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新編三字經》是一整套成體系的識字教材，需要將如下材料一起使用。
1.《基督教新編三字經》課本
2.《基督教新編三字經》識字理論
3.《基督教新編三字經》各課字卡
4.《基督教新編三字經》所有不重複字字卡
5.《基督教新編三字經》注釋本
6.《基督教新編三字經》形聲字關聯與補遺
7.《基督教新編三字經》同步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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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身在美國，舉例是以英文生活環境為例，但也可以適用於其他外語環境。

這裡分享的識字理論和方法對於國內的學齡前兒童也是適用的，只是國內兒童的
中文學習一般可以交由學校完成，所以緊迫性遠遠不如海外。

這篇《識字理論》是基於筆者于2020年9月和11月的兩次分享交流講稿改編而成的。

當時家裡老三的中文識字學習剛完成大半，曙光在望，有感於身邊的海外華人朋友普
遍反映二代中文很難教。感謝主筆者自己在教家裡三個孩子中文的過程中，算是積累
出了一些心得。但周邊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們普遍都放棄了。而且很多家庭有嚴重的文
化代溝，尤其是有青少年的家庭中，原本就很多挑戰的親子關係因語言問題更加疏離。
於是筆者2020年9月份開始有感動通過Zoom，跟30多家弟兄姊妹分享了一下教學方法，
就是集中識字，如何用1年左右時間認識2500字以上，突破識字關，並且建了個微信
群繼續跟進。3/26/2022再次分享並更新。

分享後明確知道的有十多家來自各地的主內肢體開始按著這個方法教孩子，進展
很快。截止2022年3月，已經有好幾家家庭學到了3000字。能基本無礙地閱讀聖經和
大多數中文讀物。筆者之前教自己孩子使用的是國內出版的《中華字經》，全4000字，

這個教材對很多家庭起點比較高，而且也沒有什麼屬靈意義。就此也開始尋找有屬靈
意義的啟蒙教材。後來在網上看到筆名“天學詩”的魏弟兄所著《基督教新三字經》很

合乎筆者的理念，所以就跟他聯絡，獲得授權去改編和分享給弟兄姊妹們。在把《基
督教新三字經》填充了很多生字並壓縮了部分內容後，產生了這個版本的《基督教新
編三字經》。已有近萬下載，具體完成情況沒有統計。

按照魏弟兄的建議，新改編的《基督教新編三字經》雖然有些文字是基於天學詩
系列的《基督教新三字經》，但整體而言都經過了重新整理，大部分文字或文意都有
改變，為了避免混淆，就建議使用新的名字《基督教新編三字經》，並授權可以進行
非商業性或非盈利性的分發和使用。

在《基督教新編三字經》的文字以及配套的教材課件中，都會特別注明：【經原
作者同意，本三字經部分文字基於“天學詩”《基督教新三字經》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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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的三個孩子都是美國出生的ABC（American Born Chinese）。嘗試了很多種中

文教育方法，也參加過一些不同的中文輔導班和網路教程，最後發現最有效的是自己
在家教，集中識字之後再去使用其他中文教材。三個孩子都是在1年內集中識字
3000~4000，之後基本穩定在識字量2000~ 3000左右，可以基本無障礙地讀中文書了。
以後再偶爾教寫字、語法、文化等，但教起來就很輕鬆了。前後13年左右對三個孩子
的教學經歷也算是積累了不少經驗，資料和方法。

老大女孩，5歲之前有嘗試很多不同教材，識字基礎400左右。5歲半開始集中認字，
6歲半左右學完4000字，之後只是偶爾在暑假時教些語法和寫字寫作，平時她憑興趣

自己讀了不少中文書，基本可以無礙閱讀現代中文作品，普通話口語很流利，寫作略
差。但因後續我們沒有太多督促，所以她對古文和詩歌基本不懂，中國文化和常識方
面也有不少欠缺。她2019年申請大學時中文AP考了滿分（沒有上過中文AP課程，完
全靠自學預備）。2020年夏天考察了一下，識字量大約3200。

老二男孩，6歲前斷斷續續學了1000字，後因我們工作忙碌送去週末中文學校1年，
學了些語法，但識字量反而隨遺忘而下降。8歲時開始集中認字，基礎是400字左右，
一年學完了3000字，之後偶爾複習一下，到15歲也就是2020年夏天總體審核了一下，
識字量是2100左右，經過一個暑假的突擊學習，識字量穩定在2800。閱讀日常中文問
題不大，主要障礙是專有詞彙和文化相關。9年級下學期自學中文AP考了滿分，可以
免修外語課。

