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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漢字識字教學的三個面向

關之英*

一、引言

識字教育和掃盲運動有密切的關{系。掃盲與識字雖然不是一個對等的概念，因

為掃盲還包括閱讀、寫作、記帳等文化知識，但不識字就一定是文冒。正如現代漢

語詞典 (1988) 對文盲一詞的解釋是 I 不識字的成年人」。識字率也成為各國

衡量文盲數字的統計指標。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每年的9 月 8 日為國際掃盲日 (International Li teracy 

Day) 1 .旨在動員世界各國普及初等教育，使適齡的兒童都能上學，能夠識字，從

而達到增進人際溝通，消除歧視，促進文化傳播和社會發展的目的。 2006年國際

掃盲日的主題搞「識字維繫發展 J (Literacy2 sustains development) .前聯合國

秘書長安南在國際掃盲日的文告說: I 不識字的婦女和女童缺乏擺脫不平等和歧視

的重要武器。正如聯合國掃盲十年 (2003年 2012年)總主題提示我們，識字即

自由」月。

由此可見識字教育的重要性。怎樣幫助人民有效地認識本國文字，吸取知識，

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成為各國教育部門都重視的課題。基於每個國家的文字系統

不同，識字教育應該按本族文字的特點及優勢，從而設計適合的課程，這樣才能發

揮最佳的學習效果。本文就漢字的特點、見童學習心理和課程規畫三個角度，談談

漢字識字教學要注意的問題。

二、漢字的特點

本文所指的漢字是指現代漢字，就是白話文用字，包括古今通用的字和現代漢

語專用字，不包括古代漢語專用字，即文言文所用字(蘇培成 .2001) 。漢字包

* 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

參考網址 :htt口 11口ortal.unesω.org/education/en/ev 口h口-

URL ID=50415&URL DO=DO TOPIC&URL SECTION=20 I.htm] 

2 中國和西方對Literary (譯作:識字)的概念不同，中國以字為單位，西方以詞為單位。

3 2006國際掃盲日文告。參考網址 :httv:llwww.unesω.org/educationlliteracvdav 20061 
ko自Annanmessage_chi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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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字形、字音和字義三個要素。字形就是字數，漢字的字數很多，但小學生需要的

識字量卻不多，這是漢字第一個特點。台灣教育部 (2000) 對國小學童字詞使用

狀況曾作調查研究，從教科書、見童讀物、工具書和電子媒體等一百二十萬字的樣

本中，發覺累計的單字數為5021個。據張衛國 (1983) 的研究，他認為以3000

個字種定為小學語文識字量的下限最合適，因為對一般讀物的覆蓋率達99.5 。識字

量達到3000以後，字種數雖然繼續增加，覆蓋率卻幾乎是平宜的，增加得很少。

李鎧 (2000) 統計內地人教版及北京版兩套小學教科書，發現課文出現字數分別為

3215字和3144字，佔常用字百分比分別為95.48和 93.83 。由此可見小學生的識字

量約為3000個左右，便能閱讀一般的語料(周有光. 2002 ;周立群. 2005) 。這

是因為漢字常用字集中，組詞能力強，所以減少了因漢字字數多所帶來的學習困難。

自 50年代至今，中國內地所頒布的小學課程綱要對識字量都有明確要求，歸納

各個課程綱要，以表說明如下:

表一:中國內地小學課程對小學生識字量的要求

年份 名稱 小學學制 識字量要求

1950 
小學語文課程暫行標準

五年制
(草案)

由三干個常用字組織的基本詞匯

1955 
小學語文教學大綱草案

六年制
能夠掌握一定數量 -3000至 3500 一

(初稿) 的漢字

1956 小學語文教學大綱(草案) 六年制
能夠掌握一定數量一3000至3500 一

的漢字

1963 
全日制小學語文教學大綱

六年制
小學語文教學的要求，是使學生認識

(草案) 3õOO個常用漢字﹒.....

