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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蒙学识字教材的现代教学意义
——以“三、百、千”为例

严思睿

延安大学　陕西延安　716000

摘　要：本文聚焦于古代蒙学识字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展开研究。总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

分简要对传统蒙学教材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简单的介绍；第二部分基于蒙学识字类教材的特点将“三、百、千”对于

现代语文教学中存在的优势和局限性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探究了“三、百、千”对当今小学语文教学的启示，通

过它的主要特点、编排体例和其中蕴含的韵文化进行教学思考，促进古今语文教育相辅相成。更好地实现小学语文

教学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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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历史源远流

长。经典蒙学识字类教材“三、百、千”更是作为古代

启蒙教材流传至今，散发着“经典”的魅力。教材是传

播文明和文化的载体，	经典的蒙学教材更是古代蒙学教

育的结晶。蒙学教材在儿童早期集中识字、初步学习简

单的诗歌等方面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儿童今后

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蒙学教材有内容贴近学生生活、

句式整齐，读起来押韵明快、教育性与教学性相结合等

优点。

当今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展了经典国学诵读。“三、

百、千”作为经典蒙学识字类教材更是深受教育者的

追捧，已被多个学校选为诵读教材。新课标提出要全面

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所谓语文素养就是以语文能力为

核心的综合素养，包含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

际能力以及综合实践能力。而经典的蒙学教材不仅能提

高儿童的识字能力，同时对思想道德教育、听说读写等

综合性语文能力方面都具有引导作用。正所谓“蒙童养

正”，如果在儿童启蒙阶段融入蒙学教育，将会收获很好

的教育效果。所以本文便以	“三、百、千”为例，探讨

传统蒙学教材对当代语文的教学意义和启示。

一、传统蒙学教材基本情况介绍

（一）传统蒙学教材概说

传统蒙学教材可理解为蒙学期间学习所采用的课本，

别称儿童读物、蒙学读本、蒙书、蒙学读物、蒙养书等。

在我国古代教育中，传统蒙学教材必不可少，蒙学教育

最早可追溯到周朝时期，当时就有基于蒙学开展所对应

的识字教材，至今发现诸多不同形式与内容的启蒙教育

教材，都是由不同学者编撰所成，适合不同时代的教育

需求。虽然蒙学教学目标存在差异，但编写原则并无不

同，都是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及活泼趣味的内容来引导学

生，顺利开展蒙学教育。

本文主要对我国古代蒙学经典识字教材进行分析，

具体包括“三、百、千”的研究梳理发现它们都具有一定

的趣味性和科学性，选取内容都与生活息息相关，都具有

押韵对偶、句式工整、平仄对仗等特点，这大大提高了儿

童的朗读兴趣。同时也深受语文教材编写者的喜爱。

二、传统蒙学识字类教材的优势和不足

（一）传统蒙学识字教材的优势

1.集中识字为根本

识字教学一直是整个小学语文教学的重难点。只有

解决了识字问题才能进一步的学习其他学科知识，同时

也是阅读写作的基础。张志公先生就提出在幼童时期要

进行集中识字，才能进一步更好地推动语文教学[1]。如

果儿童没有达到应有的识字量，就去进行阅读写作，在

阅读中就无法认识文章的字词，便无法认识句子，更别

说理解句意了[2]44。正如唐彪在书中提到:“初入学半年,	

不令读书,	专令识字,	尤为妙法。”说明识字教学是儿童

正式接受教学教育的首要内容，启蒙时期学生识字数量

应为2000字左右。在具有一定识字规模后，才能进行下

一步的写作和阅读教学。

集中识字与汉字特点和学生认知特点相契合，幼儿

时期的学生在生理方面具有好动性、注意力难以集中等

特征。所以学生如果在短期内识得大量文字，就能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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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儿童学习语文的自信心和成就感，提高个人的自我效

