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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材课后词汇问题考察

***基于人教版"苏教版"E版的分析

武荣强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

摘4要!以人教版"苏教版"E版小学语文教材课后所列生词为研究对象!通过与,) $$$ 词语表-,现代常用独体字

表-对比!分析其共有词"差异词及常用独体字在各教材的分布状况!探讨教材课后词汇编写得失!建议编写小学各学段

词语表!对字种和词种做出相应规定和说明!更加重视教材生词的选取和生词在教材中的分布!以提升语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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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从 "$!1年 7月起始年级开始#全国小学和初

中统一使用(部编本)语文教材' 此前我国基础

教育推行(一纲多本)#教材版本众多#百花齐放'

教材是教学理念&教学原则&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

的物化形态' 学校语言教育主要由语文课承担#

词汇是语文教材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评估&衡量教材难度的重要维度#其用词状况直接

关系到语文教学效果'

关于小学语文教材词汇#陈波考察了包括人教

版教材在内的三套教材的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的

构成是否合理.!/

' 陈靛琪则分析课文用词状况#并

考察其与社会常用词汇的范围是否同步等问题."/

'

本文以(发行量较大&使用范围较广&影响面较大)

的人教版&苏教版&E 版"语文出版社%小学全套语

文教材课后所列生词为考察对象#通过与*语文新

课标教材 ) $$$基本词语表+"下文简称() $$$ 词

语表)%及*现代常用独体字表+进行对比#分析其

共有词和差异词#分析独体字在各版各册教材分布

状况#探讨教材编选词语得失#以期对类似小学语

文教材的再版修订提供有益的参考'

!4教材课后生词统计分析

人教版&E版&苏教版小学语文一到六年级教

材均为 !" 册#三套教材课文共 77+ 篇#分别为

)*)篇&)#!篇&"+2篇$生词总数分别为 # !7) 个&

* *!+个&) *#* 个#平均每篇课文生词数分别为

!1(* 个&!*() 个 !"(2 个' 人教版生词最多#比生

词最少的苏教版多出近乎一半' 以上数据显示#

在义务教育的小学阶段让学生接触&学习&掌握哪

些词语#各版教材差异较大'

人教版一二年级会认字表和会写字表均有注

音#三至五年级只有会认字标有注音#六年级会写

字无注音#此外#三年级还单独在书后附加了无注

音的词语表$E 版一年级上册会认字和会写字均

有注音#下册则无注音#二年级上下两册书&四年

级下册以及一年级上册的会认字和会写字表均有

注音#三年级上下两册&四年级上册的会认字表有

注音#会写字则无注音$苏教版一至四册课文生词

则采用逐字注音的方式' 各版低年级教材生词注

音有助于学生汉语拼音的巩固#有利于对词语形

音义的把握' 不过#E 版一年级下册会认字和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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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均无注音#这种编排值得商榷' 各版教材课

后生词均安排会认字和会写字两种形式符合*义

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7%+ (具有适应实际生

活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的课程基本理念' 具体

各册生词分布情况如下文'

!(!4生词总量统计分析

小学通常分为三个学段!一二年级为第一学

段$三四年级为第二学段$五六年级为第三学段'

据表 !可知#三版教材第一学段会认字数量较大#

第二学段开始会认字逐渐减少#会写字小幅增加#

至第三学段均相应减少' 这表明学生从以学习拼

音&认字为主的第一学段#转向以学习&应用词语

为主的二&三学段'

三套教材第一学段会认字最多达 ! +$$ 个

"人教版%#最少仅 *#+ 个#相差很大$而第一学

段共有的会认字仅 "7) 个#这反映了这一学段

安排学认哪些字#各版教材编写者认知差异

较大'

表 !4三版教材会认字$会写字统计

教材 人教版 E版 苏教版

会认字 会写字 会认字 会写字 会认字 会写字

一上,一下 2$$,**$ !$$,"*$ )!",!!" 2!7,""1 ""),!$7 !"),!71

二上,二下 2*$,2$$ )*$,)$$ 22),"2" 2!","#$ !)!,!$* "11,"+!