1978 
全日制十年制學校小學語文

五年制
在小學階段要使學生學會常用字3000個

教學大綱(試行草案) 左右

1980 
全日制十年制學校小學語文

五年制 學會常用漢字3000個左右
教學大綱(試行草案)

1986 全日制小學語文教學大綱
五年制及 認識常用漢字3000個左右，要求掌握

六年制 2500個左右

1988 
九年制義務教育:全日制小

六年制 學會常用漢字2500個左右
學語文教學大綱(初審稿)

19924 
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小學:

在小學階段，要使學生學會常用漢字

語文教學大綱(試用)
六年制 2500個左右。要能讓準字音、認清字

形、了解字義，並能正確地書寫、運用

1995 
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小學:

在小學階段，要使學生學會常用漢字

語文教學大綱(試用)
六年制 2500個左右。要能讀準字音，認清字

形，了解字義，並能正確書寫、運用

4 以上各本課程綱要引自:課程教材研究所編 (2001) 。但0世紀中國中小學 課程標準、教學大綱薩

編:語文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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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小學: 認識常用漢字3000個左右。學會其中

2000 語文教學大綱 六年制 2500個左右，做到會寫，並了解在具體

(試用修訂版) 語言環境中的意思

2001 
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

六年制
認識常用漢字3000個，其中2500個左

標准(實驗稿) 右會寫

以上各本大綱看到有以下的特點。第一:各本綱要對小學生識字量的要求約

為2500至 3500個之間，說明即使漢字的數量很多，但小學生只要掌握為數不多

的常用漢字，便能應付基本閱讀和書寫的需要。第二: 1995年及以前的語文大綱

對識字質量的要求是: I 在小學階段，要使學生學會常用漢字2500個左右。要能

讀準宇音，認清字形，了解字義，並能正確書寫、運用」。把它概括起來，通常稱

為「四會 J 0 I 四會」即會讀、會講、會寫、會用。會讀指能用普通話語音讀出字

音，還能辨清多音字的不同讀法;會講指了解字(詞)義並用語言文字解釋意思:

會寫指認清字形，正確書寫;會用指把寫過的字(詞)在實際語言環境中加以應

用，如說話、造句等，這是識字最高的質量要求。這種「四會」的說法，自五十年

代至九十年代在全國許多小學廣泛推行。後來發覺不應要求每一個字都「四會」

否則便會拖慢了識字的步伐. I 四會」於是分步走(朱作仁. 1988) 。至2000年

的語文教學大綱(試用修訂版)提出: I 認識常用漢字3000{圈，學會其中2500個

左右，做到會寫，並了解在具體語言環境中的意思」。這本大綱 (2000) 提出了

「會認的字」和「會寫的字 J .並在各年級對認識的字和會寫的字有不同的要求。

至於最新的〈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 > (2001) .對九年義務教育分為四個學

段，每學段有五個範疇，包括: (一)識字與寫字、(二)閱讀、(三)寫話或習

作、(四)日語交際、(五)綜合性學習。識字與寫字第一次在小學課程中成為一

個獨立的範疇，可見重視的程度。以表列說明該範疇的內容:

表二:各學段對識字要求( ((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 , 2001) 

學段 年級
識字量

識字態度
認識的字 會寫的字

第一
1-2 

認識常用漢字
其中800-1000會寫

喜歡學習漢字﹒有主動識字

學段 160。一 1800個 的顧望

第三
3-4 認識常用漢字2500個 其中2000個左右會寫

對學習漢字有濃厚的興趣，

學段 養成主動識字的習慣

第二
5-6 

累計認識常用漢字
其中2500個左右會寫 有較強的獨立識字能力

學段 3000個

第四
7-9 5 

累計認識常用漢字
其中3000個左右會寫

能熟練地使用字典、詞典獨

學段 3500個 立識字，會用多種檢字方法

5 1-6是小學一年級至小學六年級. 7-9即中學的初中一至初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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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 > (2001) 提出「認識的字」和「會寫的字」兩
個概念， I 認識的字 J '即「四會」中的會讀、會講， I 會寫的字」即「四會」

中的會寫和會用。每學段對「會認的字」和「會寫的字」的識字量及態度有不同的

要求。那就是說，不需要每一個字都要求「四會」。教師應引導學生認識許多的漢

字，但不是每個字都要默寫，不應以每個字都要默寫而構成學習漢字的負擔。

漢字第三個特點是有許多形聲字，漢字有大量由形旁(形符)和聲旁(聲符)

