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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识字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是培养学生阅读能力、写作能力的基础环节。部

编版教材主要采用随文识字法进行识字教学,固然有很大的优势,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还需要老师在识

字教学过程中,能自觉运用据形系联的识字方法,引导学生进行据形系联的识字训练。据形系联识字法作

为随文识字法的重要补充,在识字教育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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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literacy education is 

the foundation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ies. The textbook pu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ainly adopts the method of random text recognition for literacy teaching, which has great 

advantages, but also has certain shortcomings. It is also necessary for teachers to consciously use the method of 

recognizing characters based on their forms in the process of character recognition teaching, and guide 

students to undergo character recognition training based on their forms. A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the 

random text literacy method, the associative learning method will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literac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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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教学是小学语文基石,关乎阅读与写作能力培养。该领

域研究活跃,形成三大流派：字理识字,深究汉字构造；形态识

字,着眼外在形态；综合识字,融合内外结构。各流派下又有多

种具体方法,彼此间学习借鉴,非孤立存在。识字教学不断创新,

推动教学持续进步。 

中国传统的识字教学流派是集中识字教学流派,所谓“集中

识字”,顾名思义就是“先识字、后读书”的教学方法,“中国

古代的教学,学童学习四书五经,都是先识字写字,甚至背熟了,

老师才开讲,讲解文章的意义。”[1]268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产生

了另一种识字教学流派即分散识字教学流派。所谓“分散识字”,

也叫“随文识字”,也就是“教材将文字置于课文中,字不离词,

词不离句,句不离文。学生一边学习知识,一边识读新字。”[1]268

应该说,这两种识字教学流派都有其合理的地方,但也各有局

限。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特别是低年级汉字教学使用最广、影响

最大的是“分散识字教学流派”(随文识字法),这似乎已成为一

种时代趋势,但也有一些学者看到“随文识字”法的局限,而呼

吁再引入传统的“集中识字”法。如黎传绪认为：“‘随文识字’

和‘集中识字’各有利弊,……我们现在重新提出推广‘集中识

字’,并不是要以‘集中识字’取代‘随文识字’,而仅仅是为

了弥补‘随文识字’的不足,把‘集中识字’作为弥补‘随文识

字’的不足的必要措施而已。”[2]55杨美芳认为,随文识字法存在

着明显的“漏洞”：一是“生字编排违背规律性”,二是“教学

方法忽视规律性”,并有针对性地给出了解决的办法：一是从教

材入手,不但“生字的编排要循序渐进”,而且还要“增加集中

识字内容”,二是从教法入手,既要“加强理据性”,又要“加强

系统性”。[3]34-36应该说这都是很清醒的认识。 

1 汉字是可以拆分与组合的表意文字 

汉字作为世界文字中唯一使用至今的成熟而完备的表意文

字符号,同世界上其他文字一样,具有字形、字义和字音这三个

要素。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三者虽很难截然分开,但汉

字的本体乃是其形体(字形),而字音和字义则是汉字作为汉语

的载体由汉语承袭而来。因此,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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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汉字的形体同其字义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汉字教育也当从

汉字的形体入手,而逐渐推广到对字音和字义的学习。 

清代文字学家王筠曾著《文字蒙求》一书,从许慎《说文解

字》中摘取两千多字加以申说,作为教人识字的读本。在其自序

中,他引朋友陈雪堂的话说：“人之不识字也,病于不能分。苟能

分一字为数字,则点画必不可以增减,且易记而难忘矣。”[4]1他

的编撰原则,即是从汉字字形入手,先察其整体,然后分成若干

部分,再合成为一个整体。用此法集中识字,亦符合“总—分—

总”的认知规律,对于小学生识字当大有助益。如二年级下册“识

字”单元之四《中国美食》,要求识字“菠煎腐茄烤煮爆炖蘑菇

蒸饺炸酱粥蛋”共16个,虽然附有配图帮助识字,但如果不用王

筠之法专门从字形上进行“总—分—总”的拆分与组合练习,

要准确识记这些汉字对于二年级学生来说还是相当困难的。比

如“腐”字,即可拆分成“府”与“肉”两个部分,而“府”可

继续拆分成“广”与“付”两个部分,“付”还可继续拆分成“亻”

和“寸”两个部分。这样逐层拆分之后,再引导学生进行组合,

先由“亻”与“寸”合成“付”字,再由“付”与“广”合成“府”

字,最后由“府”与“肉”合成“腐”字。老师选取其中的汉字

示范几次之后,引导学生对其他汉字进行拆分与组合的练习,就

很容易识记这些笔画繁多的汉字了。比如其中的“菠”字,先拆

分成上下结构,上面一个“艹”(草字头),下面一个“波”字(“波”