老三男孩，今年9歲，在2020年3月前中文基礎很差，主要是日常家庭口語交流，
識字量約100，對中文讀物完全沒有興趣。3月份開始集中識字，到9月基本學完3000
字，10月學完4000字。從9月開始已經可以閱讀多數中文兒童讀物。目前在與筆者一
起閱讀和合本的中文聖經。初期自己憑興趣閱讀了30多本帶拼音的兒童版中篇或長篇

中文故事書，例如《神秘島》、《海底兩萬里》等。後來就開始隨意閱讀家裡的中文
書了，閱讀愛好也擴展到了英文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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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牧師常常說：“知道了Why，那麼How就簡單了。”當我們知道為什麼該教孩
子中文，那些時間精力付出就不再是問題了。甚至會成為你非常緊迫的目標。

開發智力和就業優勢：這方面的文章很多，中文是象形文字，與英文這樣的表音
文字對大腦的鍛煉和使用很不同。此外就業市場和創業門檻越來越有挑戰性，跨文化
跨行業方面是我們華人孩子的天生優勢。

認識自己和孩子：在教導孩子的過程中，會有很多互動，甚至衝突，也由此才能
更深入地認識自己和孩子。現代社會孩子多數是送在外面全日制學校讀書，平時與父
母的互動交流時間非常有限。但只有與他們多花時間，才會更多瞭解孩子身上的優點
和不足。這些教導孩子過程中發生的衝突，例如發現孩子的不耐心，不專心，不順服，
不禮貌，或是畏難情緒，極有可能不是孤立存在的，孩子在學校裡、教會裡和社會上
很可能有類似的表現或是掙扎。曾經有位給三個孩子做在家教育的弟兄跟筆者分享：
“每個孩子身上都必定是有問題的，你只有跟他花時間，才能發現。早發現永遠比晚
發現好。”

上述必要性適用于所有海外華人家庭，但對於基督徒家庭來講還有一個。

服事：中國大陸的基督徒數量雖然逐日增多，但還是有十幾億未得救的靈魂，禾
場的需要仍然是非常大的。主耶穌呼召我們要愛鄰舍，周邊的華人正是我們的
下一代去服事的首選鄰舍。很多海外長大的基督徒孩子是到參與回國短宣時才
發現中文是何等的重要。在以斯帖記 8 章 6 節中，王后以斯帖說：“我何
忍見我本族的人受害？何忍見我同宗的人被滅呢？”

另外，華人在海外宣教方面是很有優勢的，很多地區和民族仇視西方人，但對華
人很開放和友善。而且華人真的是遍及世界各地。在這些地方做散居宣教最好
是在一個華人的小圈子裡合作，如此中文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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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關係：給孩子教中文不僅僅是知識的傳遞，更是關係的建立。筆者有個主內
弟兄家裡把孩子送去參加各種輔導班，又貴又花時間，孩子的課餘基本沒有空閒。鋼
琴課、英文輔導班等之餘，再每個週末花1小時（30分鐘車程但常常堵車）開車送去
上中文課，然後在門口守候1.5小時，再1小時回家。父母接送辛苦但孩子對學習中文

卻很抵觸，除了做作業外基本上不會碰中文。家裡夫妻關係和親子關係非常緊張，常
常為了接送或作業的問題爭吵。而孩子因為自由時間很少，偶爾有空或者是故意犯規
時就會去讀自己愛讀的英文小說，於是需要熬夜做作業，主課成績下降，然後父母再
去加輔導班，孩子覺得自己腦子不夠聰明。。。簡直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筆者

建議這位弟兄先把孩子的中文課停了，然後等孩子喘口氣後再自己用新方法在家教識
字。目前是停了中文課，下一步還沒有開始。

時間回報：很多家長也這樣每週末花2~3小時接送孩子上中文課，加上周間督促孩
子學中文的時間，平均每天花費30~45分鐘，而且是每年都做，越做越絕望。何不下
決心用1年時間，每天教孩子1小時，就可以永久擺脫這個怪圈呢？

