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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边毛，下边毛，中间一颗黑葡萄。” 

猜猜是什么？对了，是“眼睛”。 

这是马立平《中文》教材系列的第一课。这首琅琅上口的谜语儿歌也是无数学生多少

年后想起就会背诵的儿歌之首。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的中文教学就从《眼睛》开始。 

马立平《中文》系列的第一阶段横跨一至四年级，以认字和阅读为主。如果以爬山来

形容的话，一年级的第一和第二单元基本上是在平地上走，是所谓的学中文的蜜月期。这

一阶段，老师的教学以激发孩子们对学习中文的兴趣并且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中文习惯为

主。 

如果老师从第一堂课开始就把中文教学与课堂习惯的培养摆在同等的位置的话，那么

以后的教与学就会慢慢走上正轨，越来越顺利。 

一、认字教学 

认字有难有易，但是没有捷径，老师在教的时候，只能采用各种有趣的方法让孩子们

反复认读。 

下面这两种方法可供老师备课时参考： 

1：开火车：老师把同学们的认读顺序排好，然后拿出字卡，一人认读一张，认不出

来的就是火车停了；可以把班上的同学分成几列火车，每列火车可以用中文词语，比如地

名啦，水果名啦，菜名啦，等等，起个名字，来个竞赛，看看是“鱼香肉丝”赢了，还是

“小笼包”赢了。这样做，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可以在认字的同时练习中文的口语；老

师准备些小小的奖品，比如贴纸（Stickers）等作为奖励，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有一定的集

体荣誉感，对奖励也很在意；老师可以利用这一点激发孩子的课堂学习兴趣； 

2：认字比赛：老师可以自己设计各种不拘形式的小比赛； 

3：每个单元的第二周开始，在上课前，有一个上一周生字卡的认读环节。老师说一

个字，请小朋友找出来，举起来给老师看并读出这个字。在学了偏旁部首后，老师可以请

同学们在举起字卡的同时说出这个字的读音和偏旁部首； 

二、学写汉字 

除了认字以外，教同学们正确地书写汉字也是这个阶段教学的一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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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写汉字以前，先教中文的笔画名称和正确的书写方向与顺序。比如：横（一）应

从左到右，竖（丨）应从上到下等；千万不要假设孩子们都会写，要知道不少学生都把写

中文当做画画；也不要假设或依赖家长们在家教，在孩子们的心里，老师的话更有权威性。 

具体教法： 

老师可以先让同学们用食指在空中跟着老师写几遍，这时候，老师可以清楚地看到孩

子们写笔画的顺序和方向对不对；然后让孩子们拿出笔在课本的练习页上写，请同学们慢

慢地写，老师要走到每个学生的身边检查。检查的时候，老师可以拿彩色笔在写得好的笔

画旁画星星，或在旁贴 Sticker 作为奖励。 

笔画练习完，接着就学习写字。写汉字的笔画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学生们以后是否会

记得怎么写汉字。一个有着正确汉字书写习惯的学生会很容易地记得很多汉字的写法；反

之，学生们就“画”不出一个他想写的汉字。老师可以用教写笔画的方法教写汉字。 

请老师要求学生用铅笔写所有的作业，这样的话，老师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学生在家写

字时的笔画顺序对不对。 

三、课文教学 

课文教学主要以朗读为主，第一遍老师带读，读一句，解释一句；在同学们读熟以后，

把全班同学分成组，分组的形式请老师多设计几种，每周采用不同的形式。课文教学环节

可以放在写字前，也可以放在写字后，老师根据您自己的课堂教学安排来决定。在不同的

周，把顺序性不强的环节调换一下，同学们有些新鲜感，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四、课前复习和听写 

每个单元从第二周开始就有针对上一周的课前复习和听写。 

1.请同学们来到教室后就在桌子上把上一周作业本的排字作业的字卡按照顺序排好，

等着老师检查；老师可以准备一把剪刀（小孩用的圆头小剪刀），万一有孩子忘记

了，可以请他们当场剪开再排，因为中文学习刚开始，家长学生都需要一段时间的

学习和适应，老师要理解。这些字卡用完可以丢掉； 

2.上课铃响后，没有排好字的同学可以再给他们 1-2 分钟完成，提醒这些同学下节课

要早点儿来教室，不然大家都要等他们； 

3.请同学们拿出第一周的生字卡片，在桌子上摊开，老师说一个字，请同学们找到并

举起这个字，老师用眼神示意让同学们知道你看到了。拿对的同学请老师点头示意

一下或说“对了！”；拿错的同学请他们快快地重新找；老师要告诉同学们谁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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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举起来的，下一个字谁会是第一个呢？等等。这个过程中，班上的气氛应该是

