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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徐斐斐
2025年高考成绩已经出炉。漯河高

中高三理科（3）班的赵晨曦取得了优异
成绩。这名阳光自信的男孩，书写了一段
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还行吧！比预期分数稍微低了一
点。”面对记者对他取得高分的惊叹，赵
晨曦轻描淡写地说，“但我知道这个分数
能让我上理想的学校了。”

学习有方法，贵在坚持。赵晨曦分享
了四个“独门秘籍”。一是对知识体系进
行系统分类、总结。每一门学科，在脑海
里都要有一个清晰的框架。每一个单元学
完之后，要理清知识脉络，形成自己的理
解。二是做好纠错。错题本是赵晨曦学习
生涯中的“好帮手”，每科一本，分类明
确，记录翔实。为了节约时间，他把错题
直接裁下来粘到错题本上，再记一些关键
步骤，尤其是自己在做题过程中卡壳的步
骤，并对错因进行分析，标记到题目旁
边。三是应试技巧和策略。“高考就是一
场限时赛跑，关键要在规定时间内拿高
分。”赵晨曦说，“适当地掌握一些排除、
特殊值这些小技巧有时候也能帮我们节约
不少时间。”除此之外，他还认为，考试
之前大家应该对试卷上的不同模块、不同
题型，甚至每道题目分配多长时间有一定
的掌握，对每科考试都做好规划和安排，
这样才能在考场上临危不乱。四是要熟练
掌握每个知识点。提高熟练度主要靠刷

题，但刷题不能盲目追求数量，要通过刷
题复习生疏的知识点，总结这种题型的解
题方法。

面对压力，学会调适。在漫长的学习
道路上，赵晨曦并非一帆风顺。“也会遇
到难啃的知识点，也会有疲惫的时候。”
赵晨曦说，“学习本身是一件充满乐趣的
事情。当你真正掌握了某个难点，那种成
就感是无可替代的。”在压力来袭时，他
也分享了自己的“减压术”：要放平心
态，拿得起也要放得下。高考很重要，但
它不是人生的全部。同时，他也会主动找
任课老师谈心。“老师已经带了很多届毕
业班，经验很丰富，我也很信任他们，有
时候心绪乱了，找老师聊一聊，心结就打
开了。”赵晨曦说。

在老师眼中，赵晨曦是一名有天赋、
很刻苦的学生。自律、勤奋是高三理科
（3） 班班主任张俊良对赵晨曦的评价。
“赵晨曦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知道自己
的薄弱点在哪儿。比如遇到难解的题目，
如果这个题目没有解决，他就会死磕到
底，直到弄懂为止。每次考试完，还没等
老师分析问题，他就已经总结得差不多
了。”张老师说，“希望这名追光男孩在未
来的征途上依旧步履坚定，不负热爱，不
负韶华。”

谈到家庭，赵晨曦言语间满是感激：
“父母很支持我，从不给我压力，只是默
默陪伴。”父亲在外打拼，母亲在家悉心

照料他的生活，从小就引导他识字、背古
诗，为他后来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打下了
基础。在赵晨曦父亲眼中，儿子从小到大
都很懂事，没让家人操过心，而且从小记
忆力就很好。

如今，站在人生新的起点，赵晨曦并

没有放松。“暑假先休息几天，然后锻炼
一下身体。我可能还会找一些英语课程再
学习一下，主要提升一下听力和口语能
力。”他说，“大学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
也希望能提前适应新的生活，迎接更大的
挑战。”

追光男孩赵晨曦：不负热爱 不负韶华

【摘要】本论文按照《义务教育课
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对汉
字文化传承的要求，深入探究《说文解
字》与小学低年级识字教学深度融合的
创新路径，通过探索“字理解析—情境
创设—实践拓展”三位一体教学模式，
运用图文互释、讲演解构、故事演绎等
多样化教学策略，结合大量真实课堂案
例，系统阐述将汉字形音义与文化内涵
有机融合的具体方法，有效落实语文核
心素养培育要求。

【关键词】《说文解字》 低年级识
字 字理教学 新课标 文化传承

■郭惠明

一、引言

汉字是中华文化自主孕育的智慧结
晶，彰显了中华民族锐意创新的精神。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
年版）》明确指出，语文教学应让学生
感受汉字文化的魅力，激发学生热爱祖
国语言文字的兴趣，强调教师在识字教
学中注重文化传承与核心素养培育。小
学低年级是识字启蒙的关键阶段，传统
教学中机械记忆、割裂字理与文化内涵
的问题仍较为突出。《说文解字》作为
我国首部系统分析汉字字源的经典著
作，其“六书”理论为识字教学提供了
科学的理论依据。将《说文解字》融入
低年级识字课堂，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
汉字构造规律，还能让学生在字理探究
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实现
语言学习与文化传承的有机统一。

二、理论基础与教学价值

（一）新课标导向下的识字教学要
求。

新课标将文化自信、语言运用、思
维能力和审美创造确立为语文核心素养
四大维度，对低年级识字教学提出了更
高要求。“汉字文化”学习任务群中明
确提出，要引导学生“通过观察、比