文化代溝：很多華人教會裡多為第一代移民和第一代基督徒，很多父母去中文堂
聽道和聚會，讀中文聖經，孩子去英文主日學，參加英文團契和讀英文聖經。當孩子
進入青春期塑造世界觀的最關鍵時期，很多父母已經習慣把孩子的屬靈學習交給了教
會，平時很少能跟孩子有深入的交流，孩子跟國內親人的交流更是會有巨大的鴻溝。
此外也請思考這種代溝體現在到20年後你與已經成年的孩子以及與他們的孩子間的關
係上，不但會延續甚至很可能會擴大。。。

在家教育：很多父母，甚至是基督徒父母把孩子送去最好的學校，花費鉅資請好
老師做輔導或是購買學區房，但其實父母真的該是孩子最好的老師。很多主內肢體被
主呼召做home schooling在家教育，或者是送孩子上全日制學校的同時加強生活中的

輔導。這時很多基督徒父母才發現那可愛的孩子身上有那麼多需要提升改進的地方，
發現自己的孩子原來在某些方面是天才，但在公立學校體系裡得不到發展和認同，發
現把孩子送去外面老師那裡讀書，不但學來了知識，也學來了屬世的價值觀和對基督
信仰的質疑。很多基督徒父母們由於主動或被動的原因沒有成為孩子的老師，於是連
對孩子屬靈的影響力都失去了。實在是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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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誤區我們家都經歷過。筆者認為其關鍵就是海外需求和環境與國內不同。

海外需求：海外華人子女的中文學習需求和環境與國內是完全不同的。國內的父
母可以把孩子中文學習主要交給學校，但海外華人則需要額外的付出和努力。其次是
如何滿足2500識字關，這是本文的關鍵概念和根基，後文會解釋。國內教學大綱要求
二年級認字1600個，4年級2500，六年級3000。實踐中多數孩子在三年級識字量已經
達到2500. 而海外中文學校和教材多數是每年認200多字，10~11年級達到2500。第三
是生活中對中文應用（同時也是知識強化的經歷）的需求完全不同。

是否影響學英文：不少家長會擔心這一點。筆者沒有特別地研究這方面。只能說
自己的三個孩子英文都很好，學習中文並沒有成為障礙。事實上他們在學校的各方面
成績都不錯，筆者除了教他們中文外基本上沒有輔導過任何科目的作業或學習。大女
兒很有語言天分，除了中文外，拉丁文AP考了滿分，自學了日語，自己創作英文小說

和詩歌等。同時理科類功課也很好。筆者感覺中文教育開發了他們的大腦，也培養了
他們的自律性，而最開心的是我們家裡無論是用英文還是中文都可以流暢地交流。我
們跟孩子們的關係也都是非常好，這固然有其他方面屬靈關係的培養，但跟中文學習
也是關聯很大。

父母責任：我們或許在英文、歷史或者科學等科目不夠教導孩子，但在中文、生
活技能、屬靈傳承等方面，再沒有人能比我們自己更合適做孩子的老師了。這個責任
也是沒有別人能替代的。多數弟兄姊妹沒有這個負擔或自信來做全時的在家教育，但
自己給孩子教中文也可以幫助我們跟孩子建立關係，培養品格。

識字軟體：市場上多數的識字軟體或識字遊戲，是針對國內小學學前預備而編制
的。一般識字量在1000~1300左右，只是為了打好進入小學系統學習的基礎，所以不

能完全依賴它們來實現中文識字的學習。而且使用這些軟體或遊戲增加了很多孩子的
螢幕時間，或許是得不償失。如果孩子只認識了1300字就暫停下來，或是恢復上每年
200字的中文課程，由於不能自主閱讀中文書，也就達不到頻繁使用和複習的效果，
這1300字會在1~2年內逐步淡忘。

突破誤區：突破海外中文難的方法或許有很多，但筆者發現集中識字，突破識字
關該是重點之一。上面的這些困境目前都沒有發生在筆者的孩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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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曲線在後面的識字教學流程裡還會涉及，這裡主要分析記憶曲線的基礎也就
是遺忘曲線，對於很多孩子實際參與的中文學習意味著什麼。

孩子的短期記憶力很好，但長期記憶力比較差，因為孩子比較偏重機械記憶，而
不是像成人可以靠理解記憶或邏輯記憶，所以更多靠重複達到長期記憶。。

學習效果：海外中文學校多數一周學一次，若不複習，轉為長期記憶的內容接近
於0%。即便是周間做些作業或是家長陪同複習，往往也做不到類似記憶曲線這麼有
規劃，最後轉為長期記憶的或許低於50%。