組成的形聲字。所謂形聲字，就是形旁表義，聲旁表聲。據朱駿聲 (1983) <說

文通訓定聲》的統計，在《說文解字》這本最早的字典中，有形聲字7697個，佔

全書9475字的81% 。現代漢字的形聲字更多，大部分後起的新字如化學元素押、

銷等都是形聲字。形聲字的聲旁應該是表音的，可是在現代漢字中，聲旁表音的功

能很低。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聲旁雖然不能表音，但可以看到漢字有許多相同

的部件。例如: I 奢、諸、豬、煮、渚、褚、褚、暑、薯、緒、屠、賭、堵、睹」

等字都不讀「者」音，但它們都有相同的部件「者 J '於是學者便研究以形聲字有

相同部件這種特點進行識字教學。

以漢字特點作為識字教學有多種嘗試。戴汝潛 (1999) 統計該年以前近二十

年識字教學的方法，約有23種，可分為漢字特徵類、語境特徵類、心理特徵類和技

術特徵四種。漢字特徵額是根據漢字字身特徵而設計的識字教學法，這系列五花八

門，種類最多，可細分為六類 15法﹒包括有: (1) 形識類，有:部件識字法、逐

級分類識字法、字根識字法; (2) 音識類，有:注音識字法、漢標識字法、雙拼

識字法; (3) 義識類，有:生活教育科學分類識字法; (4) 形義類，有:字理識

字法、奇特聯想識字法、猜認識字法; (5) 音義類，有:聽讀識字法、傳統誦記

法; (6) 形音義類，有:集中識字、字族文識字法和韻語識字法。第二種是語境

特徵類識字方法，有分散識字;第三種是心理特徵類識字方法，又可細分為兩類3

法，包括有: (1) 快速循環識字法; (2) 情趣識字，有:字謎識字、趣味識字。

第四種是技術特徵類識字方法，也可細分為兩類4法，包括: (1) 徒手技術應用，

有:看圖識字、立體結構識字; (2) 現代數學技術應用，有:一般計算機輔助教

學、多媒體技術應用教學。

在上述識字方法中，根據漢字形音義特點特別是字形方面發展成為一套小學識

字教材有「集中識字 J 0 I 集中識字」在1958年在遼寧省黑山縣北關實驗學校開

始試驗，在 1960年北京景山學校試行，至今已有40多年歷史，並發展為「集中識

字、大量閱讀、分部習作 J (張田若， 2005) 的體系。曾出現三套識字教材，一

種是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教學研究室編的課本(五年制) ，共 10冊，另一種是遼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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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學院編的課本(六年制)共 12冊，再一種是北京景山學校編印的課本(五年

制)共 10冊。

「集中識字」的特點是「先識字後閱讀」。這種方法是開始時先教一批漢字，

然後才讀課文。例如先學「方」字，再學「房、妨、放、坊」等有關的形聲字;

