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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的提出

1.基于实施统编教材的需要

2019年，语文统编教材在全国推广使用，统编教材

在编写理念上突出德育为魂，在教材内容上，强化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包含六方面内容：（1）汉字文化；

（2）古代蒙学读物；（3）古代文学作品，包括古代诗

词、古代寓言、古代神话传说等其他文学作品；（4）历

史名人故事；（5）文化艺术；（6）文化常识和民风民

俗。怎样将统编教材的“传统文化教育”落实到语文教学

中来，是科学使用统编教材的一项重要任务。

2．基于汉字文化传承的需要

汉字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文化符号，它蕴含着民族思

维，蕴含着民族精神，蕴含着民族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文

化发展最古老的基因，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的伟大

源泉。识字教学一定要担负起汉字文化传承的重任。

3．基于扭转应试教育倾向的需要

应试教育自然也影响到了识字教学。这导致了识字教

学的极端功利化，养成了教师与学生的浮躁心态。在识字

教学中，只求认识，不讲如何认识；只求量多，不管是否

囫囵吞枣能不能消化；只求形式到，不求精神实质好。识

字教学强调文化性，就是要通过汉字的文化性，使师生在

教学中受到濡染，着眼于师生的文化素质的整体提升。

二、概念界定

1.汉字学习：指学生借助一定的方式方法认识汉字，

学习汉语言文字，正确掌握汉字的音、形、义，并能在具

体语言环境中恰当地运用汉语言文字的过程。

2.文化识字：指在传统识字方法的基础上，把识字放

在中华母语文化语境中，对汉字中蕴含的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元素寻根溯源，通过文化濡染的方式学用汉字;在此基

础上,导学生将文化识字的理念和方法运用于整个汉语言

文字体系的学习之中,进而促进学生语言文字核心素养和

优秀传统文化素养的建构和形成。

3.传统文化教育：本课题中的传统文化特指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是那些经过岁

月的淘汰和整合之后，仍能正确反映客观实际，促进人和社

会发展的，保持着传承价值和强大生命力的文化，是中华文

化的灵魂和气魄所在。传统文化教育就是以提升受教育者传

统文化素养为旨归，对其施加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影

响，使他们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濡染，对中华传统文化

知识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具备良好的传统文化素质和

涵养，进而能够积极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汉字学习与传统文化教育双建构：指在依托现有识

字教学理念和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开展“文化识字”理论

与实践研究，在识字教学中充分考虑到汉字在语音、字形

和语义等方面的起源、演变以及在此过程中积淀形成的文

化元素和文化内涵，把汉语言文字学习和传统文化教育结

合起来，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帮助学生建构起符合汉语

言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知识和能力体系，同时建立起传统文

化素养的初步架构。    

5.文化识字：汉字学习与传统文化教育双建构：指以

提升小学生的汉语言文字学用能力和传统文化素养为旨

归，通过汉语言文字学习与传统文化教育双建构研究，促

进汉语言文字学习和传统文化教育有机结合，相互协调，

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本课题着力厘清小学生“文化识

字”的内涵、意义与价值，探索汉语言文字学习与传统文

化教育双建构的教学策略、实施路径以及评价方式，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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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识字”教学主张和理念引领下，谋求形成汉语言文

字学习与传统文化教育双建构的基本范式。   

三、本课题研究的价值

1.理论价值：可以有效丰富现有识字教学理论。现有

识字教学的理论研究多是“就字论字”，缺少更为广阔的

文化视角。本课题将识字教学放置于博大的中华文化背景

下，在现有识字教学理论基础上，注重凸显汉字文化特征

和内涵，尊重汉字自身的特点，拓展了识字教学的深度，

丰富了识字教学理论。

2.实践价值：可以有效提升小学生的识字能力和文化

素养。首先，本课题把识字教学置于中华文化语境之中，

赋予识字教学以鲜活的文化灵魂，使原本机械、单调的识

字教学变得更加生动、活泼、有趣，更有内涵，将会极大

激发小学生的识字兴趣。其次，采用适合儿童的方式，通

过观看微视频、唱（写）童谣、猜（编）字谜、开展活动

等方式，把识字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学生的识字能力也

将得到有效提升。第三，通过“文化识字”的方式，让孩

子去触摸、探寻汉字背后所承载的中华文化，将有效提升

小学生的文化素养

四、研究的目标、内容

（一）研究目标

1.通过实施汉字学习与传统文化教育双建构的“文化

识字”研究，厘清小学生“文化识字”的内涵、意义和价

值，形成“文化识字”明确的教学主张和完整的理论体

系；

2.形成促进汉字学习与传统文化教育双建构的“文化

识字”研究的教学策略与实施路径，建立可操作、易实施

的“文化识字”教学框架模型；

3.提升小学生的汉字学用能力和传统文化素养。

（二 ）研究内容

（1）现代小学生识字教学现状研究；

（2）促进汉字学习与传统文化教育双建构的“文化

识字”理性研究；

（3）促进汉字学习与传统文化教育双建构的“文化

识字”实践研究；

（4）促进汉字学习与传统文化教育双建构的“文化

识字”案例研究；

（5）“文化识字”教学提升小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的

评价研究。

具体可表示为如下框架：

（三）研究重点：

促进汉字学习与传统文化教育双建构的“文化识字”