三上,三下 "$$,"$$ )$$,)$$ "2#,"+7 "*$,"+7 !2*,!"" ""+,"21

四上,四下 "$$,"$$ "$$,"$$ !7$,!7# !7$,"$$ !"$,## ""*,!#2

五上,五下 "$$,"$$ !*$,!*$ !1+,"$# !#1,!7+ +$,#) !#1,!*)

六上,六下 无 !"$,+$ !)+,!#2 7+,+) *2,") !*$,!!"

合计 ) $$$ " *$$ ) $2) " 21* ! "2! " )"2

44444备注!三版教材仅人教版三年级有词语表"三上 )**个词语#三下 ))+个词语%'

44(认写分开#先认后写)#三套教材会写字主

要集中在第一和第二学段#第三学段均有小幅下

降' 第三学段苏教版的会写字数量最高#而它的

课文篇幅三版最少#生词总量也比其他两版少很

多#这反映了苏教版编写者对第三学段的特别考

量' 总体来看#*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提

出(累计认识常用汉字 ) $$$ 个左右#其中 " *$$

个会写)

.)/

#三套教材从总量上基本符合要求#不

过会写字数量苏教版和 E 版欠缺一些#后期若修

订需按大纲认真考量'

此外#三套教材共有词汇仅 2#"个#这提醒教

材编写者不但需要在词汇总量上有所控制#而且

需要在词语选择上对词种加以考虑#增加共识'

因为(识字&写字贯穿着整个义务教育阶段#是阅

读和写作的基础#是小学第一学段的教学重点#更

是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教学内容)

.)/

' 同时#为

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教材增设词表一直都是学界的

愿景#三套教材仅人教版三年级在会认字&会写字

的基础上增加了词语表#这样安排也是一种尝试#

建议教材编撰修订可酌情考虑增加编写词语表'

!("4复现生词量统计分析

词语的复现率对词语的习得效果有影响#教

材编排提高生词复现率有助于学生记忆生词#促

进词汇学习' 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生词总量为

# !7)个#含 ! 至 !" 册会认字&会写字 * *$$ 个#

以及三年级 *册和 #册单列的 #7)个词$经统计#

出现 )次的字词有 #个#出现 " 次的有 " 2+! 个#

出现一次的有 ! "!) 个' 除去重复生字词#实有

词种数为 ) 1$$个' E 版小学语文教材生词总量

为 * *!+个#出现 2次的字词有 "!个#出现 )次的

字词有 !2*个#出现两次的有 " !$+ 个#出现一次

的有 1+) 个' 除去重复生字词#实有词种数为

) $*1个' 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生词总量为 ) *#*

个#出现 ) 次的字词有 !! 个#出现两次的有 1)+

个#出现一次的有 " $*# 个' 除去重复生字词#实

有词种数为 " +$*个'

统计的字词在全套教材中出现两次及两次以

上的#人教版占 +$(2\#E 版占 +*(+\#苏教版占

2"()\' 三版教材生词复现最低也近一半#教材

复现率高主要因为课后生字词由要求会认转为要

求会写#这符合循序渐进的认知原则' (对不同

类型的汉字和词来说#复现率的作用也是不同的#

在教材编写和词汇教学时#要根据不同类型的字

词特点利用复现率效应')

.2/三套教材具体复现

方式&复现间隔及复现分布#需结合实验另文

研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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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字词来说#复现率的作用先快后慢' 我

们的教材编写对字&词语言点的复现问题重视不

足#更多的是浅层的&下意识的' 有些字词在教材

中的安排不够严谨#编排方式有误' 表 " 是人教

版出现三次的 #个字词'

表 "4人教版课后出现 )次的字词

生字词 拼音 课号 读写要求 教材等级

壁 D] 第 !1课 会认 一年级下册

壁 D] 第 *课 会写 三年级下册

壁 D] 第 !+课 会认 五年级下册

峰 Ĥ/Q 第 "课 会认 二年级上册

峰 Ĥ/Q 第 "#课 会写 二年级下册

峰 Ĥ/_ 第 )课 会写 三年级上册

吭 F`/_ 第 !)课 会认 四年级上册

吭 0 /̂Q 第 !1课 会认 五年级下册

吭 0 /̂_ 第 !*课 会写 六年级下册

隆 Ga/Q 第 )2课 会认 二年级上册

隆 Ga/_ 第 7课 会认 三年级下册

隆 Ga/_ 第 )!课 会写 三年级下册

篇 V'b/ 语文园地二 会认 一年级下册

篇 V'b/ 第 "#课 会写 四年级上册

篇 V'b/ 第 #课 会写 六年级上册

仍 N̂/Q 第 "1课 会认 二年级上册

仍 Nc/Q 第 !2课 会认 二年级下册

仍 Nc/_ 第 !2课 会写 二年级下册

随着年级的增长#教材词语要求由会认转为

会写' 由表 " 可知#这 # 个生字词!(峰&篇)重复

会写不当#(吭&隆&仍)重复会认不当#而(璧)由

会认转为要求会写#又转为要求会认#匪夷所思#

编写有误' 类似情况同样出现在 E 版和苏教版

中#如表所示 )'