字在二年级下册第七课《一匹出色的马》中已学过),并告诉孩

子们“艹”是形符,表示“菠”字的意义跟“艹”有关(菠菜是

一种草本植物)；“波”是声符,其读音跟“菠”字的读音相同。

用这样的方法,对于“茄蘑菇”这几个字就容易识记了。学生若

再问“蒸”字,其实也可拆分成“艹”和“烝”两部分,其中“艹”

为形符,表示烧火用的麻梗是一种草本植物,“烝”为声符,其

读音跟“蒸”字的读音相同。如果继续拆分下去的话,“烝”

还可以拆分成“丞”和“灬”(四点底),其中“灬”是“火”

的变体,是“烝”的形符,表示“烝”的意义跟火有关,“丞”

是声符,其读音跟“烝”相近。再如一年级下册识字单元之一

《春夏秋冬》中的“落”字,如果不用王筠之法,很多人容易

将其写成从氵的左右结构的错字,但只要对其进行拆分,就不

难发现它其实是一个上下结构的字,从艹,洛声,其结构跟

“菠”字相同。 

苏培成在《现代汉字学纲要》中提出的“部件拆分”法,

专注于汉字外部结构,仅依据字形进行。结合此法与王筠理念,

可引导学生将复杂汉字逐步拆分或组合,如“落”拆为“洛”再

至“各”,“菠”反之亦然[5]75。此过程初现“据形系联”之貌,

有效助力学生识记复杂汉字。 

2 据形系联法及其识字理据 

“据形系联”法本是东汉许慎在编撰《说文解字》时所遵

循的原则,具体来说就是“把形体相似或者意义相近的部首排在

一起,……按形体相似的原则来安排次序”。[5]169许慎在《说文

解字·后叙》中说：“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

文,……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

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源,毕终于亥,

知化穷冥。”[6]781-782黄侃《说文略说》曾对许慎所定的540个部

首及其次序进行了总结性的阐述：“许书列部之次弟(第),据其

自叙,谓据形系联。……大氐(抵)以形近为次,如一、二(上)、

示、三、王、玉、珏相次是也。亦有以义为次者,如齿、牙相次

是也。”[7]229许慎当年编撰《说文解字》,是将9353个小篆进行

“据形系联”的编排,我们若将此法引入现阶段小学识字教学中,

则应考虑现代汉字的具体情况。汉字从许慎时代的小篆发展至

今,汉字形体早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新中国成立之后,推

行简化字方案,汉字的造字理据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破坏。

我们当取法许慎所开创的“据形系联”的方法,结合现代汉字的

实际情况,积极探索义务教育阶段的识字教学。可从以下几个方

面展开： 

(1)可以先教学生识记一些构字频率较高的部件和笔画较

少的独体字(主要是象形字和指事字)。构字频率较高的部件如：

乚丩匚冂勹,冫冖凵卩厶,廴氵艹廾彳,彡夊宀辶彐,彑攴殳耂罒,

疋癶尗虍豸；笔画较少的独体字如：一乙十丁厂；七卜人儿刁；

了乃寸弋小；口山川夕亡；门之弓也女；开斤廿木车；内牛毛

片爪；月氏心夬平；业冉皿耳曲；聿艮身非隹；禹革垂鬲黍。 

(2)在(一)的基础上开始据形系联,派生字就会越来越多。

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姑以“二、人、刁、口、木、心”为

例说明： 

二——工土士壬； 

工—卫-五-丑； 

土—王-玉-主； 

土—上-止-正； 

王—丰-韦； 

人——入-八-乂-义-叉-蚤；乂—父-爻-交；人—大-天；

大—太-犬； 

大—丈-吏-史-更； 

大—头-实-买-卖； 

天—夭-乔；天—矢-失；天—矢-医-疾； 

刁——刀刃习； 

刀—力-为-办； 

刃—仞韧忍； 

习—匀-勺-勿-勾-句-包； 

句—旬-甸-匈； 

口——日-曰-田-申-中； 

曰—白-自-首-夏； 

田—由-甲-申-电-曳； 

甲—里-黑-熏； 

里—重-董-懂； 

里—童-撞憧瞳； 

中—虫-串； 

虫—蛋蛮虽-强； 

串—患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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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禾术本末未耒来； 