较、分析，了解汉字的造字方法，感受
汉字的独特魅力”。这要求识字教学必
须突破传统字形、字音、字义割裂式的
教学，转向注重汉字系统性、文化性的
深度教学。

（二）《说文解字》 的教学应用价
值。

《说文解字》创立的象形、指事、
会意、形声等“六书”理论，系统阐释
了汉字构造规律。其中，象形字“画成
其物”、会意字“比类合谊”、形声字

“以事为名，取譬相成”等造字法则，
揭示了汉字形义之间的内在逻辑，符合
低年级学生从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
的认知发展规律。

三、《说文解字》融入识
字教学的实践路径

（一）字源视频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教学中，充分利用“漯语委”微信

公众号“《说文解字》E课堂”资源，
将字源视频融入课前导入环节。在《日
月山川》教学中，通过动态视频展示

“日”字从甲骨文到楷书的演变轨迹，
配合老师在《红日圆圆》中引用《说文
解字》“日，实也。太阳之精不亏”的
生动阐释，让学生直观感受汉字由图画
向符号演变的过程。老师在讲座中以动
画形式呈现太阳光芒与甲骨文字形的关
联，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具象画面。课堂
观察显示，采用视频导入后，学生课堂
专注度提升至92%。

（二） 演讲解构：指事字的动态化
教学。

1. 情境游戏突破理解难点。以
“上”字教学为例，创设“位置游戏”
情境：邀请两名学生分别站在讲台上
下，教师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一长横
一短横”的符号，结合 《说文解字》

“上，高也，指事也”的解释，讲解古
人用符号表示空间位置的智慧，随后播
放字源动画，展示“上”字从甲骨文到
楷书的演变过程，使抽象的指事符号转
化为具象可感的视觉形象。

2.书写评价提升形体认知。在书写
指导环节，引导学生观察“上”字的笔
画特征：竖画如挺拔立柱，长横似平稳
基石，短横像灵动飞鸟。通过“三星评
价法”（正确星、整洁星、美观星）开
展书写作品互评活动，结合《说文解
字》对汉字形体美的阐释，让学生在评
价中感受汉字结构的对称美与平衡美。

（三）故事演绎：会意字的情境化
教学。

1.字理故事加深意义理解。讲解
“休”字时，结合《说文解字》“休，息
止也。从人依木”的解释，创编故事情
境：“古代，农夫在田间劳作一天疲惫
不堪，走到大树下，靠在树干上，擦擦
汗、喘口气，这就是‘休’。”配合手绘
插画展示“人”与“木”的组合形态，
让学生在故事中自然理解会意字的造字
逻辑。

2.角色扮演促进知识内化。学习
“从”字时，组织学生进行“小火车游

戏”：两名学生前后站立模仿跟随状
态，其他学生观察并总结“从，随行
也。从二人”的含义，进一步引导学生
联系排队、跟从老师等生活场景，用

“从”字创编短句，比如“叶子从树上
落下来了”“我从家里走到了学校”，实
现从字形理解到语言运用的跨越。

（四）字族探究：形声字的规律化
教学。

对比分析发现构字规律。在“清、
情、请、晴、睛”教学中，采用“三步
骤探究法”：第一步，引导学生圈出相
同部分“青”，发现读音关联；第二
步，结合《说文解字》“从水，青声”

“从心，青声”等解释，分析形旁表意
功能；第三步，通过“字卡配图”游戏
（如清澈河水配“清”、开心表情配
“情”），强化形音义对应关系。实验数
据显示，经过该训练后，学生形声字辨
析准确率提升至89%。

儿歌创编提升运用能力。结合《动
物儿歌》 教学，拓展“蜻、蜓、蜘、
蛛”等虫字旁形声字。举办汉字儿歌创
编大赛，学生创作如“蚯蚓土里慢慢
爬，蚊子夜里嗡嗡飞；蜘蛛结网本领
大，蚂蚁排队搬食物”等作品，通过韵
律化表达，既巩固形声字知识，又培养
语言创造力。

（五）古今贯通：汉字文化的深度
挖掘。

以 《天地人》“人”字教学为例，
构建“三维文化课堂”：视觉维度，展
示傅抱石国画《一望大江开》，感受天

地人的空间关系；历史维度，呈现
“人”字从甲骨文到楷书的演变动画；
文化维度，结合 《说文解字》“人，
天地之性最贵者也”，老师讲解：“人
之所以被认为是最尊贵的，是因为人
具有思考、创造等诸多高级能力。比
如：打猎、制造工具、创造文化等。因
此，‘人’字是蕴含着尊贵的意味。”引
入古代鞠躬礼文化，设计“礼仪小课
堂”实践活动。