表 )4 E版会认字$会写字出现顺序不当

单词 拼音 课号 读写要求 教材等级

蓄 [d 第 !)课 会认 五下

蓄 [d 第 "2课 会写 五上

赠 ef/Q 第 "课 会认 六下

赠 ef/Q 第 !2课 会写 五下

碍 g' 第 !2课 会认 六下

碍 g' 第 !1课 会写 五下

承 .Fc/Q 第 !7课 会认 四下

承 .Fc/Q 第 !+课 会写 四上

(蓄&赠&碍&承)先要求会写#然后要求会认#

认知顺序颠倒'

表 2中#(瓷&段)先要求会写#然后要求会

认#转而又要求会写#不符合认知规律'

上述情况#在教材编排中应引起足够重视#类

似情况在教材编撰修订时须尽力避免' (小学识

字教材中教学用字分布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到学生

学习汉字的效果' 所以科学合理的编写教材用字

既要有科学的理论做支撑#又要结合学生的实际

情况')

.*/

表 24苏教版会认字$会写字出现顺序不当

单词 拼音 课号 读写要求 教材等级

瓷 .h 第 !7课 会写 三下

瓷 .h 第 !!课 会认 五下

瓷 .h 第 !课 会写 六上

段 %@g/ 第 7课 会写 二上

段 %@g/ 第 !#课 会认 二下

段 %@g/ 第 1课 会写 三下

"4三套教材课后生词与%)$$$ 词语表&对

比分析

人教版&E版&苏教版课后生词分别为 # !7)

个&* *!+个&) *#*个#除去重复生词#实际词种数

分别为 ) 1$$ 个&) $*1 个&" +$* 个' 三套教材

(会认字)共有仅 "7) 个#(会写字)共有仅 2#"

个#共有汉字过少$建议对小学生汉字的学习不但

要在字量上有规定#在字种上需要有说明#在词种

上也需要认真考量'

() $$$词语表)是根据(发行量大&使用范围

广&影响面大)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

社&语文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包括小

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的全部九年制义务教育阶

段的语文教材#依据分布法提取的#基本都属于独

立性强&凝固度高&概念明确的词语#其中一字词

! "$!条#二字词 ! 1#"条#三字词 "7条#四字词 +

条.#/

' () $$$词语表)展示了语文词语的通用性

与稳定性#展示了高频&高分布的汉语基础词语的

构成' 三套教材课后生词与() $$$ 词语表)相

较#可以看出共有词的选取分布状况'

"(!4共有词总量及其分布

经统计#人教版& E 版&苏教版课后生词与

() $$$词语表)相较#共有词种数分别为 ! 2)1

个&! !7*个&! $7)个#共有词种数相较各版词语

总量相差不大#显示了各版选取汉语基础词均倾

向基础&通用&稳定' 三版教材与() $$$ 词语表)

相较共有词在各年级具体分布情况如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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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共有词在各版教材中的分布

教材 人教版 E版 苏教版

一年级 ! $!$ +!! 2#7

二年级 1"* #+2 22*

三年级 #!) 2"$ "72

四年级 !** !22 !*$

五年级 +" ## #1

六年级 "+ "+ "+

合计 " #!) " !*) ! 2*)

如表 *所示#共有词分布在各版教材数量均

明显高于各版词种数' 这是因为各版词汇有不少

复现词所致' 比如!E 版教材重复出现两次的有

7""个#重复出现 ) 次的有 +1 个#重复出现 2 次

的有 !"个#总量为 " !*) 个' 表中所示以四年级

为分水岭#三版教材一至三年级与() $$$ 词语

表)相较#共有词分布比例高达 +7(7\&++(7\和

+)(!\#均超八成以上' 而四到六年级共有词数

量较少#差距明显#到六年级仅有 "+ 个' 由于

() $$$词语表)是根据现行具有代表性的四个版

本的 1"册教材"共 " $$7篇课文%提炼而来#各版

本共有词近乎词语表的四成至一半#这些共有字

词皆为小学语文教学的重点#也是小学生应该最

早掌握的#大多安排在教材第一学段和第二学段

的上半段#合理可行'