後來發覺有些字不是形聲字，卻含有形聲字的聲符結構，例如「肥」字，如果與

「爸、把」等字一組的學，同樣便於記憶，於是便把這種學習的方法名為「基本字

帶字 J '以「巴」為基本字，可以帶出爸、把、吧、芭、肥等一組字來。

「集中識字」還有其他的學習方式，例如有:看圖識字、象形和會意識字、形

近和反義識字、讀詞和句子識字等方法，這些方法只佔20% '其餘的80%識字方

法主要是「基本字帶字」。

「集中識字」的優點是利用漢字的規律讓學生有系統地識字。通過比較歸納，

容易記得字形，學一個基本字便能學到一組字，識字量快而多。但教學的過程只

是識字，課堂較為枯燥單調。例如在景山小學二年級的課堂實錄(張回若、劉壘

華等， 2000) 中，老師教了三組字，分別是:白(基本字)、帕、怕;包(基本

字)、袍、炮、泡;容(基本字)、榕、溶。每一組字的學習步驟都是音節、四

聲、配詞、造句、比較字的結構、筆順練習相同的程序。雖然有圖畫、實物及多媒

體等教具輔助，但課堂結構呆板單一，教學方法公式化。這樣的識字方法偶一為之

未嘗不可，如果長期採用這樣形式，學生會覺得枯燥乏味(關之英， 2000 ;陸彩

萍， 2005) ，影響學習的興趣。

三、學習心理

漢字識字教學除了要考慮漢字的特點外，還要因應學習者的心理。「全語文取

向 J (Whole Language Approach) 從學習的心理比較哪些特質令學習變得容易或

困難，如果是真正和自然的，是完整的、有趣的、有意義和可以理解的，或與學習

者相關的，屬於學習者個人的經驗，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這樣的學習內容便會

較容易學習，皮之便會學得困難 (Goodman' 李連珠譯， 1998) 。

「集中識字」採取以「基本字帶字」漢字字形結構的規律，讓學生有系統地學

習，字形解決7' 但卻忽略了學習者的經驗和興趣，把幾個字形相似但在意義上沒

有關連字放在一起，只會容易引起混淆。按記憶系統而言，單獨一個字，脫離了語

境，也很難會記得牢圈，所以「集中識字」可能學得快，但也忘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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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識字」認為要通過生活和語境識字才有效，那就是「邊讀書邊識字」

要「字不離詞、詞不離句、句不離篇 J .生字新詞的出現和講解都在具體的語言環

境中進行。這是香港一直以來所採用的方法，那就是隨課文識字。以小一課文為

例:

我的家(胡燕青等， 2006) 

我的家，有爸爸，有媽媽。

我像爸爸，還是像媽媽?

我像媽媽嘴巴小，

我像爸爸腳板大。

雖然我沒有門牙，

一看便知是一家。

課文圍繞家庭和小朋友開始換牙的情境，與學生的經驗配合，在課堂可以展開

說話活動，或可以請小朋友帶一張家庭的照片'說說自己和家人有哪些地方相像或

不相似的地方，從而培養學生觀察和比較的思維能力。學習氣氛會較為活潑，能激

發學習興趣;而學生能即時應用所學的字，所以對字義會掌握得較全面。不過，把

方塊漢字一個一個獨立地學、獨立的記認，忽略了漢字字形結構的特點，一篇文章

要學的七、八個漢字在字形方面沒有關連，浪費7漢字字形結構規律的特點。張新

仁 (2004) 比較「集中識字」和「分散識字」對高雄市二年級68位學生的影響，

研究發現. r 集中識字」對增進學生在「部首語意知識」能力與「字形知識」能力

的立即及延右效果上，均顯著優於「分散識字」。由於研究只限於某一地區的兩班

學生，研究無法作大樣本的推論。葉素玲等 (2004) 讓台北小一、小三和小五各

兩班共 151位學生對漢字分類，研究結果顯示:低年級學生較多以筆畫特徵分類，

隨著學齡增加，便多以部件或部首分類。從研究可見，小學生接觸漢字時，他們的

注視點是字形而不是字義，因此字形是學習漢字一個重要的線索。

能否有一種識字方法，既有具體的語境，又兼及漢字字形特點呢? r 字族文識

字」就是取兩者所長而設計的一種識字方法。字族文所說的「母體字」即「集中識

字」的「基本字 J .由「母體字」帶出一組字，以字為族，然後以字族編成有韻或

無韻的文章作為教材。 1991年四川省井研縣教育局課題組按字族編寫了四冊小一

和小二的課文。舉一篇課文說明:

小青蛙(郭文俊， 1995) 

河水清清天氣晴，小小青蛙大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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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禾苗吃害蟲，做了不少好事情。