（六）跨学科实践：汉字学习的立
体拓展。

举办社团活动，构建“我来看—我
来讲—我来画”三维实践体系，实现语
文与多学科的深度融合。

1.“《说文解字》我来看”：字源
解码与文化浸润。在“采”字专题学
习中，教师以动态插画呈现甲骨文

“采”（上爪下木）的构形，配合《说
文解字》“采，捋取也”的解读，播
放 《古代采摘劳作》 微纪录片。同
时，引入老师在相关讲座中的讲解方
式，如结合古诗“采菊东篱下”，以
生动的语言描绘陶渊明采摘菊花的场
景，让学生感受汉字在文学作品中的
韵味。此外，在“月”字学习中，借
鉴“月牙弯弯”讲座内容，结合《说
文解字》“月，阙也，太阴之精”的解
释，让学生理解古人对月亮形态的观
察与记录。

2.“《说文解字》我来讲”：语言表
达与文化传播。开展“汉字小讲师”活
动。学生在观看“ 《说文解字》 E课

堂”后，模仿老师进行汉字讲解。以
“马”字为例，学生在讲解时，先展示
甲骨文到楷书的演变图片，讲述“甲
骨文的‘马’像小马在奔跑，看这弯
曲的线条就像马的鬃毛，到了楷书虽
然变得简洁，但依然能看出马的轮
廓。”接着引用古诗“葡萄美酒夜光
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分析“马”在
古代战争和交通中的重要作用，并组
词“马车”“骏马”，造句“骏马在草
原上自由奔跑”。在“家”字讲解中，
学生结合《说文解字》“家，居也。从
宀，豭省声”的解释，讲述古代以猪
为财富象征，有房有猪即为“家”的
文化背景，还联系现代家庭生活，让
汉字文化贴近生活实际。

3.“《说文解字》我来画”：艺术创
作与文化再现。组织“汉字演变绘”活
动，学生根据“《说文解字》E课堂”
中汉字的演变过程进行创作。以“日”
字为例，学生需绘制甲骨文（ ）、金
文 （ ）、小篆 （ ）、隶书 （ ）、
楷书（ ）五个阶段的字形，并加入
创意元素：有的学生在甲骨文“日”字
周围画上光芒，表现太阳的炽热；有的
在小篆 “日 ”字旁 添加 云朵 。在

“月”字创作中，学生用蓝色调表现月
亮的清冷，将甲骨文的月牙形态与现代
简笔画结合。对于“山”（ ） 和

“川”（ ），学生通过不同的线条和色
彩展现山峰的巍峨与河流的蜿蜒。

四、结语

将《说文解字》融入低年级识字教
学，是落实新课标要求、传承汉字文化
的创新实践，实现了从“机械识字”到

“文化悟字”的转变，不仅提升了识字
教学效果，还在学生心中播下文化自信
的种子。这一实践为新时代语文教学改
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作者单位：漯河市实验小学

字理赋能 文化润心
——新课标视域下《说文解字》融入低年级识字教学的创新路径

①①日前，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西湖学校师生齐聚一堂，举行六年级和九年级毕业典礼。图
为古筝表演。 见习记者 李沛真 摄

②②6月26日上午，源汇区总工会、源汇区教育局在受降路小学举行教学技能竞赛活动。
王银辉 摄

③③7月1日，市实验小学举办了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图为食育工坊展示环节，家长与
孩子携手制作小笼包、炒凉粉、冰镇绿豆沙等美食。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6月27日，郾城区红领巾讲
解员风采大赛在太行山路小学报
告厅举行。

比赛开始后，小选手们身穿
整齐的校服，佩戴鲜艳的红领
巾，精神抖擞地走上台，用稚嫩
却坚定的声音，讲述着一个个感
人的故事。革命先烈的英勇事

迹，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徐徐展开；娓娓道来的优秀党员
先进事迹，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
心与使命。

此次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大
赛，不仅是一次展示自我的机
会，还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和
精神洗礼。 田向阳

郾城区红领巾讲解员
风采大赛举行

6月30日，郾城区向阳小学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暑假安全专题
教育活动，旨在增强学生们的安
全防范意识，为学生们度过一个
平安、快乐的暑假保驾护航。

各班班主任组织召开暑假安
全主题班会，围绕防溺水、交通
安全、消防安全、饮食安全、防
诈骗、居家安全等方面对学生进
行安全教育，通过播放警示视
频、展示真实案例等方式，让学

生们深刻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
掌握正确的应急处理方法。

该校向家长发放了暑假防溺
水安全注意事项告知书，提醒家
长在假期加强对孩子的监管，关
注孩子的行踪和心理状态。线上
家长会，学校领导和班主任与家
长进行交流，解答家长提出的
问题，呼吁家长以身作则，共同
为孩子营造安全的成长环境。

杨晓娜 王永娜

郾城区向阳小学

开展暑假安全教育

6月28日下午，市实验幼儿园教师志愿者走进郾城区沙北街道泰
山社区，带领社区孩子开展以“童心同育 乐享成长”为主题的志愿
服务活动。 贾婉霞 摄

③③

①①

②②

阳光自信的赵晨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