"("4差异词总量及其分布

人教版&E版&苏教版课后生词与() $$$ 词语

表)相较#差异词在各年级教材中的分布情况如

表 #'

表 #4差异词在各版教材中的分布

教材 人教版 E版 苏教版

一年级 "7" "*7 !+)

二年级 11# #1) )27

三年级 !$+! ##) 22+

四年级 #2* #)" 2"*

五年级 #!+ #+) )7#

六年级 !1" 2** )!!

合计 ) *+$ ) )#* " !!"

由表 #可知#三版教材差异词量起始年级与

毕业年级均相应较少#这是因为起始年级共有词

量最多#独用词量减少$毕业年级学生词汇学习更

重语段&语篇的训练' () $$$ 词语表)中超过一

半的字词未在三版教材生词中出现' 建议包括这

三版教材在内的各类语文教材#在词语编写中应

更为重视收录(独立性强&凝固度高&概念明确

的)词语$对差异词中的儿化词进行考察时发现#

三版教材课后词语无共有儿化词#() $$$ 词语

表)中也仅有 2 个#分别是(花儿&一点儿&一会

儿&一块儿)$而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儿化词仅

有(喘气儿)一词#可以看出三版小学语文教材更

为重视(文)的教学#而对(语)的教学重视程度不

够#口语化词汇太少'

)4%) $$$词语表&中前 !$$高频词在教材

中的分布分析

)(!4%) $$$词语表&中前 !$$高频词

() $$$词语表)中前 !$$ 高频词是按文本数

由高到低排列的#显示词语的课文分布信息能更

好地展示语文词语的通用性与稳定性' 该词语表

前 !$$高频词排列如下!一&的&在&了&是&不&有&

着&上&也&地&就&个&我&到&里&把&这&都&说&来&

去&又&和&得&人&大&从&下&还&看&能&要&他&那&

小&很&你 &中&只&多&没有&过&出&像&好&会&对&

用&我们&自己&向&给&起来&它&走&天&而&两&想&

呢&什么&年&几&被&为&起&再&叫&时候&才&时&

让&却&他们&最&可&可以&知道&见&问&头&做&们&

长&但&出来&听&前&更&成&三&已经&真&使&条&

当&次&因为&啊.#/

'

)("4前 !$$高频词在教材中的分布

经与三版教材课后所列生词对比发现!有 ++

个高频词出现在人教版与 E版中#有 !"个高频词

未出现$有 +2个高频词出现在苏教版中#!# 个未

出现' 人教版与 E版未出现的 !"个高频词相同#

分别是(没有&我们&自己&起来&什么&时候&他

们&可以&知道&出来&已经&因为)' 苏教版除上

述 !"个词语外#另有(把&年&使&要)四个一字词

未出现'

表 14前 !$$高频词在教材中具体分布

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人教版 !#2 !) $ $ $ $

E版 !*! !# $ $ $ !

苏教版 +1 !) ! ! ! $

表 1中的各版词语总量大于 !$$ 个#是因为

有部分词语复现所致' 以苏教版为例!课后生词

中共出现 +2 个词种数的高频词#出现一次的有

##个#其中 #! 个要求会写#* 个要求会认' 出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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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的有 !1个#都是先要求会认再要求会写' 如

(出)在一年级上册*认一认 2+中要求会认#一年

级上册第 !!课中#要求会写' 出现 )次的有 ! 个

为(两) 编排先后要求为会认0会写0会写'

(就&看&起)等 * 个高频词只要求会认没要求会

写#这样编排值得商榷'

由表 1 可知#() $$$ 词语表)中前 !$$ 高频

词主要集中分布在第一学段尤其是起始年级' 如

此分布显示教材编撰者对高频词的重视程度较

高' 个别散落在第二&第三学段的高频词#在第一

学段都以(会认)的形式出现#再次出现是要求

(会写)' 总体而言#仍有部分高频词没有收录#

建议修订时#多加考虑这些高频&常用的词语#尽

量将其收录到教材中去'