請你保護小青蛙'它是莊朦好衛兵。

91 

在課文中，既認識母體字「青 J '又認識「青」字的家族「清、晴、睛、情、

請」等一組字，同時又能通過語境了解字義，對漢字掌握會較牢固。低年級小學生

喜歡讀見歌韻語，字族文這些喂喂上口的課文，小孩愛讀愛唸，學習便變得有趣容

易。「字族文識字」是一種具有鮮明特色的中國小學語文識字教學方法(終樂泉，

1999) 。因為讀的是課文，學的是課文中的生字，而這些生字中的大部分又是同

一個「字族 J 便於歸頭學習和掌握。

然而，為字而編文，並且是押韻之文，加上要適合學生閱讀的情境，談何容

易，所以有時課文內容顯得牽強(關之英， 2000) 。而且「字族文識字」的教材

很多以農村為背景，生活在大城市的小朋友不熟悉課文情境。例如香港的兒童或許

從圖片知道青蛙的形象，但對「莊梅好衛兵 J 卻難於理解。一般學生既沒有看過莊

檬，也不明白甚麼是衛兵。課文內容與城市的生活脫節，所以即使「字族文識字」

的構思符合見童學習的心理，但教材並不能普遍使用。

「字族文識字」其實是在「集中識字」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同是以字「形」

為識宇的切入點 I 分散識字」則以字「義」為切入點。萬雲英 (1979) 認為

「集中識字」的優點在於. I 集中一定量的漢字，便於歸類對比和突出漢字結構規

則，例如形近字、同音字歸類和基本字帶字。由於突出異間，便於見童分析、比

較、分化、辨認和理解;掌握了規律更能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化難為易，減少難

點。利於兒童有計畫地編碼、組合、儲存和檢索。缺點是以前的集中量太大，相似

字過分集中，容易產生泛化、混淆現象 J '至於「分散識字」的優點是: I Ii'字不

離詞、詞不離句、句不離篇~ ，寓識字於閱讀，學用緊密結合，符合兒童從具體到

抽象的認識特點。識字課與閱讀課緊密交替，容易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加深理解和

鞏固。早期的分散識字在於:只是對一個個方塊字孤立地教學，一般教學程序是發

音、辨形、書空、筆順、講解詞義......因而不易歸類對比，不能運用漢字規則，不

能加強對比教學，從而使漢字信息量加大，難點增加。同時也不利於兒童在學習過

程中有系統地編碼、組合、有目的地檢索和儲存。」其實，最好的方法是認識各種

識字方法的特點，相互學習，雙方取長補短，集中識字增強形、音、義的聯繫和學

用結合，分散識字加強字形比較分析，這樣才能既利用漢字的特點，又能兼及兒童

學習的心理，這樣的識字才有效(萬雲英.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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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要留意見童學字的難點。李萬吉日提出台灣兒童識字錯誤比率統計，

形錯最為嚴重，三四年級是60.9% .五六年級是6 1. 24% ;其次是音錯，三四年級

是25.38% .五六年級是29.24% ;義錯最低，三四年級是 15.65% ﹒五六年級是

9.14% 。可惜這項資料沒有提供研究方法和研究日期，宜需進一步查證 0 余賢君等

(1999) 曾對北京28位小學語文老師作問卷調查，老師表示低年級學生學字的難

點主要集中在字形，中、高年級的難點主要在字義。由於這項調查的受試者數量太

少，而且是北京小學生的情況，所以只能作為參考。總之，識字教學要因應兒童學

習的心理，同時要考慮不同年級學生的學字難點。

四、課程規畫

遵循漢字規律及兒童學習心理兩個方向進行識字教學，早有學者論及(由本

娜. 2001 ;崔巒 '2003)' 但較少學者留意要考慮課程規畫。其實，課程與教學

二者有相互依存的關係(王文科. 1994) .若要有效地在學校推行識字教學，就

要考慮整體課程規畫及其配套措施。課程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定義不下數十種。本

文不是課程的專論，所以只考慮課程的基本要素，包括:目標、教材、教法和評估

(Tyler. 1949) 。目標是指學校進行識字教學要達到的目標，以香港路德會沙崙

小學為例7 .學校在小一及小二安排另外教節進行識字教學，課程目的是:

* 運用識字策略，增加識字量;
* 培養學生對文字的解碼能力;
* 讓學生認識中國造字的原理，懂得運用工具書學習。
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學校課程，總會受到社會、政治和經濟因素的相互作用影

響(李子建. 2002) 。沙崙小學識字教學的教學目的，除了引導學生學漢字，增

加識字量而能自行閱讀外，還要培養學生運用工具書，能夠自學，以配合《課程指

可 D (2004) 的要求。

香港天主教總堂區學校的校本識字課程，名為「有韻識字 多元識字法 J 8 • 

該課程主要的目的是(鄧桂華 '2001)

6 李萬吉:識字教學小偏方。參考網址:

http:l/www.wlps.ptc.edu.tw/teach/%C3%Dl%A6r%Bl%DO%BE%C7.htm# 1 

7 載於:香港路德會基督教教育委員會小學課程發展主任工作小組編 {2006年路德會小學聯校課程會

展》。頁10 。

8 2001 年該課程擴大發展為「活潑多元化語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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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用集中識字的方法，提高學生識字的興趣及能力。
* 除了識字訓練之外，亦加強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及品德價值的培育。
漢字蘊含著豐富的中華文化的信息(何九盈. 1995) .所以有不少的學校通

