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华文课程标准
识写分开
多认少写



识写分流 识多写少

心理学依据：

1 要符合儿童认知、学习的关键期

2－3岁（听觉发展）4－5岁（视觉发展）

4－5岁：学习书面语言的最佳年龄

小结：

3－8岁：儿童识字关键期

错过语言学习最佳期，在“泥泞期”学语文。



识写分流 识多写少

心理学依据：

－认知汉字

－书写汉字 （ 两者心理规律不完全相同）

笔画多少与识别汉字的难度基本无关。

例： 鹿 － 广 鞋 － 壬

识字容易写字难。 两者同步，会相互牵制。



识写分流 识多写少

教育价值

识字的最大目的是及早进入阅读阶段。

阅读能力是开发儿童智力潜能、获取知识、

培养思维能力和实现自我教育的主要手段。



识写分流 识多写少

教育价值

写少－保护儿童，符合儿童生理卫生

写字－要重视儿童认知规律

要重视汉字书写规律

迷思：“生字不写就不可能会写”



识字的目的何在？



写字 掌握生字??

(普遍与不正确的观念)

《成才的金钥匙－－提前读写》
文字改革 4/1984

参考：



跟大多数国家一样，我国（中国）儿
童也是六、七岁入小学。在这一生中
智力发展最关键的时期，我们的孩子
却只能在相对单调的识字课时中半荒
废的度过。

“…… 孩子花十年的时间学本国语言，大多数不过
关…… 我们让孩子用 1/10的时间学科学，1/3的

时间用在收效不大的语文课上。这个问题是不
是应该重视？……

吕叔湘说：



是老师不卖力或孩子不够勤奋用功吗？不是的！

很多老师绞尽脑汁，冥思
苦想……早晚和假日还常
常要为孩子补习，不愧是
辛勤的园丁！可是情况始
终没有大改变。



至于孩子所受的委屈，我们实在不忍
多说。当外国儿童老早放学，在丰富
多彩、引人入胜的种种有益身心发展
的活动中尽情欢乐的时候，我们的孩
子却不得不强行抑制青春的活力，呆
板地坐在板凳上，一遍又一遍抄写枯
燥无味的生字、生词，常常到很晚……



某小学二年级学生每天的家庭作业
…………

…………

总计： 一天写 432个汉字，
120个汉字的汉语拼音。



从科学的角度看，我们的教学法不
是抓住最佳时期来开发儿童大脑，
相反，总是用单调重复乏味的灌注
法来抑制大脑皮层的兴奋，熄灭儿
童的求知欲，扼杀儿童活泼的创造
力，结果是幼嫩的大脑细胞得不到
激活。虽说是一片苦心，客观上是
在抑制儿童的智力发展。……





“先认字、后写字”教学法
－ 先让学生集中精力认
字，以便提早阅读图书，
引起对华文的兴趣。

4/2/2004 星洲日报



… 现在每天要学生学写生字，

为听写、默写死记硬背，拖慢了
认识更多新字的时间。认字少，
词汇少，没有能力阅读，激不起
他们对华文的兴趣。



识字不可陷入误区

1   机械重复

2   孤立地识字

3   追求考试内容，忽略基础



字种数 覆盖率 不足率

1000 90% 10%

2400 99% 1%

3899 99.9% 0.1%

5200 99.99% 0.01%

6600 99.999% 0.001%

现代汉语常用字的覆盖率



年级 会认 会写

一 560 275

二 536 254

三 424 224

四 422 352

五 327 271

六 309 239

总计 2578 1618

小学华文新课标会认、会写的字



年级 会认 会写

一 560 275

二 536 254

三 424 224

总计 1520

小学华文新课标会认、会写的字



字种数 覆盖率 不足率

1000 90% 10%

2400 99% 1%

现代汉语常用字的覆盖率

从识字华文的特征：
* 字种、字量的重要性
*    二次构词

（语感靠阅读培养－语言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