24现代常用独体字在教材生词中的分布

分析

*58$$!)0"$$7现代常用独体字规范+中对

独体字的定义是! (由笔画组成&不能或不宜再行

拆分&可以构成合体字的汉字)

.1/

' 该规范由教

育部&国家语委于 "$$7年 )月 "2日发布#在现代

汉字的范围内确定了 "*# 个现代常用独体字'

经与三版教材课后生词对比#"*# 个现代常用独

体字#有 "7个未在 E版出现#有 2+个未在苏教版

出现#有 )"个未在人教版出现' 在三版教材课后

生词中均未出现的独体字有 !# 个#分别是(甫&

亥&柬&臼&卤&皿&羌&冉&壬&矢&巳&戊&囱&丫&酉&

?)'

E 版教材课后生词实有独体字 ""1 个' 其

中#作为会认字或会写字重复出现 2 次的独体字

有 !$个#作为会认字或会写字重复出现 )次的独

体字有 1个#作为会认字或会写字重复出现两次

的独体字有 !++ 个#作为会认字或会写字出现一

次的独体字有 ""个'

苏教版课后生词实有独体字 "$+ 个#其中重

复出现 )次的独体字有 "个"(两)和(羊)%#重复

出现两次的有 **个#重复出现一次有 !*!个'

人教版教材课后生词实有独体字 ""2 个' 若

不考虑重复"以先出现会认或会写为准%#其具体

分布为!一年级 !)) 个#二年级 ** 个#三年级 !*

个#四年级 +个#五年级 !"个#六年级 !个' 这种

分布方式#统计的三版教材较为相似#独体字主要

安排在第一学段#符合小学字词教学的规律' 因

独体字笔画不多&数量较少&便于识记#构字构词

能力强#在这一阶段的学习中#应引导小学生逐步

建立现代汉字独体字的整体观念#以便为今后更

多基于独体字构成的合体字的学习以及独体字组

词提供保障#为以后的汉语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在统计中还发现 (丙&刁&丫&束&事)等几个

较为简单的独体字一些教材未收#建议修订时考

虑在课后生词中增收' 反观() $$$ 词语表)#所

收独体字更少#仅 !*1个#这说明现行最具代表性

的四套中小学语文教材对独体字的教学未引起足

够重视'

*4教材课后词汇编写建议

小学语文教材生词的构成状况直接影响语文

教学的效果#教材的编写应更为重视生词的选取

和生词在教材中的分布'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几

点建议!

第一#小学生在第一学段学习精力充沛&学习

兴趣旺盛#这也是生词学习&生活交际语言学习的

关键时期#教材修订编撰过程中应充分利用这一

阶段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努力在字词编写过程

中使学生掌握更多&分布更广的常用&高频词#并

尽可能在教材中安排更多构字构词能力强的现代

常用独体字'

第二#义务教育阶段让学生接触哪些词语&学

习掌握哪些词语#各版教材都有相当大的差异#缺

少科学数据的解释支撑' 三版小学语文教材均设

置了会认字表和会写字表#先会认字再会写字符

合认知规律#会认字的学习主要安排在第一学段#

会写字主要集中在第一和第二学段#到了第三学

段二者都有明显下降' 会写字在不同教材中的共

识不一样#虽然字词总量都符合*语文新课标+的

要求#但对字种和词种却未有共同的规定和说明#

在今后教材编撰中需引起格外关注' 另外#我们

还要尽量避免出现由于编审不严谨#导致生词重

复率高#会认&会写字前后矛盾等问题'

第三#各种词表的制定是最引人注目也最具

有实用价值的成果' 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仅三年

级有词语表#这明显不合理' 笔者在翻检其他版

本的小学语文教材时发现几乎各个版本教材均未

设立词语表' (语文课程标准关于词汇教学的目

标与内容注重体现词汇的积累&词汇的理解与词

汇的运用#三者是统一联系循环的整体#贯穿于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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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词汇教学的整个学段#并根据不同学段的特点#

提出不同的侧重点')

.+/为此#建议小学语文新编

教材或者教材修订编写时增加与小学各个学段相

对应的词语表#增加这一重要的教学资源#有利于

更好地提升语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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