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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技术环境建构的小学语文课程呈现出新的形态 这不仅为课程形

态的多元化提供了经验 也为解决小学语文课程长期留存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思

路 本文试从解决错别字问题这一角度加以讨论 错别字 是汉字书写和运用中

出现的错字和别字的合称 错字 指字形或结构错误的汉字 别字 指把甲字写

成或读成乙字 乙字 就是别字 儿童在学习汉字书写与运用的过程中出现错

别字具有普遍性和延续性 如何降低错别字率一直是小学语文课程关注的重要

问题 深圳南山实验学校信息技术环境下小学语文实验课程 以下简称 实验课

程 的有关经验 为纠错正别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错别字问题的解决 从根本

上说与汉字认读与书写以及阅读 写作等课程的组织样式即课程形态具有直接

关联 合理的课程形态能够降低错别字率

一尧信息技术环境下小学语文课程的基本情况

渊一冤实验课程的概况
对学前儿童读写行为的研究发现 早在儿童真正学会读写之前 就已经在

信息技术环境下小学语文课程的探索
着力课程形态解决错别字问题

郑飞艺

摘要 儿童在学习汉字书写和运用中出现错字和别字是普遍现象袁如何降低错别字率一直是
小学语文课程关注的重要问题遥信息技术环境下小学语文课程的探索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
新的思路院低年级较大的汉字认读量有助于儿童较早成为高识字能力的学习者曰认读与书写
各行其道袁可使大量书写在儿童具有明确汉字规则意识后进行曰识字教学内容注重汉字本体
特征袁可以从汉字图式建构伊始就防患于未然曰大量阅读与写作可给予儿童更多在用字中识
字的机会袁促进书写内容的语境化袁有利于字形和音义联结的建立遥 这一个案经验启示我们院
识字教学内容应符合汉字本体特征和儿童认知特点尧 认读量与书写量之间应保持合理的距
离尧识字宜在用字中进行袁错别字问题的解决应立足于建设合理的课程形态遥
关键词 信息技术曰 错别字曰 课程形态曰 汉字认读与书写曰 阅读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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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地尝试运用 理解读写 咱1暂尽早能读会写是儿童发展的内在需要 但长期以

来我国的小学语文课程不能完全满足儿童的这种发展需要 基于这样的背景

深圳南山实验学校于 年秋在小学部启动 八岁能读会写 语文课改实验

将信息技术引入到儿童识字 阅读和写作的学习过程中 在不增加课时 不增加

学生学业负担的情况下 到小学二年级结束时 即在儿童 岁左右大部分达到

能读会写 能读 是指儿童能独立阅读童书及与其年龄相适应的儿童文学

作品 能够阅读多媒体资料并主动获取信息 养成广泛阅读的兴趣和持久阅

读的习惯 会写 是指儿童有主动表达的愿望 入学几个月后就可以用汉语

拼音输入法借助电脑把自己阅读的感悟 直接 间接的生活经验 以书面语言的

形式流畅 准确地表达出来 对书面写作 网络写作有持续的兴趣 咱2暂从三年级
开始 每学年用一半的时间完成语文教育的基础性课程 其余时间让学生在整

本书阅读和综合实践活动中 涉猎人类精神文化财富 参加社会实践 在发展

学生言语能力 提高 能读会写 层次的同时 培养其 情感道德 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 咱3暂

信息技术环境对实验课程的意义不只是在工具与资源层面上 更在于推动

了课程形态的变革 实验课程从汉语拼音学习开始就介入计算机操作 将信息

技术课程与语文课程整合 一年级学生即能借助计算机写作 掌握了在信息技

术环境中进行语文学习的基本能力 在低年级就实现了识字 阅读与写作的互

动 并由此推动了中 高年级课程的变革 实验课程是开放的 在持续十余年的

探索中借鉴了 生本教育 上海二期课改 亲近母语 等经验 其建构的语文

课程由三部分学习活动构成 基于教科书的传统语文学习活动 整本书阅读活

动 综合实践活动 语文学习在信息技术环境中展开 写作 整本书阅读以及综

合实践活动等都拥有交流共享的网络平台 学习时空超越学校与教室 课程内

容与教学实施都呈现出新的组织样式 为小学语文课程形态的多元化提供了富

有成效的经验 目前山东 浙江 甘肃 河北 陕西 江苏等地都有学校参与这一

实验课程的建设

渊二冤与错别字问题相关的课程情况
基于信息技术环境的实验课程注重根据儿童的经验与需要加以组织 与解

决错别字问题相关的课程的形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语文学习开始于直接认读汉字 实验班以自编的实验学本为主干教

材 语文学习开始于直接认读汉字 一年级认读近 字 目标是能读会认 而

非 四会 二 三年级目标认读量 累计 分别为 字和 字 四至六年级

为 字以上 识字教学内容注重引导学生关注汉字构造特征

第二 汉语拼音学习与计算机汉字输入学习整合 认读五 六百汉字后开始

学习汉语拼音 拼音不仅是学习汉字读音的工具 也是汉字输入的工具 实验课

程的拼音学习与计算机汉字输入学习结合在一起进行 集中学习时间一般为

周 这一阶段只求 会 并不要求熟练 学完拼音后 识字课上依然以直接认读

汉字为主 但增加打字环节 要求学生用全拼输入法打出所认读的字或词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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