心——必。 

(3)在(二)的基础上继续据形系联,就会识记更多结构复杂

笔画繁多的派生字(多为形声字)。略举例如下： 

王——狂汪枉旺；班斑；琴瑟琵琶； 

玉——宝国； 

国—帼蝈； 

主——住往注驻柱蛀； 

蚤——搔骚； 

丈——仗杖； 

吏——使； 

史——驶； 

更——便哽埂梗硬； 

便—鞭； 

卖——读续渎犊赎牍黩窦； 

刀——召-招绍昭韶貂；迢超；苕笤； 

昭—照； 

勾——沟钩构购； 

句——狗枸苟够；拘驹； 

包——抱饱胞鲍苞雹；咆泡炮袍跑庖； 

口——名-各-谷； 

名—铭酩茗； 

各—洛络恪烙咯略格胳骆路酪赂骼阁客； 

洛—落；路—露鹭；阁—搁；客—喀额； 

谷—俗浴裕欲容； 

容—溶榕熔蓉； 

心——沁；芯志意息悲虑闷； 

芯—蕊；意—噫臆薏癔；息—熄媳；虑—滤；闷—焖； 

必——泌秘宓毖瑟； 

宓—密-蜜。  

3 据形系联法对小学识字教学的积极干预 

在小学识字教学中,据形系联法为随文识字法的有效补充,

不替代其主导。教学时应灵活,不拘泥于构字理论,重在辅助学

生记忆。教师可结合部编版教材,适时引入此法,前后呼应,温故

知新,高效扩大学生的识字量。 

3.1善用部首,据形系联同一部首的汉字 

许慎《说文解字》首创部首检字法,将9353个小篆文字,用

540个部首据形系联,使之“杂而不越”,对后世影响深远。部编

版小学语文教材虽主要采用随文识字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借

鉴了许慎所开创的部首检字法,这主要是通过每一册的语文园

地得以渐次展开。一年级上册语文园地五“我的发现”,首次通

过两组汉字来引导学生建立部首的意识,一组是“花草莲苹”,

一组是“树林桃桥”,其中“树林桃桥”这一组汉字特地作出提

示：“很多木字旁的字都和树木有关”。随后在语文园地七“我

的发现”中,也通过两组汉字继续巩固这种意识,一组是“明晚

昨时”,一组是“妈奶姐妹”,其中对“明晚昨时”这一组汉字

提示说：“这几个日字旁的字意思和时间有关”。老师只要相机

进行点拨引导,就不难在一年级下册的《动物儿歌》中引导学生

自己发现一组可用“虫”来做部首的汉字：“蜻蜓蝴蝶蚯蚓蚂蚁

蝌蚪蜘蛛”。然后到了语文园地五,其中就有“我的发现”板块,

列出三组汉字继续激发学生对于部首的意识：“吃叫吹咬”、“提

拔捉拍”、“跑跳踢踩”。其中“吃叫吹咬”这一组汉字提示说：

“口字旁的字大多和嘴有关”。而在随后的语文园地八中,更是

用三组汉字来巩固这种以部首系联汉字的意识：“犭—猫猴狮”、

“鸟—鸡鸭鸦”、“虫—蝴蝶蜻蜓蚂蚁”。最后一组汉字提示说：

“虫字旁的字大都和虫子有关”,这就跟此前在教《动物儿歌》

时引导学生自己发现的知识联系起来了。 

经过一年级上下册的层层铺垫,到了二年级上册,在语文园

地二中以“狐”为例正式教学生学着用部首查字法查字典。二

年级下册识字单元的《“贝”的故事》,文中直接说到：“用‘贝’

作偏旁的字大多与钱财有关,比如,‘赚、赔、购、贫、货’。”