集中識字：筆者家裡大的兩個孩子都上過週末中文學校和中文課後輔導班，使用
過《暨南中文》和《王雙雙中文》等教材，其每年識字量大約200上下。事實上後來
老二上了1年中文學校，我們自己沒有及時複習之前的漢字，識字量從1000下降到了
400。在老大的成功經驗和老二的慘痛教訓下，確認了集中識字理論，於1年內每天規
律學習，就可以很好地利用記憶曲線。

系統複習：其實按照記憶曲線來複習非常快，後面將介紹的識字方法中，每天用
於複習的時間只是10分鐘左右，針對每份漢字卡的複習只有3~5分鐘。但每份字卡堅
持複習7次就可以讓最初的幾十分鐘學習內容變成長期記憶。而不複習的結果就是最

初的幾十分鐘學習時間外加接送時間多數被浪費。所以這裡的關鍵是突擊學習，有效
學習，集中半年到一年時間每天學新字，每天複習，良性迴圈，把這些字都變成長期
記憶，以後就不必再重複學習了。

有機結合：筆者不是想否定這些中文學校和中文教材，而是建議上中文學校的同
時或之前要靠家長或學校突破識字關，然後再從中文學校學中文就事半功倍了。而且
孩子突破識字關後因為沒有了閱讀障礙，他們會自主閱讀很多中文書，就達到了自主
學習中文，以及自主複習漢字的效果。事實上，筆者也見到不少週末中文學校和中文
課後輔導班適當調整了學習進度，先側重識字，再學其他，或者是提供單獨的突擊識
字課程供家長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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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總說2500字是基礎，是識字門檻呢？

漢字數量：漢字的數量很多，還有新字不斷被創造出來。當代的《漢語大字典》
(2010年版)收字60,370個。但絕大多數都不是常用字。1988年發佈的《現代漢語通用
字表》收7000字。新研製的《規範漢字表》收字8105個，其中《一級字表》收字3500
個，是使用頻度最高的常用字字集，其次《二級字表》收字3000個。《一級字表》和
《二級字表》共6500字，是全民用字領域的通用字集，可以滿足一般社會領域的用字
需要。

識字門檻：1988年國家語委、國家教委發佈了《現代漢語常用字表》，其中包括
“常用字”2500個，“次常用字”1000個，共3500個。而這3500字裡又分2500個常用字和
1000個次常用字。大陸的教育大綱規定小學畢業生掌握3000漢字，高中畢業生要掌握
4000漢字。漢語水準考試HSK的字形檔從早期的2905字下降到2633個，也更強調詞彙
的學習。不過HSK的2633個生字並不完全基於字頻，有45個字的字頻超過3500常用字。
綜合以上幾個資料，可以說海外華人學中文的門檻是：2500字是基礎裡的基礎，但由
於其合計字頻達到98.5%，就能夠連蒙帶猜地開始自主閱讀了，以後就不必如此集中
地突擊識字，而是可以通過自主閱讀和配合教材的學習中繼續提高到3500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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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最佳的識字年齡段是5歲~8歲之間。
8歲關卡：可以說8歲對很多家庭和孩子來講是個學中文的主要關卡。因為按照孩

子的智力發育，到8歲左右就很喜歡閱讀較複雜的章節文學或社科文章了，而學校教
育體系也往往開始在8歲也就是3年級左右，引入大量的閱讀內容。可是如果孩子們在
8歲的時候中文識字量不夠（門檻是2500字），無法閱讀中文書，或是不那麼兒科的
中文讀物，那麼他們對中文的興趣會一落千丈。很多家庭和孩子就是從8歲開始放棄

中文，尤其是放棄去週末或課後中文學校。當然不少孩子先是在心裡放棄，但繼續被
父母推著上中文學校，直到5~6年級徹底放棄，不再去中文學校。

8歲以後：但如果父母意識到學習中文的重要性，8歲以後仍然是很好的在家學習

中文的好機會。首先是孩子的兒時中文基礎還沒有完全丟掉，其次是孩子的智力水準
和受教之心都會比低齡孩子好很多。8歲後理解力和邏輯性強，對形聲字的掌握也比
較容易。所以對8歲以上乃至十幾歲的孩子這裡介紹的方法仍然適用，甚至學習進度
可以很快。

青少年學得快：有位張姊妹在聽完筆者的分享後，開始在家教上中學的女兒集中
識字，進度非常快，一方面是青春期的孩子很多已經可以自我管理和督促，減少了低
齡孩子所需的大量課堂管理時間，另一方面本文介紹的認生字+不斷複習的識字方法，
非常適合青少年碎片化的時間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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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生突破識字關，就可以自主閱讀，老師和家長稍加引導，就可以激發學生的

