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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春妍：语言积累与梳理任务群解读与实施建议

整理：建瓯市实验小学 叶淑洪

直播 2022.07.26 19.30 网址：

https://appxwakg8cj8903.h5.xiaoeknow.com/v2/course/alive/l_62d0c605e4b050af239bfbda?type=2&pro_i

d=p_62c3b148e4b00a4f37222a3f&app_id=appxwAKG8CJ8903

一、设置的意图与价值定位

1.突显语文课程的性质

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工具性与人

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2.夯实了语文学习的根基

重视积累，善于梳理，灵活运用。

（积累不积硅步 无以至千里）（梳理不能死记硬背）

以学生为主体，在真实的情境中进行。比如：一年级学习分类，要学习分类整理；

中年级要学习初步整理字词句篇；高年级就要进行比较专业的梳理，根据汉字的构字

特点进行积累、运用。

3.指向核心素养的提升

基于儿童，链接生活，面向未来。

学生在进行语言文字的积累与梳理、探究语言运用的规律的过程中，思维能力的

发展，审美情趣的提升、文化理解能力的提高同步推进，有利于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

整体发展。

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任务群在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发展占据重要的位置。

（要注意情境化，联想和记忆的依托）真实的情境，其本质是心理意义上的。是

指那些贴近学生既有经验，且符合其当下兴趣的特定环境。正是这样整合性的真实情

境，搭建了学生生活实践与学校课程领域与学习之间的桥梁，赋予学生学习活动以意

义，使学生学习活动、反思与社会互动变得必要和成为可能。

比如“识字加油站”就是置于具体的情境中。“我的发现”都是发现汉字的组字

规律，都是放到儿童生活情境的进行。

基于儿童的生活去开发和组织学习（疫情 年度汉字）。

语言能力是未来合格公民的关键能力。

二、总体目标和设置原则

1.了解汉字特点，激发儿童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之情

汉字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是音形义完美统一的表意文字。汉字

是我们祖先伟大的发明，也是汉文化的核心构成。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汉

字有三美，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

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通用语文字是普通话

和规范汉字。

2.关注字感的培养，提升儿童自主识字、准确运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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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感当我们的眼睛阅读汉字时，看到的不是简单抽象的符号，而是由目及身心，多感官

协调呼应，产生直观生动的画面感、组合有序的积木感，亲切熟悉的音韵感和心领神会的意

蕴感。

在小学阶段识字教学的最终目标应当是∶积累一定数量的汉字，达到音，形，意的全面

把握。在符合汉字表意性，系统性的教学方法强化；产生掌握汉字的科学方法，以达到不教

而终身识字。在对汉字有明识的前提下，强化民族文化意识，增进爱国主义情操。

————王宁《汉字教学的原理与各类教学方法的科学运用》

关注汉字的逻辑线索，追根溯源，避免不规范的讲解。

识字教学关注汉字的科学汉字的理据和儿童学习的规律，用儿童喜欢的方法让汉

字走到儿童的心里去。

3.培养良好语感，在言语实践中提升儿童的言语品质。

语感∶表现为不需要刻意组织就可以表达思想，不需要刻意分析，就能够分辨和判断言

语真实的敏锐性。

语感看似一种直觉语感随着言语经验的丰富而增长，随着积累的深度和数量的增多而提

升。

在语言现象中感受规律，发现简单语理。

用科学的方法带着儿童去梳理，在梳理中感受汉字的规律。

语感形成的途径不止是朗读和背诵，对语言文字进行简单的梳理，初步发现简单

的语理，对语言现象有初步的认识。

（读书百遍，其意自现，是多感官的参与），提升品质，就要进行梳理，发现规

律。

设计原则：科学性、真实性、实践性

1.科学性。强调教学设计的学理依据。强调汉语汉字自身的特点与运用规律，而不是知

识条目的死记硬背。

2.真实性。强调言语实践情境的真实性，教师通过设置真实的活动情境，激发学生参与

的兴趣，提高参与度。

3.实践性。学习任务群以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为纲，以学生的语文实践为主线，着眼于培

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基础能力。追求知识、技能、思想、情感、文化修养等多方面、多效

应，而不是学科知识逐点解析、学科技能列和链接。

学习情境：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实施从学生语文生活实际出发，创设丰富多彩的学习情境，设计信挑

战性的学习任务……“。情境是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养成发展和表现的载体，需往真实的