過識字教學引導學生認識中國文化，以配合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2004) 的九個範疇之一:認識中華文化9 0 從識字教學開掘漢字文化(薛曉光，

2005) .成為香港許多小學識字教學校本課程的特色。

教材是課程規晝的第二個要素。不同的識字教材傳遞著不同的信息。以古代童

薯的識字教材《三字經》為例，這是通過每三字一旬，四句一組的韻文，教材所表

達的信息是一些歷史人物的故事和表述普遍為古代社會所接受的道德觀念和哲理。

選擇識字的教材時，要考慮、教材傳遞的理念，這些理念與當前社會的價值觀是否相

符。例如現代社會很重視環保，香港有些識字教材以節約能源為題，如以下一篇教

材:

地球的年齡(關之英， 2007) 

地球有年齡，已知億萬年。

能源有極限，用盡會到零。

小玲知道後，馬上去行動。

洗手節約水，出門關電燈。

空調不太冷，開窗掛風鈴。

小玲獲表揚，地球小救星。

環保令人敬，領獎真光榮。

這篇教材採用「集中識字」和「字族文識字」的理念，通過「令」為「基本

字」而學習「齡、零、玲、冷、鈴、領」一組字。除了引導學生認識漢字的規律

外，教材旨在培養學生節約能源，達到保護地球的德育目標。這也是配合香港課

程發展的目標，課程改革要落實推行四個關鍵項目凹. r 德育及公民教育」是其一

(課程發展議會. 2001) 

9 九個範疇是:閱讀、寫作、聆聽、說話、文學、中華文化、品德情意、思維和語文自學。

10 香港課程改革四個關鍵項目是:德育及公民教育、從閱讀中學習、專題研習、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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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第三個要素是教學法。現代教育主張以學生為本，教師是一個輔助者，幫

助學生建構知識。灌輸式的、被動式的教學法不是這個時代的趨勢。在課堂中，教

師可安排分組的識字活動或遊戲，或以識字配合讀寫聽說的互動，或進行部件拼字

比賽、猜字謎遊戲、專題研習等。香港的浸信會天虹小學曾進行小一識字的行動研

究11 .該校老師曾用的教法有:從部首猜字義、從偏旁記字音、把文字圖象化、猜

字謎、加法減法識字、拆字法、多感官學習等教學法，敢發學生識字的興趣。要提

升教學效能，必須重視教師培訓。又或通過同儕觀課、共同備課，以收互相增益之

效。筆者主持教師培訓時，會介紹各地的識字教材(附錄一) .教材有些用圖畫、

故事、字理等方法幫助孩子學字;有些或以卡通、動畫、積木、互動的電腦遊戲培

養兒童的空間感和智商。內地還把六種識字教學的課堂製成光碟(張田若、劉曼華

等. 2000) .包括有:集中識字教學、字族文識字教學、字理識字教學、韻語識

字教學、注音識字提前讀寫識字教學、上海電腦識字教學。此外，要充分利用香

港現成的課程資源，如《點畫流形:漢字書寫學習軟件》或網上資源，如現龍第二

代:中文字詞學習系統 (http://www.dragonwise.hku.hk/dragon2/ )、「中華里」

中華文化專題網站 (http://www.chinalane.org/ )、小學中文科常用字研究 (http://

alphads 1 0-2.hkbu.edu.hk/-lcprichil) 等，老師宜選取適合的資源配應恰當的教學

法。有些學校利用教室或操場的佈告板甚至樓梯，營造漢字學習的環境，觀察所

得，學生都覺得學習漢字好玩。因此，漢字教學要想由難變易，必須在教學法、教

學程序、教材編寫等方面，做好多方面的協調工作(王寧. 2002) 

最後要考慮評估的方法，可分學習評估和課程評估兩類。學習評估是要評量學

生學習漢字的表現，例如從「會認的字」和「會寫的字 J ( <語文課程標準(實驗

稿 )þ '2001) 的識字量作評估。評估要多元化，除了紙筆的評估外，還可以用

剪報、搜集資料、專題研習、看圖書、講故事等方式;除7考查語文智能外，還可

以從空間、音樂等多元智能評量。在課程評估方面，除了在期終以問卷作「量」化

的調查外，還可以進行「質」的調查。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推行識字教

學的校本課程，老師讓孩子寫自己的意見。其中兩位小一的學生這樣寫:

*我喜歡上識字課，因為可以玩生字卡。

*我喜歡上識字課，因為教我認識很多字，使我可以自己看圖書。

從學生所寫，表示他們對學習漢字的課程有興趣，同時他們的自學能力也提高

了，能自行閱讀圖書。課程評估的對象除了是學生和老師外，家長的意見也不可忽

11 浸信會天虹小學下午校 (2004) 0 {小一識字「行動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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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上述學校向家長說明識字校本課程的特點，並徵詢家長的意見。其中兩位家長

這樣寫:

* 小女告訴我們她感到識字教學十分有趣。她會告訴我們她認識中文的由來
和變化。我們感到小女對中文字的興趣有所增加。她也告訴我們她從而可

以較容易從部首變化中認識生字。

* 自從學校實施了識字教學後，安庭對認識中文字的興趣大增。有時她會主
動挑戰我們，看誰寫得最多字形相近的字，這除了可加深她的認識外，亦

是-項很好的親子活動。她說希望著師能教她「口」部和「手」部的字，

因為她留意到這是平常多用的字。這不是計劃成功之處嗎?

感謝學校和老師的教導!

從家長所寫可見，孩子能主動學習漢字，對學習有濃厚興趣，還要求多學一

些。孩子運用猜測(從部首認識生字)和觀察(留意平常多用的字)的策略，也發

現「口」部能組成許多字(潘慧如. 2006) 。這個識字的校本課程還能增進親子

關係﹒促進家校和諧，這種「質」的課程評估方式也值得考慮。

五、思考向度

現代課程改革中識字與寫字合成一個獨立的範疇，教學觀念跟以前有所轉變，

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由「認寫同步，拖長識字時間」轉變為「認寫分開，多認少

寫，識字提速，降低難度 J .重視激發學生識字的興趣，調動學生識字的積極性;

改進策略，調動多種感官認字記字;重視對學生在生活中自主識字的引導與交流

(惶巒. 2003) 

在選擇哪種識字教學體系時，要注意漢字的特點;其次要認識學習者的心理，

了解不同年齡段孩子學字的難點。此外，還要考慮識字課程的規畫，包括目標、教

材、教法和評估方法。學校規畫識字的校本課程時，要考慮、學生的因素、學校的資

源、教師的裝備或培訓、教學法的選用、教室的佈置、中國文化的傳承、圖書的配

合和家長的協助等一籃子的策略。主寧 (2005) 提出. r 小學識字教學是漢字教

育的正常開端。它的目標不只是教會孩子若干漢字，還要教會孩子終身識字。要達

到這個目標，必須在識字教學的過程中，讓學生感受漢字的規律，提高學習漢字的

興趣，熱愛漢字和它載負的中華文化。」識字教學的思考向度可以下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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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識字教學的思考向度

d百三E:>

...L.. <Cr+~õII: 

J 、、揮自自首

識字是學習語文的第一個關口(張志公， 1991) 。過了「字關 J '才能從

「句關 J (第二關)和「篇章關 J (第三關)倘佯於知識的海洋中。小學教育應幫

助學生打通學習的關口，尤其要注重識字教學，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說: I 識字

始於初級教育 J 12 0 小學課程宜研究如何提高學生的識字能力，幫助打通學習的關

口。

老師宜多了解現行有效的識字方法，正如(王寧， 2005) 所說: I 現行各種

識字教學的體系，如「集中識字」、「分散識字」和「字族文識字」等，教師要研

習其特點﹒明其理念，取長補短，遵從「理有定則，勿離勿違和教無定法，殊途同

歸的原則，提倡漢字科學與認知心理科學同時進入課堂，樹立教學經驗與教學手段

必須提高到理性的科學意識。用科學去激發興趣，以有規律的思維訓練為前提去探

索如何生動活潑和減輕負擔，漢字教學才可以真正承擔『教育的基石』這個重要的

任務」

若能從漢字規律、學習心理及課程規畫三個角度設計識字課程，這樣識字教學

才能發揮最高的效能。

12 同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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