閱讀興趣，這就是筆者對快速識字的定位，不是取代其他教材，而是調整步驟，
先花1~2年快速認字，然後補學語法寫作等並輔以大量自主閱讀。這時可以課

堂教學與學生的閱讀並行，課堂教學可以專注在中文老師的長處上，而不是被
識字量局限著讓老師有力氣無處使。

很多家長把孩子交給中文學校和中文私教，一方面是自己沒有足夠時間或
不願意花這個時間，還有就是的確不太懂得如何教學，往往容易導致巨大的家
庭矛盾。但若沒有家長的積極配合，單靠中文學校或私教仍然是學不好的。所
以我們前面討論其實一直集中在一個問題：給孩子教中文到底有沒有意義，尤
其是屬靈意義。當我們把這個vision清晰地傳遞給家長，並且給家長一些可以
簡單易行的複習任務，相信多數家長會積極配合的。

通過一個好的學習社區，學生們可以互相激勵。並且要鼓勵孩子參與父母
的實際活動，以前因為預言不通，而避之無不及，但現在可以參與進來了，把
中文實際用起來也能跟大大地增強其學習熱情和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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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是指集中在1年內大量識字，達到2500字以上的穩定識字量。
簡化是把學習內容大大簡化，使得識字難度大大降低，減少孩子的抵觸和學習負擔。

關聯是漢字的音形義相關聯，以及用形聲字把已學漢字與未學的生字相關聯，還有
通過課文和其他閱讀把生字與實用相關聯。

重複，利用記憶曲線的最少重複來最有效地記憶，但若缺少了重複就會達不到效果。

堅持，中文學習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需要至少堅持半年以上，有了這個心理預期，
就不會對孩子揠苗助長，也不太會犯行百里半九十的錯誤。有計劃地堅持非常關鍵，三
天打魚兩天曬網會導致記憶曲線中的合理安排被打斷，之前的很多努力被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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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字頻：網路上可以找到有關部門製作的漢字在社科文獻中的字頻研究結果，當然
其中分為在現代社科文獻中的字頻排序，和包含古文的字頻排序，這裡列舉的是現代
文獻字頻資料。前200個常用漢字在現代文獻中出現頻率合計55%。前1000個常用漢
字占總字頻89%。2500字占98.5%，3500常用字占99.54%，所以不但是要認足夠數量
的字，更重要是是專注於這前2500乃至前3500的常用字。

這裡的“集中”有三各方面，
1. 時間上集中：在1年以內完成，事實上多數家庭可以在9個月內完成。

2. 深度上集中：不要全面學習漢字的方方面面，而是簡化或者說集中到一點上，就
是認識漢字的字形與字音的對應就夠了。

3. 廣度上集中：要集中學習大量生字，最好是學習2500~3500的生字，其中至少
2500字轉化為長期記憶，或者說是穩定識字量。

韻語識字是一種中文識字教學方法，將漢字編成句式整齊、押韻的文章。使其讀
起來順口、聽起來悅耳，朗誦與記憶皆便利。

典型的韻語識字課本有三字一句，兩句一韻的《三字經》，四字一句，兩句一韻
的《千字文》、《百家姓》、《中華字經》等，還有七字一句，兩句對韻的《炳人識
字法》等。這樣的韻語課本讀起來朗朗上口，非常適合小朋友的中文啟蒙。

前文分析了識字2500是基礎，那麼傳統的“三百千”識字量是怎樣的呢？
傳統版《三字經》全文共計1145字含生字530個，2008年修訂版新《三字經》全

文1440字，647個生字。 《百家姓》有573個漢字，501個生字。 《千字文》1000字
裡有1000個生字，可是也僅有1000且並不都是常用字。三者合稱“三百千”

作為傳統的啟蒙教材，“三百千”合併有1466個生字，勉強可以作為識字基礎，只
是需要再額外補充2500字以內的常用字。但這1466個生字裡只有1300是包含在常用字
3500裡的，孩子學習過程中不但要面對很多“訾”、“仉”這樣的非常用字，而且對於編
寫於1500年前的《千字文》裡的古文也會很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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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字經》是4000個不重複漢字。《龍鳳字經》是3500個不重複的漢字。《三
銳韻語》是3600個不重複的漢字。《炳人識字法》是3920個不重複的漢字。