实践研究、案例研究和评价研究。

五、研究思路、过程和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课题遵循行动研究的研究路径，采取“文献研

究——现状调查——案例分析——模式构建——评价反

馈”的研究思路。先通过样本调查和分析，了解当前国内

识字教学的现状，分析识字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论

证实施“文化识字”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进行理性思

考，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学习现代教育科学理论和识字教

学理论，明确“文化识字”的内涵、外延和实施原则，并

就“文化识字”对于提升小学生文化素养和识字能力方面

的效能与价值开展理论研究。然后，重点开展小学生“文

化识字”的实践研究，力求形成一整套可操作性强的实施

策略与实施路径。通过对“文化识字”具体个案的概括、

分析与反思，以及对“文化识字”效果开展的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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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文化识字”对提升小学生汉字学用能力和传统文化

素养的效果，进而对“文化识字”的实施策略和实施路径

进行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使之更加科学高效。

（二）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

1.本课题研究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2019.08—2019.12（准备阶段）：通过文献

研究，归纳整理出同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制订切实可

行的研究计划。

（2）2020．01—2022.01（实施阶段）：根据课

题研究方案，扎实开展课题研究工作，做好课题研究调

控，形成课题研究过程资料。

（3）2022.02—2022.12（总结阶段）总结课题研

究成果，归档课题研究资料，完善课题研究档案资料，形

成课题研究报告，做好结题工作。

2.本课题研究主要采用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参考借鉴已有识字教学研究成

果，特别是参考大量的课堂教学资料；学习借鉴传统文化

研究的既有成果，参考大量汉字文化研究的成果性文献。

（2）行动研究法：在实践中边研究边总结，以论证

课题的可行性和研究成果。

（3）观察法：对传统识字与“文化识字”的效果进

行观察比照。

（4）案例研究法：进行样本研究，尤其是在教学方

法方面，需要对课题组成员的个性化教学进行审视、总结

和提炼。

六、预期成果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完成
时间

阶段成
果（限
5 项）

基于“文化识字”的统编教材汉字
归类汇编

资料汇编 2020.09

汉字学习与传统文化教育双建构理
论与实践研究

论 文 2020.12

《文化识字：汉字学习与传统文化
教育双建构研究》课堂案例集

案例集 2021.06

《文化识字：汉字学习与传统文化
教育双建构研究》个案集

案例集 2021.06

《文化识字：汉字学习与传统文化
教育双建构研究》语料库

微视频 2021.12

最终成
果（限
3 项）

《文化识字：汉字学习与传统文化
教育双建构研究》案例集

案例集 2022.10

“文化识字”的理论主张及操作模
型

论 文 2022.11

《文化识字：汉字学习与传统文化
教育双建构研究》研究报告

结题报告 2022.12

七、已经开展的研究

1.总结“十二五”课题的研究成果：

（1）通过“十二五”立项课题《小学生文化识字的

实践与研究》，我们认识到:中国的汉字绝不仅是一种无

生命的符号，它具有多维功能，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它的

文化教育功能。（参看论文《应重视汉字的文化教育价

值》，发表于《小学语文教学会刊》2014年7-8合刊）

(2)我们也形成了很多实践层面的观点:

A.让“文化识字”理念融入到儿童的生活中.本课题

十分关注儿童，认为识字活动并不是纯知识的吸纳，而应

是丰富儿童生活的一条路径，只有这样，儿童才会喜欢汉

字，从而喜欢汉字的缔造者。（参看论文《识字教学：

“点灯”的工作》，发表于《小学语文教师》2011。11）

B.运用“文化识字”理念促进学生语文能力的提

升。（参看论文《体味识字教材 妙用识字方法》，发

表于《小学语文教学会刊》2012.4）（《站在汉字自

身的角度解析错别字现象》，发表于《江苏教育研究》

2011.11)《以汉字认识的过程观照第一课时教学》，发

表于《小学语文教学会刊》2016.2）

2.深入系统地进行理论和文献学习。

课题组通过书本和南京教育期刊库认真学习汉字文

化和传统文化相关文献，不断厘清、深入思考课题的核心

问题。通过对国内外传统文化教育以及识字教学等方面的

文献专著、杂志文章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发现同类课题的

研究已有一定的成果，纵观已有研究成果，可以得出：第

一，国内外关于儿童识字方面的研究成果，为本课题开展

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先进理念和具体方法；同时，虽

然已有部分学者在识字教学领域提出了一些新观念、新视

角，但是针对学生文化素养提升的、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

土壤的识字教学策略和案例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仍需进

一步探索。第二，相关学者已经对传统文化教育进行了诸

多研究，特别是对于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教育方

法、作用意义进行了不少阐述，总体感到对小学生加强传

统文化教育刻不容缓。

同时，课题组成员边学习边梳理了统编语文教材低年

级1800个常用字的文化起源，预期今年下半年出版。

3.扎实开展了小学识字教学现状调查研究。

课题申报立项后，课题组运用问卷星的方式，对全

国648名小学生，170名教师进行了不记名问卷调查与分

析，了解现代小学生的识字现状和教师识字教学行为，进

一步明确了课题研究的必要性和研究方向。

《文化识字：汉字学习与传统文化教育双建构研究》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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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学搭建起课题研究的组织架构。

课题申报立项后，课题组通过多次开会讨论，扎根

课堂实践，在课题申报书基础上，将研究内容转化为子课

题，课题组核心成员担任研究负责人，并积极体现科研服

务教研的精神，在学校骨干教师队伍中吸引青年教师参与

子课题研究。

（1）子课题的梳理

根据本课题规范的研究内容，我们将课题细化为5

类、11个子课题项目。

序号 子课题类型 子课题名称 子课题负责人

1 现 代 小 学 生 识
字 教 学 现 状 研
究

学生识字教学现状调查
与分析

谢  芮

2
教师识字教学现状调查
与分析

汤丽平

3
促 进 传 统 文 化
教 育 与 汉 字 学
习 双 向 建 构 的
“ 文 化 识 字”
理论研究

传统文化在促进汉字学
习中的效能与价值

张  科

4
“文化识字”对于提升
小学生识字能力的价值
与意义

王德虎

5

促 进 传 统 文 化
教 育 与 汉 字 学
习 双 向 建 构 的
“ 文 化 识 字”
实践研究

统编小语教材中具有典
型汉字文化特征、蕴含
深厚传统文化内涵的汉
字分类研究

丁雪萍、姚瑶
汤丽萍、王德虎
周小丽、高 敏

6
统编教材中优秀传统文
化单元中“文化识字”
策略的研究

谢 芮、花  卉

7
汉字故事提升低年级学
生识字兴趣的实践研究

孙苗苗、谢 芮
曹霞燕、洪逸苏

8
蒙学经典与汉字学习双
向建构的实践研究

丁雪萍

9
促 进 传 统 文 化
教 育 与 汉 字 学
习 双 向 建 构 的
“ 文 化 识 字”
案例研究

小学生“文化识字”教
学过程中的个案分析与
反思

姚瑶、汤丽萍

10
小学生“文化识字”的
策略和实施路径

花卉

11

“ 文 化 识 字”
教 学 提 升 小 学
生 传 统 文 化 素
养的评价研究

开发形式活泼、符合小
学生年龄特点的系列评
价体系

丁雪萍、汤丽萍
王德虎

（2）研究人员分工：

序号 姓名 课题组中的分工

1 郝玉梅 主持人，总体规划课题研究 

2 周 洁 协调分工，总体规划课题研究

3 丁雪萍 协调分工，实践研究，子课题 5、8 负责人

4 张 科 理论研究，文献综述，子课题 3 负责人

5 谢  芮 实践研究，评价研究，子课题 1、6 负责人

6 汤丽萍 实践研究，评价研究，子课题 2、11 负责人

7 王德虎 理论研究，实践研究，子课题 4、11 负责人

8 花  卉 实践研究，子课题 10 负责人

9 孙苗苗 实践研究，子课题 7 负责人

10 姚  瑶 实践研究，子课题 9 负责人

11 曹霞艳 实践研究，参与子课题 7 研究

八、研究困惑

1.如何在统编教材学习的背景下实现传统文化教育与

汉字学习的双向建构？

2.“文化识字”教学提升小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的评价

研究

(《文化识字：汉字学习与传统文化教育双建构研究

>是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重点资助课

题，批准号：B-a/2020/02/28，本课题是江苏省教育科学

“十二五”规划立项课题“小学生文化识字的实践与研

究》的滚动与深入研究，在全国使用统编教材的背景下，

指向汉字学习与传统文化教育双建构的研究，具有丰富的

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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