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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era of information explosion, the language learning of characters i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language learning, etymology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students’ language literacy and cognitive abilit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plementation value and strategies of “etymology”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n the context of discipline core literacy. Through 
the in-depth study of etymology, it analyzes its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Chinese literacy, cultural confidence, thinking 
ability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the specific strategies of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a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curriculum design, 
teaching methods, evaluation system and so on.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schools and teachers, promot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tymology curriculum, and enhance students’ core subject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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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核心素养下的“字源学”校本课程实施价值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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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语言文字的学习显得愈发重要。字源学作为语言文字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学生的语言素养
和认知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本研究探讨了学科核心素养背景下“字源学”校本课程的实施价值和策略。通过对字源学的
深入研究，分析其在培养学生语文素养、文化自信、思维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提出了课程实施的具体策略，包
括课程设计、教学方法、评价体系等方面。本研究旨在为学校和教师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促进字源学校本课程的有
效实施，提升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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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文字是人类交流和思维的重要工具，语言文字学

习是教育中重要的一环。在语言文字学习中，字源学作为语

言文字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的语言素养和认知能力

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学科核心素养

作为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对学生的语言文字学习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因此，如何在学科核心素养下开展字源学的

校本课程实施，成为当前语言文字教育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首先，论文将通过对学科核心素养和字源学的概念和意义进

行阐述；其次，分析校本课程的实施价值，最后探讨校本课

程实施的策略和方法，旨在为提升学生的语言文字学习能力

提供借鉴和参考。

2 学科核心素养与字源学的概念阐释和研究
现状

2.1 学科核心素养的概念阐释和研究现状
学科核心素养是中国新课程标准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

是学生通过学科课程学习所形成最基本、最重要的素养，是

学生在课程学习和实践活动中养成的具有该学科特征的基

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品质和基本经验的综合。

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主要包括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

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四个方面的内

容。中国课程改革从强调“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到“三维

目标”再到“学科核心素养”的过程体现了教学更加关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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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课堂参与及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而不是仅依靠“分

数”作为评判学生的依据。

国外对核心素养的理解异中有同。不同国家与地区所

研究的 21 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宏观

上对核心素养的内涵理解存在共性，即核心素养是运用知识

解决问题的能力，且核心素养里的知识定义非常广，包括语

言沟通、科学精神、思维能力、社会协作与国家意识等方面 [1]。

2.2 字源学的概念阐释和研究现状
字源学又称文字学，它是研究汉字个体的形体来源及

汉字字族谱系形成、发展、演变规律的学问。字源学内容丰

富，除了基本的探究字源方法“形训”“声训”“义训”之

外，还涉及“六书”理论、文字学理论、“汉字字理”理论

等。它根据汉字构字的表意性特点探究字的来源，发现字的

变化，理解字的含义。从汉字构字原理上，对字的音、形、

义间的联系进行字理分析。从汉字字意上认识汉字各部分组

合的内在联系及合理性，使学生理解字的构形、读音、表义

的道理。每个汉字的形成必然承载着一定的文化、思想、感

情。通过字源学知识和方法可以深入挖掘、理解和传承汉字

承载的文化内涵。

希腊早期的字源学探讨字的真实和主要意义，相信文

字和事物间必然的关联，含有事物与观念内在的性质。其企

图发现字的形式和价值，比较失去的原音，追溯来自异域的

文字。因为欧洲各语文字多源于希腊文或拉丁文，所以欧洲

字源学主要研究拉丁文字的演变及价值。近些年，随着中国

综合国力的提升，汉语也越来越多地影响和辐射到国外，如

开办孔子学院等，很多国外大学也开设了汉字书法选修课。

日本学者认为通过字源学的“六书”理论来理解并书写汉字，

可以提升学生在日常写作中的书写速度，增加硬笔书写的流

畅程度。捷克学者提出汉语教学起始阶段应该从探究汉字字

源分析汉字字形入手，汉字学习的入门阶段应该以易于实现

的原则为基础，贯彻以小见大、从局部到整体的原则。法国

汉学家首次提出“字本位”理论体系。这一理论的提出改变

了一些学者对“词本位”的理论看法，学习汉语应该先探究

字源、认识汉字，对传统汉字教学模式的改变起到了一定的

推动作用，更引发了对外汉字教学理论方法的激烈讨论。    

3 学科核心素养下的字源学校本课程的实施
价值

3.1 提高语文素养和增强文化自信
字源学研究汉字的起源和演变，通过学习字源学，学

生可以深入了解汉字的结构、意义和演变规律，提高对汉字

的认知和理解能力。这有助于学生提高语文素养，包括词汇

量、阅读理解、写作表达等方面。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它是蕴含着中华民族性

格的精灵。字源学校本课程可以让学生深入了解汉字所蕴含

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这有助于培养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

同感和自豪感，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文化传承和发展 [1]。

3.2 培养思维能力和促进跨学科学习
学习字源学需要进行逻辑推理、分析归纳等思维活动。

字理识字教学法敏感地抓住了学生的学习心理，将抽象的 

思维逻辑转化为直观有趣的探索模式，充分调动 学生的好

奇心，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引领学生跟随 教师的教学安排逐

渐理解汉字，并吸收相关语文知识 [2]。

字源学与历史、文化、语言、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密

切相关。实施字源学校本课程可以促进跨学科学习，让学

生在不同学科之间建立联系，拓宽知识面，培养综合素养。

而且字源学充满了趣味性和神秘感，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通过生动有趣的字源学案例和探究活动，学生可以更加

主动地参与学习，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3 培养审美意识和增强民族凝聚力
汉字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字源学可以让学生欣赏汉

