歇”一词的差错
率高达 $"#。但是，在总结分析为
什么当下许多人会提笔忘字、张冠
李戴时，有专家提出，不能完全把
症结归于电脑和英语，也应从反思
语文教学的现状入手———或许恰
是小学阶段过于强调集中识字、快
速识字的急功近利，导致了对汉字
掌握的囫囵吞枣。

以对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识
字量的统计为例，有资料显示，
%&!!年商务印书馆的《复兴国语》
教材分别是 $$!个字和 &'$个字。
同年中华书局的《小学国语课本》
识字量要求是一年级 ("(个，二年
级 %)%)个。而到了 %&*%年的全国
十年制语文教材，则分别提高到
%"$$个和 )%&&个，这也是目前可
查到的识字量最大的小学一二年
级教材。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
的结论：各种教材的识字量要求
制定有随意性，缺乏科学的参照
标准。

再来看上海现行的“二期课
改”，小学语文教材规定的识字量
第一册是 !(! 个、第二册是 $%$

个、第三册也是 $%$个、第四册是
$*$ 个，即一二年级的识字量为
%*""余个，而小学阶段的总识字
量约达 !(""个。按现行的校历安

排，除去节假日、双休日和复习考
试时间，一学期的实际上课天数只
不过 '"天左右，这样一匡算，实际
上小学五年里每天都要新学近 (

个生字。

识写要求贯穿
九年教育

就在几天前，教育部公布了
《通用规范汉字表》。然而，也许是
与新学年开学靠得太近，此份国家
历时十余载制定的汉字表，却没能
及时、充分地体现在语文教材中。
按教育部的解释，《通用规范汉字
表》分为三级，一级字表为常用字
集，收字 !(""个，主要满足基础教
育和文化普及的基本用字需要，也
可作为义务教育阶段的识字标准；
二级字表收字 !"""个，常用度仅
次于一级字；三级字表收字 %*"(

个，是姓氏人名、地名、科技术语和
中小学语文教材文言文用字中未
进入一、二级字表的较通用的字。
这就清楚表明，!("" 个常用汉字
的学习，应贯穿于整个 &年义务教
育阶段，而不是集中在小学甚至小
学中低年级。

那么，小学生识 !(""个字是
多了还是少了呢？据《现代汉语频
率词典》统计表明，使用频率最高
的 %""个字，可覆盖现代书报杂志
用字量的 $+,)%#，%""" 个常用字

可覆盖 &%,!+#的用字量，)$%' 个
字则可覆盖 &&,"")#的用字量。再
以人教版课标本实验教材为例，一
年级上册认识和使用频度最高的
$""个字，可覆盖 ("#以上的课文
用字，到二年级下册共认识的
%'""个常用字，课文用字覆盖率
可达到 &"#以上。
对于此次列入《通用规范汉字

表》一级字表的 !(""个字，很多人
也有“是否够用”的疑问。北京语言
大学党委书记李宇明举例说，孙中
山的《三民主义》用了 )%!$个字，
老舍的《骆驼祥子》用了 )$%!个
字，《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用了
!%!*个字。因此，理论上，!(""个
一级字就能满足基础教育和文化
普及的需要。

大识字量造成
“识写分离”
以往的小学语文教材因识字

量小，所以将“识”与“写”完全合在
一起，课文中出现的每一个生字都
要求学生会认、会读、会写、会默，
并且需要了解字词在语言环境中
的意义，但现在却因强调小学生
“大识字量”，提出了“识写分离”教
学法则，即认写分开、多认少写，有
的字只要会认就行，不作会写和会
默要求。然而，总有些老师会拔高
教学目标，原本只要求学生“会认”

的生字，在这些老师的课堂上却变
成了既要“会认”也要“会写”，势必
加重了小学生的课业负担。

此外，过于强调“识写分离”，
还会带来另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上海日新实验小学副校长徐为说，
老师们总爱批评学生写错别字，但
由于汉字中有许多同音字，还有许
多字看着很相似，如果不把字意搞
准确，自然会出现书写差错。比如
“不胫而走”，如果不了解“胫”是指
“小腿”，就很可能把“胫”写成
“径”。此外，由于现在采用的是“识
写分离”教学法，小学一二年级教
材中虽然有 %*""多个生字，但达
到“会正确书写”要求的不足 &""

个，也就是说约有近半数的字只要
“会读”就行，造成了小学生看似阅
读量扩大了，实际上汉字书写的基
本功打得并不扎实。
徐为举例道，今年本市小学实

施“零起点”教学，在第四课中出现
的“地”字，要求达到会认、会读、会
写、会默，但对于“零起点”的孩子
来说，因为不认识“土”字也不认识
“也”字，要能默写“地”字就会有困
难。因此，日新小学的语文老师们
重新梳理了一年级教材中的生字，
先教“刀、口、人、手”等独体字，再
教“地、和、他”等合体字，而且还要
把每个字的意义、用法讲透，这样
孩子们就会学得轻松、学得扎实，
也符合汉字的认知规律。

小学何必急着学完常用汉字？
提笔忘字、张冠李戴，错别字连篇并非全是电脑惹的祸

制定识字量
缺乏科学标准、
教学生字追求集
中快速、过于强
调“识写分离”，
都导致了小学生
汉字书写问题突
出。教育专家强
调，只有遵从汉
字认知规律，把
每个字的意义、
用法讲透，孩子
们才会学得轻
松、学得扎实。

! ! ! !按教育部要求，基础教育
领域将以《通用规范汉字表》一
级字表列出的 !(""个常用汉
字作为义务教育阶段的识字标
准，按学段合理安排教学。
然而，在日常的义务教育

教学中，将 !(""个字完全下移
至小学甚至更低年级的做法比
较普遍。语文特级教师陆继椿
强调，照理小学、初中和高中都
该有识字、写字的要求，但到了
中学后无论学生还是教师，对
识字教学变得不那么重视。“小
学里每学一个生字，都要求学
生认真抄写几遍，这是学写汉
字、巩固汉字必需的过程，但到
了初中，抄写生字的练习几乎
不存在了，到高中更会觉得这
是‘小儿科’，就很难达到长久
不忘、提笔就能写的效果。”
陆继椿曾主编义务教育阶段语文

教材，他认为现在小学强调的“识写分
离”有其合理性，有些难写的汉字只要
先认识或能借助字典查拼音读出即
可，慢慢从会读发展成会写。但问题是，
现在小学里对拼音教学的重视弱化，以
前小学低年级学生写作文，遇到不会写
的汉字时，允许他们用拼音代替，而且
许多供孩子阅读的课文都是汉字与拼
音对照。“有了拼音这个‘拐杖’，学习汉
字就会容易许多。所以，让一年级的孩
子熟练掌握汉语拼音，比多识几个汉
字要事半功倍。”本报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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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小学生一边听着汉字听写节目!一边查字典 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