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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语文教育中的汉字文化教育 
◆黄始华 

（中山市东区朗晴小学） 

 
摘要：汉字符号既象征着我国传统文化，又是一种最古老的文字，到目

前为止，已有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在小学阶段，做好汉字文化教育工

作，将对优秀中华文化的传承、学生国学素养的发展极为有利。基于此，

本文就小学语文教育，探讨了其中的汉字文化教育，希望可以使汉字文

化教育工作者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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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具有十分广泛的应用范围，涉及诸多方面，如谈吐、文
化交流等。小学阶段是学生接触和学习汉字的重要阶段，所以小
学生应努力将汉字学好。汉字文化是我国绵延至今的传统文化，
由此作为一线小学语文教师，也应致力于让学生更好地学习更多
汉字和理解汉字文化课题的研究和探讨。在课堂上，教师应引导
学生深入体会汉字文化的魅力，并习得学习汉字的方法，以认识
更多的汉字。所以，针对汉字文化教育，教师应采取科学的教育
方法，不仅不可以太过强调学生的机械记忆，而且还要教出乐趣。
从小学伊始，便高度重视汉字文化教育。 

一、在小学语文教育中汉字文化教育不同于传统识字教育的
地方 

一般传统识字教育是指教师简单地将一些识字的方法传授
给学生，视学生为识字的机器，而并未去关注汉字文化教育，仅
关注学生课堂教学中掌握的文字数量，而不是习得了怎样的文化
内涵。传统的教学方法只是结合汉字特点来展开，如在讲述“肚、
肝、脏”时，教师往往只是让学生简单地找出这些汉字的共同特
点，再寻找其他相似的字。这样虽然提高了在课堂上学生的识字
效率，但却忽略了文化教育。在汉字系统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
宝库。在日常的教学中，教师除了要教会学生书写汉字的方法，
还应通过汉字文化教育，传授蕴藏在汉字中的文化内涵，以拓宽
学生的知识面，并教会学生明白汉字是如何产生的以及这么写的
理由，比如，就“肚”字，为何会这样写，究竟是如何演变出来
这个字的，以提高他们的语文核心素养。所以，在小学语文教学
中，加强汉字文化教育，是小学语文老师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做好汉字文化教育 
1、讲清识字中的汉字构造 
经历长达几千年的变化和发展，汉字构造表现出一定的构词

规律。按汉字形体可将其划分成标识、类化、区别这三大类符号。
其中标识符号指的是基于形体构造，便能得出客观事物的对象符
号。创造汉字旨在取形于物来表达客观事物，所以，汉字带有标
识作用。在小学学习汉字的过程中，通过这种标识作用，能充分
调动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第二种类化符号是指构造汉字的联
系，体现了认知与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彰显了构成汉字形体的系
统化特点，进而形成了汉字部首。然后基于一定的基础，在汉字
的学习过程中，便可以归纳出一定的规律，并总结出部分汉字间
的联系特征。而区别符号则是伴随产生方式的变化而产生的，通
过在汉字中组成形体符号基本含义的变化，能区别不同的汉字。
例如，在《永生的眼睛》课文中，“栩”字中的“木”偏旁便不
再有类化作用，仅仅只是起区别作用，即因为包含“木”便能与
“翔”、“翅”等字加以区分，故“木”字旁是指一个区别符号。
上述三种符号彰显了构造汉字的基本规律，也融入了民族思维方
式，承载了民族文化，能供汉字教学参考借鉴。 

2、讲述识字中的汉字背景故事 
在教授汉字时，教师可以为学生讲述汉字背后隐藏的故事和

其中蕴涵的基本意思，以便学生更加完整、高效地理解汉字。比
如，对于“章”字，目前许多人都错误地以为章由立与早组合，

而实际上在古代“章”字有乐章之意，该字包含“音”与“十”，
由“音”表示音乐乐曲，学生都明白这个，但然后得来“十”字
的呢，古时候“十”是指万物之终，结合“音”与“十”是指完
整地演奏乐曲一遍，这并是“章”字的由来。通过给学生讲述这
个来历，将有益于学生深入理解汉字，以促进教学效果的提升；
又如，教师对于“妻”字，便可以寻找“妻”字的另一种甲骨文
写法，引导学生观看该字是不是很像一名跪拜着的女子。由于古
代一般都是抢妻，演变至今便形成了这个字，其中的上半部分如
战用钝器，而下半部分为“女”字，表示性别，即抢来的女性妻
子，这便是产生“妻”字的由来，这样学生便能更深刻地体会传
统识字文化。 

3、以汉字文化教育发扬中华民族文化 
在现代小学教育的新背景下，因为汉字文化教育是中华民族

文化传承延续的起点，所以在小学语文课堂上，应呈现出更多形
式的汉字文化教育。在当今社会，汉字文化教育引起了越来越多
的关注，其中的文化传承功用极为重要。目前，在国际上每个角
落几乎均有我国汉字的身影，各国也一度积极普及了孔子学院。
在部分大型比赛中，听写汉字也被纳入一项比赛活动。教师在小
学阶段的汉字文化教育中，也可以基于教会汉字，来举办一定量
的汉字比赛活动。比如，听写汉字的比赛，在比赛后通过授予奖
品或奖状来鼓励学生。此外，也可以组织讲解汉字由来的大赛，
展开比赛的目的切不可限于奖项或奖品，而应强调对学生汉字记
忆能力的激发，以促进汉字文化教育的发展。总之，在小学阶段，
应加强汉字文化教育，语文教师只有从小学伊始便重视汉字文化
教育，方才能将中华文化更好地传承向国际上，并激发小学生的
汉字学习热情以及爱国热忱。 

三、结语 
总之，在小学语文教育中，汉字文化教育的作用不可或缺。

在小学语文教学实践中，教师应从小学生的发展特点出发，不断
渗透汉字文化教育，以大幅提升小学生的识字能力，并以此帮助
他们实现全面发展，传承并发扬光大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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