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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自民國 108 年 8 月起依照不同教育階段逐

年實施，同時，符應新課綱的審定版教科書也正式上路。國語課本第一冊為小一

生首次接觸國字的課本，亦為教師生字教學的重點教科書，因此其生字編排順序

尤為重要。現行教科書先挑文再選字的模式，往往忽略了生字筆畫數及識字方法

應用的編排邏輯。本文以現行 110 學年度康軒版第一冊國語課本為例，敘述教師

在實際授課上所遭遇之問題，並提供建議，以做為未來教科書在編排上新的思考

方向，使教科書的編排能更符合學生的學習順序。 

二、小一生字教學所遭遇之問題 

國小一年級學生入學後前十週為注音符號的學習，之後才開始學習生字。這

是學生第一次接觸到國字，因此生字教學的引導及課文中生字編排順序將影響教

師之教學，以下針對康軒版國語第一冊課本之生字安排狀況列點說明之。 

(一) 先教合體字，後教部首及偏旁 

課本生字編排順序，一開始的習寫字即出現合體字，而其拆解後的部首及偏

旁卻較晚出現，例如：第一課習寫字「拍」，將其左右拆解後為「扌」與「白」，

但筆畫數較少的偏旁「白」卻是第六課的生字，此情況可能造成學生初學合體字

「拍」時只瞭解該字之意義，卻對於其部首「扌」與偏旁「白」不甚了解。 

課文內容有提到字的組合方式有上下組合、左右組合，也在認識國字異同的

時候，將國字左右或上下拆解再進行比較，期以此方式增加學生識字量（見圖 1）。
然而，在學生對於部首及偏旁的認識尚未足夠時，拆部件識字之方法效果有限。

研究者整理康軒版第一冊國語課本，列出先出現合體字，後出現其部首或偏旁的

情形如下（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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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國字分解組合圖 

表 1 先教合體字後教部首或偏旁之案例 
先教合體字 後教部首或偏旁 
第一課「你」 第四課「小」 
第二課「好」 第四課「子」 
第三課「們」 第五課「門」 
第三課「起」 第六課「走」 
第三課「友」 第五課「又」 

(二) 單一生字筆畫多，學生書寫負擔重 

依據 108 課綱所編撰之康軒版第一冊國語課本的生字中只有習寫字，而未列

認讀字。課本中，每課的生字量約有 13 至 14 字，每課有 3 至 4 個生字的筆畫數

在 10 畫以上（見表 2）。曾昱翔、胡志偉、羅明、呂明蓁、呂菁菁（2014）在其

研究中發現，不同年級教師對生字之重要屬性的認知不同，低年級教師認為字形

結構與筆畫數的多寡比較重要。尤其小一生剛接觸國字的習寫，小肌肉的發展尚

未成熟，遇到筆畫較多的生字時，常會有生字書寫不端正、不工整的情況出現。

由於生字筆畫多，學生對於部首及偏旁的認識不足，記憶生字的方式往往是死

背，因此需要大量反覆練習才能記住生字，這可能會造成學生過度練習，不僅增

加學生的學習負擔，亦可能抹煞其學習語文之興趣。 

表 2 110 學年度康軒版第一冊國語課本生字數量及筆畫統計 

三、問題改善之建議 

國小一年級以生字教學為重點，在教師的教學上，可依學生的狀況進行調整

 生字量 筆畫 10 畫以上生字量 該課生字筆畫數總和 
第一課 9 字 0 字 43 畫 
第二課 11 字 4 字（這、誰、啊、個） 89 畫 
第三課 14 字 5 字（陪、高、海、們、起） 105 畫 
第四課 13 字 4 字（課、隻、蛙、開） 101 畫 
第五課 14 字 3 字（裡、麼、晚） 91 畫 
第六課 13 字 4 字（路、說、從、頭） 116 畫 

 合計 74 字 合計 19 字 合計 545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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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改善，以下從學生可能面臨的問題提出改善之建議。 

