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经教学，新手上路

2015年字经班教师 刘春

“人生识字聪明始”。 小小汉字奥妙无穷，凝聚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与智慧。2015
年夏天我陪伴着近二十名小朋友一起开始了《中华字经》学汉字的难忘之旅。回顾两个学

期的教学生活，我从前辈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具体的教学方法和技巧，这里主要想分享一

下作为一名新老师我是怎样起步的。

一 字经教学基本法是定海神针

尽管幼儿识字的教学手段非常多样，但中华字经教材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特定的教授方

式，音形对应，直读成诵；建立字序，逐块分割；鲸吞，反刍，迁移，整合。吃透这套基

本教学法，将其有效的贯彻执行是新手开始教学的不变法则。试教过程中体验和总结尤其

重要，珍惜每一次试教机会，思考每个环节的因果关系，认真做好课前准备。教学初始阶

段的重点是基本教学方法与孩子们的磨合，逐步做到游刃有余，课堂的形式万变不离其宗。

二 尽早与小朋友达成默契，高效互动

第一天上课，孩子们都是第一次步入课堂，为了让他们知道课堂的学习要求，我特意

带了一只小兔子玩偶，将课堂要求编成了一个口诀“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睁

大眼睛看黑板，大声朗读来比赛，小手指着字经书，一字一字学的快！”。他们一下就被口

诀的内容和我设计的动作吸引了，迅速领会了我的要求，认真听，仔细看，跟读，指读......
我们兴致勃勃地一起诵读，哪个小朋友表现非常好，我就把小白兔放到他的桌子上陪伴。

一堂课下来我们彼此已经有了相当的默契，他们的学习热情也很高。基于这种默契，课堂

上一唱一和，教学的各个环节起承转合，环环相扣，顺达通畅。这种默契，是老师和孩子

们课堂上无声的心灵碰撞。

三 班级的凝聚力是教学激情的保鲜剂

字经班的孩子们刚开始怯怯的自我介绍，后来互相帮助占座位，一起游戏，一起欢唱

舞蹈，放学后难舍难分。我们班级时不时的聚会一次，各家带来拿手美食，孩子们跟着爸

爸团做游戏其乐融融，妈妈们津津乐道育儿经，我利用这个机会结识更多的家长，与他们

就孩子的字经学习情况进行交流。每次聚会都意犹未尽，让人难忘。我发现自己在教学中

根本没办法怠慢这些孩子和家长，因为他们好似我的家人。每次上课我都尽情投入，也能

强烈感受到孩子们和家长对我的信任和支持。家长们还自发筹集班费建立“小金库”，作

为班级活动的机动资金，尽管对每个家庭仅仅是一份冰激凌的钱，但我仍然感觉自己的付

出相比每位家长真是微不足道! 想一想，这样一个团结的集体要彼此相伴一同走过孩子们

的小学时光，乃至中学时光，大家怎么会彼此不珍惜这份缘? 班级的凝聚力激发着我的责

任感和教学激情，让我不能懈怠。

四 课堂教学透明化

我们海外中文教学的特点之一是课时少，通常没有足够的课堂时间用来复习巩固。针

对这种局限性我每上完一次课就认真的写教学报告，把学习内容，重点字词理解，字理结

构，文化常识，常用字等级，考试情况总结，家庭作业，家庭辅导建议等清晰的记录下来。

这样做主要有 3大好处：

1. 缺席的小朋友及家长和不听课的家长可以获悉教学细节，在家辅导，跟上教学进度。

2. 家长可以有针对性的反馈意见和问题，建立深入交流的渠道。



3. 对自己的工作是一个记录总结，对今后是一个参照，可以扬长避短。

课堂教学透明化非常有效的加强了家校沟通，也是课堂教学方式的一种延伸。

五 建立长效激励机制

课堂上的鼓励和表扬是激发孩子学习积极性必不可少的手段，那么如何让激励效应保

持的更持久呢？于是我给每个孩子上课统计“积分”---- 表现好就画一颗五角星。几堂课

后积分达到一定数量就可以换取相应级别的小礼物。换取了心仪的小礼物后孩子们会更加

努力的在之后的课堂上争取得到更多的积分。小礼物是号召家长捐出家中闲置不用的玩具

或学习用品，或利用班费在一元店购置些有意义的小玩意。目前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对于我

们班 5岁左右年龄段的孩子们是行之有效的。

六 制定阶段性教学计划，设定阶段性教学重点

建议教学计划的周期以一学期为单位，也可以是 2 个月，目的是确定一条教学主线，

集中火力采用有针对性的教学方式解决某一方面的具体问题。两个学期初始我都为自己制

定了阶段性计划。第一学期，孩子们入学年龄只有 4-5 岁；之前没有正式课堂学习经历；

没有系统学过汉字；基于这些特点我的教学重点是“激发识字兴趣，建立学习习惯”。围

绕这条主线课堂内外我花很多时间特别强调家校配合，家庭辅导的重要作用，和家长一起

探讨培养兴趣和养成习惯的具体有效方法。第二学期，我设定教学重点为循序渐进，掌握

字的构造，加强字词意义的构建教学，同时视接受程度拓展到对大人物，大事件，文化常

识的初步了解。课堂上通过竞赛答问的方式激发孩子们多诵读的同时，提醒他们多观察，

多思考，及时地渗入字理介绍，帮助他们抓住字的特征快速记忆。另外教学方式更多样化，

除了道具展示，动作演示，多媒体，还通过动画片讲解，情景游戏模拟等辅助手段强化教

学效果。这学期已经接近尾声，下一个学年我有一个想法，希望加强识字的应用，逐渐增

加课堂阅读量，力求“趁热打铁，识读结合”。孩子们通过前面的学习积累，识字量增加，

阅读能力有了一定基础，因此有必要多找一些与课堂新字相关的阅读素材，尽可能把教的

字和阅读内容在课堂上整合起来让同学们当天学以致用，从而做好从学龄前向一年级的顺

利过渡。

七 提升自我文化素养

中文学校仅在周末上课，大部分老师兼职，尽管这样所有老师都非常认真负责，以专

业教师标准要求自己。为了提升自我文化修养，从大的讲，一方面直接向前辈老师们取经，

听课观摩，讨论总结，一方面积极参加专业培训课程，加强专业知识，开阔眼界，勤思考，

多实践。从小的讲，要注意自己的发音是否正确；自己的课堂语言表达，情绪是否得当；

自己对教材的解析是否正确；自己设计的传授方式接受的难易程度，以及课堂驾驭能力等

等。总之教学底下见功底。汉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体现了思维文化，创造文化，

概括文化和审美文化，浩瀚精深，学无止境。新手上路跌跌撞撞，我需要不断学习探索，

博采众长，虽不能成为名师名家，但也会亮丽自己的人生。

教学是一门艺术，好的教学打动人的心灵深处，但岂是一日可为？让我们老师们携起

手一起努力，引领孩子们从狭小的课堂走上广阔漫长的人生旅途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