很活跃的； 

4.认完字卡，请同学们务必收好，提醒他们这是他们的宝贝，不能丢了，顺便告诉他

们回家提醒家长找个大饼干桶收藏这些宝贝； 

5.听写上周的生字和笔画，时间富裕的话，可以请同学们先用手在空中练一遍，然后

再在作业本上写； 

6.完成听写后，顺带问问同学们：爸爸妈妈有没有听他们的阅读啊？听了以后有没有

签名？告诉他们这是爸爸妈妈的作业，请他们监督完成； 

五、布置作业 

每个单元的第一课，老师要预留出足够的时间讲解作业，告诉同学们作业有哪些，怎

么做。 

家长需要参与的，也是需要提醒家长的两点是： 

1.课文后的“读词”练习，家长也是要参与的，听完要签字的，所以每周的中文课不

仅小朋友有作业，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也是有作业的； 

2.练习本上当周的剪字作业一定要剪开，下周上课时要带到学校来摆给老师看； 

老师还要记得提醒同学们不要忘了网上作业； 

六、生字卡片 

课本附带的生字卡片（每个单元一种颜色，每册课本有三套）对认读中文字是非常有

帮助的。在开学的家长会上要告诉家长如何使用这些卡片。 

（1）正在学习的单元 

请家长按照卡片上标明的周数剪开，用橡皮筋按周捆好，装在 Ziplock 塑胶袋里（较

厚重的那种），请学生们每周上课时务必记得带来。 

（2）学过的单元： 

提醒家长从一开始就要把生字卡片全部留下来，找一个大饼干桶之类的耐用的容器，

把学过的卡片散放在里面，放在家里伸手可及的地方，比如餐桌上，只要有机会就抓一把

出来，让孩子认认。每次认字的时间不必长，10 分钟，1分钟都可以，每次就认几个生字

也行，这个练习是非正式的，遇到孩子们不认识的字，不要逼着孩子们非认识不可，家长

留个心，做个记号，下一次重点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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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平《中文》一年级到五年级都为学生准备了生字卡片，如果家长把学过的生字卡

片都留下来，并且坚持常常抓出来让孩子认认，那孩子的中文能学不好吗？生字卡片从无

到有，从少到多，最后积累成满满的一桶，这会让孩子对中文学习非常有成就感。 

七、注意事项 

课间休息是孩子们在中文学校跟朋友们 Social 的唯一时间，所以老师千万不要占用，

哪怕一秒钟也不行。只要下课铃声一响，无论您正在课堂上做什么，都请停下来，让孩子

们出去玩。 

八、与家长的沟通 

除了课堂教学，跟家长的沟通也非常重要。每一单元正式上课之前，最晚在第一周下

课后，及时地开一个家长会。家长会不要长，控制在 15 分钟之内。会上，请老师注意跟

家长阐述这几点： 

1.老师只是一周见一次学生，老师的作用更像是一个领路人，家长在孩子学中文这件

事上的作用是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 

2.请家长们从一开始就跟孩子定下每周哪一天什么时间是学习中文、写中文作业的时

间；非特殊情况，雷打不动。习惯一旦养成，身体中的生物钟就会起作用，到了时间如果

不做中文作业，自己都会觉得不得劲儿，这跟学习一种乐器，每天要定时练习的道理是一

样的，借用“muscle memory”，我们不妨称之为“habit memory”； 

3.提醒家长从第二周开始提前 5分钟把孩子送到教室，因为我们有课前排字练习； 

4.给家长讲解马立平《中文》教材的结构：每周的学习内容，单双周的作业本怎么用，

万一缺席怎么给孩子补课等等；这一点跟家长讲清楚了，老师以后的工作会轻松很多。老

师也可以在开学前做一份简明扼要的单元教学计划发给家长； 

5.课本包装里的绿色本子是暑假作业，请家长务必收好，以免丢失。暑假作业万一丢

了，是不能单独购买的； 

6.提醒家长：如何最大效率地使用教材所附的生字卡片。 

7.提醒家长：我们有网上作业，孩子们可以在游戏中学习；  

8.提醒家长：每一课的《读词读句》是孩子们练习中文阅读的第一步，以后随着生词

量的加大，阅读难度会逐步提高；目前这个阶段的阅读非常简单，但千万“勿以事小而不

为”。从易从简开始，养成中文阅读的习惯，以后文章难了，才不至于读不下去；请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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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要忘了在练习本的听写页上面的“阅读材料检查”相应的位置上签名，以示正规。有

问题的话，请写在备注栏告诉老师。 

9.有时间的话，可以跟家长分享一些其他孩子学习中文的经验； 

九、作业批改和听写打分 

孩子们刚接触中文的学习，这一阶段以鼓励为主，老师尽量打高分。讲评作业和听写

时，在表扬全班同学的同时，每周挑几个孩子，挖掘出他们的特点，来特别表扬，争取每

个同学都表扬到。在表扬学生的同时，还要同时表扬完成作业的家长（签了字的），对那

些没有做作业的家长可以提出“严厉批评”，请孩子们转达。 

数字的成绩比字母（ABCD）的成绩更容易鼓励孩子们，建议老师采取百分制打分。 

每周的听写有 8个空格，如果当周的听写不到 8个字，老师可以把当周学写的笔画，

或者也可以从前一周的听写里找字，把它们加到听写里作为额外加分。 

 

中文学习之路漫长，我们追求的不是孩子们短时间内能学多少，而是能否把中文坚持

学下去，能坚持多久。在这个初级阶段，老师要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对学习中文的兴趣，

如果能让孩子们每周都能高高兴兴地来上课，恋恋不舍地回家去，让孩子们觉得学习中文

不是件痛苦的事，那您就成功了一大半。 

祝老师们教学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