(一) 教科書生字選用之難易度，應符合學生認知發展 

Bruner（1966）強調對於學生之學習，學科教材內容應由具體到抽象，由簡

單到複雜，由動作表徵到符號表徵，可配合學生該年齡之能力，使其獲得的新知

識能與舊經驗結合，讓學習效果事半功倍。108 課綱（2018）在國語文學習領域

之教材編選中提到，第一學習階段應重視「學以讀」，可見識字為低年級之學習

重點。識字之教學順序，應從高頻到低頻，獨體到合體，具體到抽象，以符合學

生之認知發展能力，教師進行生字教學時，應強調高頻字、獨體字及具體詞，使

學生更容易記憶與認識生字。 

(二) 應注重學生小肌肉的發展，並提升學生書寫之信心 

部分小一學生剛開始習寫國字時，由於缺乏手部小肌肉訓練，以致其在學習

握筆及書寫國字上需較長時間適應，此時要求學生書寫筆畫較多的生字，徒增其

學習負擔，其所書寫的字往往是潦草凌亂，需多次修改訂正才能達到標準，因此

有些學生可能會喪失書寫國字的自信。 

建議教師於生字教學前，利用學習單讓學生先熟悉簡單的基礎筆畫，如：橫、

豎、撇、挑、點、捺等的書寫，加強學生手部小肌肉發展；於教學中，注重生字

之書空過程，鼓勵學生寫好每個字的一筆一畫；於教學後，檢視學生生字書寫成

果，適時鼓勵、稱讚以提升學生書寫信心，培養其對字體美感的感受力。 

(三) 低年級國語課本應以識字為主編排生字順序 

現行國語課文之編撰以自編或選文的方式進行，再由選錄的課文內容中挑選

出所要教授的生字，此種先挑文再選字的方式，對低年級學生來說，有時可能忽

略識字的邏輯順序。何元亨（2012）認為以選文的方式編撰教科書不僅能收錄語

句優美及意境深遠的文章，亦能讓學生認識各種不同寫作風格的作家，但若文章

之用字不適合學生學習，學生可能需要花更多心力才能識字並閱讀課文，如此反

而增加學生的學習負擔。建議出版社或教師可根據學生的書寫及認知能力編撰低

年級課文，再從課文中選取合適的字做為生字，即可符合學生識字之邏輯順序。 

四、結語 

國語為學習各領域的基礎，108 課綱中小一的國語學習節數提升，目的是為

了讓學生能獲得充分學習的機會。但隨著學習節數增加，第一冊國語課本生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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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多及變難的趨勢。從教科書、教師教學及學校三方面，研究者提供以下建議。

首先，建議教科書之編撰及審定應參考學生識字邏輯、認知能力及生理發展，安

排合理的識字順序，並建立完善的回應機制，讓教師提供意見給編輯者作為日後

修訂之參考。在教師教學方面，素養導向教學強調學習策略與方法，因此在識字

教學中，教師不能只教「字」，而是要教「識字的方法」，引導學生自主識字。建

議透過遊戲和生活情境讓學生大量認讀同部首或同部件的字，從遊戲中學習並活

用於生活中，增添識字的樂趣。寫字教學上，對於筆畫較多、較難的習寫字，教

師可以將字拆解，練習單一較難的筆畫，亦可藉由扣扣子、綁鞋帶等活動訓練學

生小肌肉。最後，建議學校方面可以舉辦硬筆字、字音字形或說故事等比賽活動，

提供學生展現學習成果的舞臺，並透過獎勵制度，鼓勵學生大量閱讀書籍，以增

加其識字量。 

生字詞語是語文學習的基礎，亦是認識篇章的基本元素。面對 108 課綱國語

課本第一冊難度提升，更需要學校行政支持、教師專業提升以及完善的教科書編

排，讓學生能對識字、寫字抱持興趣並產生自主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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