能感。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除了要掌握汉字的发音、

外形、意思外，还需了解文字所蕴含的文化。“三、百、

千”都是将没有关系的汉字组成一起，通过韵律的一致

性，让内容读起来朗朗上口，有明确的逻辑与表达意思，

浅显的文字蕴含人生道理，这对蒙童识字和成长具有重

要意义。因此“三、百、千”作为在集中识字这一方面

很有帮助的。

2.培养兴趣为基础

3-7岁年龄段，儿童主要以形象思维和无意注意为

主。汉字属于抽象符合，在开展识字教学期间，保证幼

儿专注于识字方面就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吸引学生注意力，

调动其学习兴趣。

《千字文》开篇前18句就涉及诸多领域，包括天地

宇宙、日月星辰、山川雨露等18句中仅有3句与人事相

关，其他句子均是描写与农业相关的自然现象，很多都

属于日常生活中的常见内容，能让儿童开始认字的时候

就对学习产生好奇心和兴趣，能够认识和热爱大自然以

及自己生存的环境。

《三字经》中大量描述了历史变迁、朝代更替，用精

简凝练的语言列举了许多经典历史故事，在诵读过程中，

了解这些历史故事，可以让蒙童知兴衰、通古今。对历

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同时，《三字经》涉及诸多领域及学

科的特征，可通过《三字经》了解伦理、地理、文学等，

内容中传达“仁，义，诚，敬，孝”等核心思想，儿童

在启蒙过程中会学习到诸多领域的知识内容，同时为学

生为人处世提供参照与方向。《三字经》和《千字文》丰

富有趣的内容可以让儿童在启蒙学习时对学习产生兴趣，

激发求知欲，并引发积极思考。使儿童对自然地理、农

业社会和历史都会产生浓厚兴趣。

3.文以载道为传统

启蒙教育一直非常受古人的重视。很多专家都认为，

启蒙教育是为了在童年时期儿童能接受到社会规范的熏

陶。为此，在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中，社会启蒙是非常有

效的，它是为了让儿童在识字过程中与文本一起，内化

文本中提倡的社会伦理，从而影响他们的终身行为 [2]58。

比如，《三字经》源于孟子提出的“性善论”，深受儒家

思想的熏陶。其中所提及的“孟母三迁”就是教育思想

的体现，其表明学生所处环境对其学习所产生的作用，

同时蒙童在了解孔融让梨等故事后，了解孝悌礼仪。中

国传统时期，孝悌是每个人必备的基础品德，其主要体

现在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这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

本内容。蒙童了解孝悌基本道德就是通过学校教育和家

庭教育。全书的重点主要劝告孩童端正学习态度，努力

学习。

（二）传统蒙学识字教材的不足

1.内容成人化倾向明显

现代语文教育中有不少学者认为传统蒙学教材有腐

朽、思想落后以及影响现代儿童的发展等诸多问题[3]。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存在了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传统蒙

学中固然存在着与现代社会相脱节的消极教育方法与落

后思想观念，譬如三纲五常腐朽的等级观念，男尊女卑

的不公平等。虽然《三字经》和《千字文》有一些自然

科学知识，但是占比很小，不够系统。

“三、百、千”在内容选择上多以成人视角为主，封

建社会为维系当权者的封建统治地位，将纲常伦理深入

到各个层面与领域，在蒙学教育过程则无法达到启蒙教

育的效果。由于每个儿童在学习知识的时候都具有主体

性和差异性，每个人对所学知识的理解都是不同的，所

以当今小学语文教学中要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引导，

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和独特性，顺应儿童的身心发展。

2.思想较为保守

“三、百、千”在编写内容时以维护封建统治地位为

目标，为当权者培育出顺民、忠臣与君子，学而优则仕理

念深入人心。每个学子都将当官作为毕生的最高追求，这

对社会发展培育出经世致用人才[4]。但时至今日，传统蒙

学教材中所倡导的教育目标不免单一僵化，阻碍蒙童的全

面发展。“三、百、千”中封建落后的教育思想与现代崇

尚自由、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思想是违和的。因此，现阶

段在编写小学语文教材时，要注意规避古代教材所存在的

问题，借鉴其合理内容，摒弃其所存在的缺乏创新与墨守

成规的特性，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去创新与改变。

但我们不能全盘否定蒙学教材内容，其还有可用之

处。在引用过程中可对其所涉及的封建文化进行摒弃，继

承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现代也发挥起

重要作用，发挥蒙学中优秀精髓在当今时代的积极作用。

三、传统识字类蒙学教材对当前教学的启示

（一）“三、百、千”的教学启示

1.内容上贴近学生生活

贴近儿童生活习性是蒙学教材内容的特点，在实用

性上、道德教化上以及对宣扬中华传统文化上都有显现。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尤其是低段的语文教学，主要