同册识字单元的《中国美食》,用课后练习的方式引导学生发现

“炒烤烧爆炖炸”、“煎蒸煮”、“灶焰”、“烫煲”、“烈熏”这几

组汉字的部首规律。随后在语文园地三中,在“我的发现”板块,

又用了三组汉字继续巩固这种部首系联的方法：“炒烤烧/煎蒸

煮”、“怒恋感/慌惊怕”、“刺刮剑/分剪切”。同册语文园地五的

“识字加油站”板块,出现了两组以部首系联汉字的例子：“厂

—厨厕厢厦”、“穴—穴窟窿窑窄”。三年级上册语文园地三,用

“口”这个部首将“咬叼嚼/咽啃/吞含/叫喊嚷/吼吵/啼唤/啪

哗吱嗡/嘟呜嘀”系联在一起。语文园地七中的“识字加油站”,

将“目”这个部首跟“睁眨瞪瞅瞧眶睹”系联起来。三年级下

册也多有部首系联的例子：“扌—援掷捞”、“纟—缚缭络”、“贝

—资贡贷”、“口—咳嗽呕吐唠叨嘀咕”、“讠—谚语谣诫辩论”。

到了四年级上册的语文园地二“识字加油站”板块,则将两种系

联的方法一并展示出来,一种是用部首系联汉字的：“贝—账贺/

木—樟杠/犭—狡猾”,一组是用声符系联汉字的：“注-驻/抄-

钞/赔-培/堵-赌/煤-媒/芬-氛”。凡此种种,可以说贯穿了小学

一二学段的识字教学,这就需要老师充分发挥自己作为引导者

的作用,自觉运用据形系联的方法,配合教材的随文识字法进行

教学。 

3.2温故知新,有效解决识字回生问题 

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因为主要是随文识字,没有办法兼顾

汉字规律及汉字的识记规律,这就需要老师在具体的教学过程

中吃透教材用好教材,自觉引导学生进行据形系联的训练。如一

年级上册识字单元一上来就是“天地人你我他”6个汉字,其中

除了“天、人”笔画较少结构也较简单之外,其余四个汉字都比

较难,老师可以引导学生观察这些汉字的整体,不难发现其中

“地”和“他”结构相同且有一个共同的东西“也”。一年级学

生才开始接触汉字,不认识“也”字很正常,但经过这样有意识

的引导之后,至少会给学生留下一个“也”字的印象,可以激发

他们最初的拆字意识。然后按照随文识字法继续往前学教材,

当学到汉语拼音板块《ang eng ing ong》时,在拼音之后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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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韵文《两只羊》,其中就要求识记“车羊走也”4个汉字。

这时候老师就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将“也”字与此前学过的

“地”和“他”联系起来,对于学生无形中就起到了一个温故知

新的作用,让学生对于汉字字形不知不觉间就有了一些朦胧的

认识。继续学到一年级下册,识字单元第一课《春夏秋冬》,其

中就有一个“池”字,老师就可以引导学生将此前学过的“地、

他、也”复习一下,并与“池”字建立起一种字形上的系联关系,

于是学生就可以得出这一组汉字的系联方式来：“也—地他池”

(一年级下册第五课《小公鸡和小鸭子》,就要求会写“也他地”

这三个汉字了)。当然,老师还可以将此后要学到的“她”(一下)、

“弛”(四上)、“驰”(五下)等字一并系联起来,甚至还可以将

结构更为复杂的汉字“拖”(二下)和“施”(四下)也进行系联,

如此就可得到一组更为详尽的系联汉字：“也—地他池她弛驰拖

施”,这样就做到了温故而知新,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学生“识

字回生”的问题。 

事实上,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也有意识地运用了据形系联

法,如一年级下册识字单元第三课《小青蛙》,就通过韵文识字

的方式,将“青—清晴睛情请”这一组汉字巧妙系联；一年级下

册语文园地二中的“字词句”板块,用“读一读,想一想”的方

式,系联了两组汉字：“日—明星早阳”、“寸—过时对村”。二年

级上册语文园地五,通过“识字加油站”板块,将“锋峰蜂”、“幕

墓慕”、“吵抄炒”巧妙系联；又如二年级上册语文园地六中“我

的发现”板块,直接出现了“巴—把爸吧、包—饱抱炮、方—放

防房、青—清晴情、马—妈蚂吗”这些据形系联的例证；再如

四年级下册语文园地四,也通过“识字加油站”板块,将“杆肝

秆”、“消俏峭”、“捕哺浦”、“轮沦抡”、“换涣焕”、“骏俊峻”

系联起来。但只是点到为止,且识字量较少,这就需要老师在教

学过程中,自觉将这种识字方法加以强化。一方面,可引导学生

发散思维,补充出那些没有系联出来的汉字(如“烽逢-缝”、“沙

妙纱秒钞劣省雀”、“汗轩赶竿旱-捍焊”等)；另一方面,还可以

引导学生运用这种方法,广泛系联其他汉字,如：厂—尸-尺-尽；

广—户-卢；丁—才-寸-付讨时对-树；业—亚-严；立—产-彦-

谚颜；己—已-巳-巴-色-绝艳；巴—吧把肥耙靶疤芭爸爬；口

—吞-吴-误娱；口—呆-杏-杳-查；目—相-湘厢想箱霜；且—

诅阻沮组姐狙祖租蛆；艮—很恨狠痕根跟限艰银眼垦恳退-腿

褪；良—娘酿粮踉狼浪朗郎-啷榔廊,等等。实践证明,只要老师

能自觉引导学生进行据形系联的训练,学生识记汉字的兴趣和

能力就会得到极大的提高。 

4 结语 

总之,目前义务教育盛行的随文识字法固然有很多优势,但

也存在一些不足。老师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应自觉引导学生进

行据形系联的训练,一方面以部首系联汉字,一方面用声符系联

汉字,同时还要做到不拘泥于汉字编排的先后顺序,不拘泥于汉

字的造字理据,充分发挥许慎开创的据形系联识字法的作用,跟

随文识字法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以切实提高学生的识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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