富有意义的情境中，学生言语实践的兴趣被激发起来，言语实践活动得以发生。言践践能力

得以发展。

情境设置可以分为个人体验情境，社会生活情境和学科认知情境。

个人体验情境指向个体的内心世界，强调个体通过实践认识周围的事物，丰富情感经历

的真实场景，包括知识的获取和学习。情感的碰撞与共鸣，对语言文字的个性化体验与感受。

社会生活情境指向个体，以社会人的身份与世界他人的交流，强调个体在具体的生活场域中

需要面对的不同对话空间，交往对象和交流任务，强调语文实践活注言语实践活动的目的和

对象。学科认知情境指向个体，借助学科思维多解决与学科内容相关的并在此过程中发展学

科认知能力。例如在一组非连形成有意义的结论，给出符合科学规律的建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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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习内容

1.第一学段

研读课标第一学段的学习内容时需要与前面的学段目标结合着来看。

识字与写字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是第一学段的教学重点，也是贯穿整个义务教

育阶段的重要内容。应注重设计活动化、游戏化、生活化的语文实践。

日

X
识字与写字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是第一学段的教学重点，也是贯穿整个义务教育阶段

的重要内容。第一学段应注重幼小衔接，设计活动化、游戏化、生活化的语文实践活动。学

生应认识常用汉字 1600个左右，其中 800个左右会写。在教学中，需要合理安排识字与写字

的量，多认少写，重视学生的写字姿势，引导学生掌握基本的书写技能，养成良好的书写习

惯。应让儿童真正亲近汉字，触摸汉字背后的文化和内涵，培养儿童对汉字母语正确的情感

态度价值观，培养儿童识字的能力。

诵读经典语文材料，培养语感，激发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通过大量的语言

文字积累与梳理，促进学生的思维能力、审美创造、文化自信，全面提升核心素养。

2.第二学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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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年级的分类整理汉字的基础上，进一步链接生活，引导儿童尝试探究、发现、

思考汉字的构字规律和使用情况，注重独立识字、写字能力的初步养成。

大量积累汉字的时期

3.第三学段

养成较强的独立识字的能力，主动运用多种方法独立识字，发现构字组词的特点

的同时，接受汉字智慧和文化的浸濡，形成良好的字感。

在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基础上，进一步感知和发现语理，形成良好语感。初步学

习跨媒介积累和梳理语言材料和语言经验，开展专题探究活动等，链接生活，学以致

用。

四、实施建议与操作

1.联系儿童生活，创设学习情境，激发识字兴趣

在大单元主题教学设计中，应根据教材文本的特点，创设相关的游戏活动情境，

让儿童进入情境，成为游戏活动的参与者，在活动中遇见汉字，让识字自然而然地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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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教材，尤其是一年级，不一定都适合开展大单元教学，有的单元还是需要一

课一课老老实实地教。

2.融通汉字思维，引导积累与梳理，传承中华文化

不仅能正确书写和使用，也要接受汉字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引导儿

童通过积累与梳理，探究汉字的构字规律，有主动识字的愿望，成为汉字的发现者、

守护者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1）培养自主识字的意识

学习基本笔画部件和 300 个基本字

汉字是具有系统性的，字跟字之间是具备有序关系的，学好独体字是学习合体字

的基础。

追根溯源，扎实学习好部首

部首是汉字构字的基本部件，由东汉文学家许慎所创。同一部首的字大多和部首

的本义有关。

发现声旁的秘密。

有些形声字的声旁有共同的源义素，我们可以根据这样的声旁来类推和猜测相关形声字

的意思。

宋朝人称之为“右文说”，即依据形声字同一声符意义相通与声符往往居文字右边的现象，

去归类解释词义的方法。

丁（聚焦到一点）————顶盯叮 搂和抱

形旁表示类别，声旁表示意义。（这与我平常的认识不太一样。）

1.双线识字（逻辑和情感）

让儿童成为“小小汉字发现者”
（1）探究识字的逻辑线，将汉字的构字思维和儿童的认知规律紧密结合，引导儿童发现

汉字构形、构意的规律和联想线索，科学、有趣地分析汉字，培养自主识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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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探寻识字的情感线。引导儿童发现汉字形义之中的文化内涵，发现与自己生活的联

系，识记字形，了解字义，感悟汉字的雅趣与真情，

2.培养自主积累的习惯：循序渐进，逐步提升，学以致用

3.关注在积累基础上的理性梳理，一体化设计学习任务

以生活为基础，以实践为主线，以任务群的思维去设计教学。

围绕特定学习主题确定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语文实践活动，语文学习任务群由相互关联

的系列学习任务组成，共同指向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具有情境性、实践性和综合性。

（1）用任务群的思维重新审视教材课文：整合学习目标；规划学习内容；转换学

习场景；自主学习过程；灵动学习评价。

（以二上美食集中识字单元为例。过节家里要来客人，拟出一份菜单）

任务一：买菜。出示菜单，认识相关食材的汉字，重点是草字头的字的梳理

任务二：做菜.这个环节主要关注菜单中的动词，以及发现这些动词的组字规律

任务三：上菜啦！整合菜名，报菜名。整合语文园地中食物滋味的词语。

任务四：小小汉字发现者，发现“舌尖上的汉字”