*《暨南中文》和《王雙雙中文》的課文長度每冊不同，筆者沒有特別去統計，但
保守估算每冊課文閱讀量至少5000字，而每冊的識字量一般在200上下。所以估算的
比值是25。此外這裡只分析比較識字部分， 《暨南中文》《王雙雙中文》等教材的
其他方面都很好，請千萬不要誤解或貶低。

此外，《唐詩三百首》全文25131個漢字，含生字2612個，比例9。僅從識字角度
也是不壞的選擇，只是裡面還是有不少非常用字，教學中需要注意剔除。

用聖經識字：有不少弟兄姊妹盼望有基於《聖經》的識字教材，甚至直接使用
《聖經》。《聖經》裡的《箴言》合計漢字17134個，生字1442個，比例11。《詩篇》
有55136個漢字，1763個生字，比例31。《馬太福音》裡“登山寶訓”有3038個漢字，
546個生字，比例5。《創世紀》裡有45050個漢字，1511個生字，比例29。整本《聖
經》有929058個漢字，3048個生字，比例304。所以直接使用《聖經》或某卷書做中

文教材的問題是，這些生字分佈在太多的閱讀資料裡，做不到集中識字，平白增加了
識字難度。而即便是《箴言》或《詩篇》也不是朗朗上口的，對孩子來講不容易上手。

基督教三字經：其實網路上以《三字經》為模式的《基督教三字經》，《基督要
道三字經》《聖經三字經》，《新舊約聖經三字經》等等非常多，但普遍有下面幾個
問題中的部分或全部：

1. 編寫方向主要是聖經內容輔助讀物，而不是用於中文識字啟蒙。
2. 韻腳不一致，往往只是每2句或4句為一個韻腳，對於蒙童不容易朗朗上口。
3. 很多內容是從聖經中提煉的教義，但不完全根植於聖經
4. 字數太少或生字量太低，多數在1000生字以下
5. 內容分段不明確
這幾個問題在《基督教新編三字經》的編寫中都基本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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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基礎：海外華人的子女由於生長環境，在與父母的正常交流中其實已經掌握
了1000~2000漢字的“音”和“義”，現在就是要把“形”也對應進來。

而如果不趁著孩子的這些口語基礎還在，就去突破中文，這些隨著孩子年歲增長
就會慢慢遺忘，很多孩子是到大學裡再去選修中文課，當做外語來學，就真的很可惜。

簡化難度：這裡強調簡化是要把學習內容大大簡化，只要能讀出發音，保證能讀
出句子完成閱讀就可以了。不要求寫字，也不要求理解或記住字的含義和用法，不做
填空、造詞和造句等，使得識字難度大大降低，減少孩子的抵觸和學習負擔。

後續容易：一旦能夠閱讀，後續的各類中文語法，寫字寫作教學都會變得非常簡
單。甚至孩子會在主動的課餘中文閱讀中不知不覺地自主學習和提高中文。

筆者家裡的老三在學完4000字後，開始使用《王雙雙中文》學習其他中文知識，
每天1小時用2周學完了前三冊的內容。這麼順利的原因是最大的識字難關已經過去了。
但從第4冊開始放慢了速度，因為裡面的寫字內容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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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關聯有四方面的含義：
1. 漢字的音形義相關聯，要做到孩子看到字形能讀出來，並初步理解其含義與自

己熟悉的事物之間的關聯就夠了。
2. 韻語課文實現生字和語境以及實用上的初步關聯，比如有關“十誡”的課文：
西奈山，十誡立。忌別神，為第一。
刻偶像，失愛慈。勿妄稱，神名字。
當紀念，安息日。孝父母，禁殺弑。
戒淫盜，假證詞。勿貪戀，須永志。
這段課文裡有48個字，其中46個不重複的生字，如果每個生字獨立存在，讓孩子

分別去記憶，負擔會很重。但結合到“十誡”這段課文詞彙或句子裡，就產生了生字和
實用間的初步關聯。

韻語課文為孩子的識字學習提供了上下文關聯環境，達到《暨南中文》和《王雙
雙中文》裡的短文效果，作為韻語又比短文更容易上手。

3. 用形聲字把已學漢字與未學的生字相關聯，例如認識“夜”這個字後，可以通過
形聲字關聯認得：yè夜：yè掖、液、腋 這些字。通過“神”可以知道其字根“申”可以延
伸出很多生字：shēn申：shēn申、伸、呻、紳、砷，shén神，shěn審、嬸；chēn抻；
kūn坤。建議學完1000字後用1周左右時間補上形聲字關聯部分，介紹字根和偏旁部首。
之後的生字學習可以跟形聲字關聯同步。