字的形体美、结构美和意义美。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审美意

识和审美能力，提升对艺术和文化的欣赏水平。

字源学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通过学习字源学，

学生可以感受到汉字所承载的民族精神和智慧。这有助于增

强学生的民族凝聚力和归属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

3.4 适应教育改革需要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当前教育改革强调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字源学校本

课程与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相契合。通过实施字源学校

本课程，学校能够更好地落实教育改革的要求，提高教育

质量。

字源学是研究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

通过字源学校本课程，学生可以了解中华文化的根源和发展

脉络，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文化传承意识和

责任感。

学科核心素养下的字源学校本课程的实施具有重要的

价值和意义。它不仅有助于学生的语文学习和个人发展，也

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培养具有文化素养和创新能力的

新一代人才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实施过程中，学校可以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和学生需求，精心设计课程内容和教学方

法，充分发挥字源学校本课程的教育价值。

4 学科核心素养下的字源学校本课程实施的
策略和方法

4.1 课程设计和教学方法
精心设计字源学校本课程的框架和内容，确保与学科

核心素养的要求相契合。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学习水平，

选择适当的字源学知识和案例，构建系统的课程体系。采用

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例如，

运用讲解、示范、讨论、探究等教学方法，让学生通过亲身

体验和思考来深入理解字源学知识。鼓励学生之间的合作学

习，通过小组讨论、合作探究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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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和沟通能力。在合作学习中，学生可以相互交流和分享

字源学的学习经验，共同进步。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考察、文

化体验等实践活动，让学生亲身感受汉字的文化背景和实际

应用，如参观博物馆、书法展览、传统文化遗址等，增强学

生的文化体验和实践能力 [2]。

4.2 多媒体资源跨学科整合
利用多媒体技术，如图片、视频、动画等，丰富教学

内容和形式。多媒体资源可以更加生动地展示汉字的演变过

程和文化内涵，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将字源学与其他学科

进行整合，如与历史、语文、艺术等学科相结合，开展跨学

科的学习活动。这有助于学生在不同学科之间建立联系，提

升综合素养。持续关注字源学的研究进展和教育教学的新理

念，不断创新和改进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根据学生的反馈

和实际效果，适时调整和完善课程。利用社会资源，如邀请

字源学专家、书法家等来校举办讲座或工作坊，为学生提供

更专业的指导和学习机会。

4.3 家校合作以及教师发展
与家长保持密切沟通，让家长了解字源学校本课程的

重要性和学生的学习情况。鼓励家长在家中与学生一起探讨

字源学知识，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运用字理识字、析词还

适合于利用多媒体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化教育技术的课堂

教学 [3]。教师作为课程的实施者，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字源

学知识和教学能力。参加相关的培训和研讨活动，与其他教

师进行交流和分享，不断丰富自己的教学经验。持续关注字

源学的研究进展和教育教学的新理念，不断创新和改进课程

内容和教学方法。根据学生的反馈和实际效果，适时调整和

完善课程。在校园内营造浓厚的汉字文化氛围，通过布置校

园环境、举办文化活动等方式，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汉

字文化的魅力。

通过以上策略和方法的实施，可以有效地推进学科核

心素养下的字源学校本课程的开展。这将有助于学生深入了

解汉字文化，提高语文素养和综合能力，培养对中华文化的

认同感和传承意识。同时，也需要学校、教师和家长的共同

努力，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氛围，让字源学校本课程发挥

最大的教育价值。

5 学科核心素养下的字源学校本课程实施的
评价和反馈

学科核心素养下的字源学校本课程实施的评价和反馈

是确保课程质量和效果的重要环节。以下是一些评价和反馈

的方面：

5.1 学生教师评价
通过学生的作业、考试成绩、课堂表现等来评估学生

对字源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应用能力。同时，可以采用问卷

调查、小组讨论、自评表等方式了解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参

与度和学习体验。

学校可以对教师的教学设计、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

进行评价，观察教师在课堂上如何引导学生学习字源学以及

如何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5.2 课程教学评价
评估课程内容的合理性、系统性和适应性，是否与学

科核心素养紧密结合，是否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考查教学

方法的多样性和创新性，是否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

动性。

5.3 反馈机制分析
建立及时、有效的反馈机制，让教师能够了解学生的

学习情况和需求，以便调整教学策略。同时，学生也能够反

馈自己的学习感受和建议，促进课程的不断改进。鼓励家长

参与到评价过程中，了解学生在家中的学习情况和进步，提

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利用数据分析工具，对学生的成绩、

作业等进行统计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方向 [3]。

5.4 定期评估和完善
定期对字源学校本课程进行全面评估，总结经验教训，

不断完善课程体系。

通过以上评价和反馈措施，可以及时发现字源学校本

课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提高课程

质量和效果。同时，也能够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学生的全

面成长，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

评价与反馈是字源学校本课程实施的重要环节，通过

多方位的评价和及时的反馈，可以不断优化课程设计，提高

教学质量，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同时，教师应

不断提升自身专业素养，积极探索创新教学方法，为学生提

供更优质的教育。

6 结论

学科核心素养下的字源学校本课程的实施，对于提升

学生的语言文字学习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学科核心

素养和字源学的概念和意义进行阐述，分析了字源学校本课

程的实施价值，探讨了校本课程实施的策略和方法，可以为

提升学生的语言文字学习能力提供借鉴和参考。在今后的教

育实践中，可以进一步加强学科核心素养下的字源学校本课

程的研究和实践，不断完善字源学校本课程的实施，促进学

生的语言文字学习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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