★一个字一一选择喜欢的汉字

小朋友们自由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汉字，从这个字的字形、字音、字义中能够获得自己

独特的发现。避免简单地读书，读稿式讲解。★一次发现——发现汉字的奇妙

围绕所选的字，小朋友们阐释自己对这个字的理解，用简练的语言表达喜欢这个字的理

由，可以和身边的人一起探究、讨论，可以用音频、视频或是研究报告等形式展现。

★一个创意——描绘汉字的模样

小朋友们可以试着和朋友一起，用身体创造性地去摆一摆自己喜欢的汉字，并拍照记录

下来。也可以用一幅画，画一画自己喜欢的字等等。

★一次推广———述说汉字的故事

做一次汉字的推广者，把你喜欢的汉字推荐线家，让更多的人感受汉字的魅力。

（2）自主开发相关的学习任务群。

《食在金陵》学习任务群。设置基于学生生活的学习任务。学生要完成“行走全陵寻

觅美食，感受金陵美食滋味，评选金陵美食榜单”等六个任务，通过收集、梳理典型金

陵美食，尝试发现汉字规律；通过多种方法认识生活中与美食有关的常用字，积累相关的

成语、故事，感受传统文化；再评选出金陵美食榜单，介绍推广，促进语言、思维、审美

及表达能力的提升。

六个任务螺旋上升，有机联系。学生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不断积累语言材料经验，通

过观察、分析、整理，发现汉字的构字特点，掌握语言文字远用规范，感受汉字汉语的文化

内涵。

【学习情境】

最近一个同学向大家分享了一个发现冬奥会刚刚结束，除了很多赛事报道外，还看到了

一则有趣的新闻（出示）∶老外冬奥行学会地道汉语，回国不忘微信问候“Zao shang hao”希
腊代表团的领队塔索普洛斯·斯塔夫罗斯每天工作之余都找志愿者助理上“中文课”。“早上

好”“下午好”“晚上好”三句问候成了他在冬奥村的口头禅。“后来不知道谁教了一句‘吃了吗您

呐’，他特别爱用。一见中国志愿者，他就来一句'吃了吗您呐'。"付亦婷说，"而且他每次都精

益求精，一定要听到"perfect'才能停止中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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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还有很多外国人都很喜欢中国文字。但都觉得挺难学。（播放视频∶外国人学中

文的苦恼）于是，他就萌发了一个想法，他想倡议大家一起行动起来，设计一个线上的汉字

馆，向全世界推广我们的汉汉字馆应该分为哪几部分?每部分该有哪些内容呢? 怎么能感受到

汉字的有趣、美丽和智慧呢?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研究。

【学习流程及时间安排】

一、项目分解（1 课时

全班集思广益，根据学习情境，换位思考参观者需求，讨论汉字馆构成，明确项目目标。

任务一∶研究汉字历史馆内容∶分类搜集资料，并以适当方式展示，帮助大家了解汉字

的前世今生（产生、演变、影响力等等）

1.【出示】研究计划书

2. 多种形式介绍汉字来源、演变过程、影响力。

3.邀请大家评价、建议。

任务二∶研究汉字生活馆内容∶分类搜集资料，并以适当方式展示，帮助大家了解汉字

在生活中的广泛运用，学习用研究报告的学术形式介绍汉字，唤醒大家规范使用汉字的意识。

1.研究计划书

2.以“寿”为例，赏析汉字之美，感受中华民族文化的宽大渊博精神，是包容的文化，它影

响着千秋万代，见证着历史与生活的变迁。

3.汉字研究及撰写研究报告的经验分享、评价交流。4.出示错别字研究报告。邀请对报告

进行评价、修改。5.借助汉字馆平台发出倡议，倡导规范用字。

任务三∶研究汉字游戏馆内容∶分类搜集体现汉字特点的古诗、歇后语、对联、字谜、

汉字故事等资料，并创设多种有趣游戏方式，帮助大家体验汉字的趣、美、慧。

1.研究计划书

2.搜集一些能体现汉字特点的字谜、画谜、故事谜、歇后语，设计成有趣的体验游戏，

进行沉浸式体验。

第一版块∶玩字谜游戏，介绍常见猜谜方法

第二版块∶在游戏中了解歇后语特点，灵活运用歇后语

第三板块∶《生僻字》大挑战 3.邀请大家评价、建议。

【学习流程及时间安排】

一、项目分解（1 课时）

全班集思广益，根据学习情境，换位思考参观者需求，讨论汉字馆构成，明确项目目标。

二、指导制定计划，学习搜集资料的方法（2 课时）

三、根据所学学习任务，搜集并整理资料，展示汇报（2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