4. 還有通過同步閱讀把生字與實用進一步關聯。讓孩子在閱讀中把字活用起來，
雖然不需要學古人“書讀百遍，其義自見”。但結合上下文無論是自己猜還是請教老師

或家長，都能夠幫助孩子從僅僅認字擴擴展到明白詞和句乃至文章的含義。如果孩子
的起步識字量很低，例如低於400，那麼建議在識字量達到1000之前先不要做太多閱
讀，即便是教材配備了《同步閱讀》。但對於識字量起點較高的，以及年齡高於8歲
的孩子，可以考慮早些開始《同步閱讀》。

雪崩效應：從起步到認識1000字可能需要3~4個月，但一旦達到1000字以後就開
始了“雪崩效應”，尤其是形聲字關聯使學習生字變得非常簡單，後面的速度可以達到
每個月1000字或更多。參見後面的識字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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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拼音：孩子有了英文發音規則phonics的知識後很快就會自己搞明白大部分中

文拼音，然後識字時就會不自覺地依賴拼音。家長們常常錯以為孩子識字順利，因為
看到孩子讀課文朗朗上口，後來才發現其實都是在讀拼音。

課本需拼音：建議選擇教材時選擇有拼音的識字教材，好處是便於有口音的或識
字有限的家長確定準確發音，而且也能幫助孩子減少對漢字的畏懼心理，因為他發現
自己可以靠拼音讀出來呢。壞處是容易讓孩子養成倚靠拼音的習慣，所以下面介紹的
識字過程，有一部分教學過程必須遮住拼音或使用無拼音的字卡。

破音字：對於破音字，在課文裡出現時一般只會是使用其中一個特定的讀音，但
建議教學時可以把多種發音都介紹一下，包括哪種讀音較常見等。孩子有足夠的智慧
記住破音字，但如果早期不介紹，等孩子以為自己學會了，但閱讀當中該讀另一個發
音時，被指出讀錯了，會產生很大的不自信和懷疑，降低學習熱情和效果。當然有些
破音字的某些發音很不常見，幾乎只是出現在字典裡而已，那就不必特別教給孩子了。

拼音輸入：學會拼音還有個好處，就是可以幫助孩子做電腦輸入，在現代社會，
書面手寫的溝通越來越少，而是改用電子郵件，短信，社交媒體等。所以學習錄入電
腦或許比練習寫字更重要。此外電腦錄入不存在書法好壞問題，而多數孩子初學中文
時的書法都是拿不出手的，這樣用拼音錄入將進一步降低中文學習的難度和寫作的難
度。當然隨著學習的進行，識字關突破以後還是要加入寫字練習的，但這個就可以通
過其他教材來完成了。

學習拼音：有英文背景的孩子學習拼音，其實非常容易。因為英語發音規則與中
文拼音的大部分是重合的，只是需要把音調，以及z、j、x、q、ǜ等發音介紹清楚就可
以了。

在《基督教新編三字經-課文》的前言部分，增加了“中文拼音基礎知識”，分作9
段，可以在學完1~2課之後再統一教孩子，也可以在最初開始識字時就每天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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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標準：筆者建議對識字教材的選擇標準是，判斷其是否同時提供了三方面的
資料以及沒有大錯誤的三觀：

1. 韻語集中識字，課文為帶拼音的韻語，三字的《三字經》系列（三字經，百家

姓和千字文合稱三百千，缺點是生僻字較多），或四字的《中華字經》《三銳韻語》
等。生字量最好在3000以上

2. 字卡，最好兩套字卡，都不要帶拼音，一套是按句子切割的大字卡，例如每4字
一句為一張字卡，或三字經的每6字一句為一張字卡。

另一套字卡是每個生字對應的小字卡。字卡上要有編號，因為常常需要打亂順序
複習，但有了編號方便查找和排序。如果可能儘量讓大字卡、小字卡和課文的字體大
小是一樣的。這樣最方便使用。