是以让儿童识字认字为主，在教会学生识字认字的过程

中要避免枯燥无味的讲说，在启蒙阶段的教育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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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教师应利用好“三、百、千”内容中的实用性，贴近学

生生活，将所学知识和儿童周围生活联系起来，不仅能

让儿童更好的理解知识，还能增加课堂的有趣性，培养

儿童的学习兴趣。

比如在教一年级上册“金木水火土”“四季”这两篇

课文时，可以顺势引出《三字经》中	“曰春夏，曰秋冬。

此四时，运不穷。日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

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带领学生了解古人

对四季和五行的认识。让学生透过简单的文字深刻地体

悟四季万物的变化，仔细观察季节交替的现象等等。

2.选材适应学生身心发展

古代蒙学教材的编写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它符合儿

童的年龄特征和心理特点。8~15岁这个阶段孩童记忆力

超强。教育者们要抓住这个时候给儿童提供有质量的教

材供儿童去记忆，增强文学素养。新课标强调，小学语

文教育贵在文学素养的塑造和培养，应从多个维度下功

夫，包括“诵”、“读”、“写”等。

在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上来说，一到八岁是孩童智

力发展的关键时期，所以要抓住孩童发展的关键期给予

孩童很好的教养。这时候的儿童运用理解力学习知识的

能力是有限的，但是记忆力是最强的时期，蒙学识字类

教材大部分都采用了通俗简洁的语言，句子短小精悍，

对偶押韵，遵循了儿童的发展特点，内容易懂易记。所

以说让儿童在这一年龄段进行诵读传统经典是很有利的。

在教学时应该结合学生的身心发育特点来做教育，应由

浅到深，循序渐进。

总之，在选文上，“三、百、千”满足了人文性、工

具性、审美性的统一。内容简单明了，易于理解，有利

于儿童对知识的积累与掌握。

3.内容上富有韵律

古人主要是利用音韵将汉字有机融合，实现汉字的

组合排列，出现关联、节奏感等句子，这种句子比较简

单，容易阅读和理解，在儿童启蒙时可以先接触这些，

可以快速掌握文字。具体来说：

对于《三字经》	来说，三字就是一个句子，两句

之间就存在韵律，句式短小精悍。《三字经》	开篇写

道:“人之初,性本善..教之道,贵以专。”押韵“	ａｎ”	。

《百家姓》是用四言韵语写成，全文没有实质性的

含义，只是将中国上百个姓氏四字一句的形式编排起来，

极有韵律感和音乐性，读起来欢快、上口，符合儿童的

年龄特点。	

对于《千字文》	，累计是125句；顾名思义字数主要

是1000字，写作手法很独特，每组之间还押韵，《千字

文》开篇写道:“天地玄黄,宇宙洪荒..闰余成岁,律吕调

阳。”主要是押“ang（江）”韵。

对于“三、百、千”来说，上述读物相对来说很有

韵律感，便于朗读，便于儿童记忆背诵。

总体来讲，“三、百、千”对今天小学语文教学有

重要的启示。首先，蒙学教材以识字为导向，集中识字，

注重实用，而且内容丰富，知识密集；其次，句子结构

简短清晰，讲究押韵对仗；最后，“三、百、千”内容上

注重基本技能训练与道德教育。在教育实践中具有独特

的个人品德修养、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拓展知识、等

功能。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应该扬长避短，将“三、百、

千”的积极作用发挥到最大价值。

四、结语

社会在革新，时代在发展，在立足于“四个自信”

的“文化自信”这一要求上，教育理论不能抱守残缺，

应要随时代和社会变化而变化，目前的小学语文识字教

学怎样与“三百千”中蕴含的古人的教学经验相结合，

一直是教师关注的问题。我们应正确把握住传承与创新

之间的尺度和准则。首先，对“三、百、千”要采取

“厚古薄今”的态度，认识到“三、百、千”内容的特

点，继承其中顺应当今时代发展、有价值的经验；其次，

要认识到“三、百、千”内容的局限性，根据当前小学

语文课程标准，将“三、百、千”与现代小学语文课本

有机衔接，把蒙学教育要和现代语文无缝融合，两者之

间的碰撞能够出现不一样的文学火花，小学语文教学效

果会向预期方向靠拢，使学生能够德才兼备、兼具古代

和现代素养，既符合社会所需要又迎合国际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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