3. 同步閱讀材料，不一定是文章閱讀，可以是詞彙或短句，短文。但是閱讀材料
裡的用字要基本與識字進度同步，生字要少於10%。

這三方面資料都很關鍵，其中1和2必須有，如果沒有字卡就自己製作字卡。而教
材配套的同步閱讀材料將使教學過程後期事半功倍。

三觀問題對父母來說可能見仁見智，基督徒父母可能會儘量避免《三字經》裡“人
之初，性本善”這樣的教導，而選擇《基督教新編三字經》裡“神愛子，釘十架”的教
導。如果只能選三觀不太合適的教材，就要在教學的同時補上這部分。

推薦教材：前文記述的幾種韻語集中識字教材《中華字經》《龍鳳字經》《炳人
識字法》《三銳韻語》都是很好的識字教材，而筆者自己有實踐經驗並推薦的是《中
華字經》和親自參與編寫的《基督教新編三字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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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新編三字經》是源于國內魏建毅弟兄以筆名“天學詩”發表的《基督教新三字
經》，原文3600字，含生字1317個。筆者獲得授權加以改編以便更適合作為基督徒子女學習

中文的啟蒙教材。在把《基督教新三字經》填充了很多生字後，產生了這個版本的《基督教
新編三字經》。經過改編後，保留了原文每段韻腳一致，分段主題明確，基於聖經等優點。
又進一步補充了生字和壓縮了主題範圍。最終壓縮為3000字，含生字1709個，配合對所學生
字的“形聲字”關聯，並補充了HSK（漢語水準考試）6級字形檔的常用字，總生字量達到4702
字。若不包括“形聲字”關聯，HSK補遺後總生字量也達到2008個。

1. 編寫方向就是用於中文識字啟蒙。
2. 內容儘量根植於聖經，95%以上的句子配有聖經索引。
3. 課文字數3000字，含生字1709個，補充了“形聲字”關聯和HSK補遺後生字數量達

到4702個。
4. 全文分25課，每課20句120字，韻腳保持一致，容易朗朗上口。
5. 25課或說25段每段都各有主題，且基本與聖經順序一致。

此教材雖然是面對基督徒子女編寫的，但也特別歡迎非基督徒家庭使用，學中文
難是每個海外華人家庭都在面對的問題，相信本套教材的“集中識字”理念和配套教材

也能給你提供很大幫助。這套教材也是網路上少見的全套免費教材，裡面傾注了筆者
和很多基督徒弟兄姊妹的愛心與祝福，就如同課文最後一句“福音傳，真道炬”，我們

盼望你能通過這套教材瞭解全世界二十多億基督基督徒所信靠的福音，盼望基督救贖
的真道如同火炬一樣引導你認識永生的蒙福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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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段課文各有主題，內容基本上是按照聖經順序編排。
每課分為6字1句的20句，每課課文長120字，全文3000字。

配套教材：
《基督教新編三字經》是一整套成體系的識字教材，需要將如下材料一起使用。
1.《基督教新編三字經》課本
2.《基督教新編三字經》識字理論
3.《基督教新編三字經》各課字卡
4.《基督教新編三字經》所有不重複字字卡
5.《基督教新編三字經》注釋本
6.《基督教新編三字經》形聲字關聯與補遺
7.《基督教新編三字經》同步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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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所示從上到下依次為《基督教新編三字經》的《課本》、《各課字卡》和
《注釋本》。

字卡：每句6個字做一張大字卡。並另把每個單字切割成小字卡。
大字卡和小字卡，以及課本上的每個單字的尺寸一致，便於配合使用。
字卡下方的編號，左邊是句子編號N-M代表這句課文在第N課的第M句。例如1-1

是第1課第1句。課文標題的編號是0-0， 每課的標題編號為0，例如1-0為第一課標題
的句子編號。

右邊編號M是這個生字在整本課文裡生字當中的總編號，按照其出現順序排序，
注意教材名稱《基督教新編三字經》和本課標題“一、造天地”也參與排序，所以“神”
是排序為第13個生字。

課文：課文裡的生字與字卡的尺寸一致，但左下方是拼音，而不是句子編號。句
子編號在每句最左側。

《注釋本》主要是課文對應的聖經索引，和少量的編注。為了配合“簡化”的識字

理念，只給少量非常用字提供了拼音和簡單的解釋。並在破音字第一次出現時標注了
其常用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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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同步閱讀》是配合《基督教新編三字經-課本》編寫的，幫助學生把學到的

生字關聯和活用到詞彙、句子和短文裡，編寫中努力做到閱讀的生字量與識字進度大
致同步，閱讀內容裡90%以上的漢字是學過的。

未學過的生字也都儘量集中在常用漢字，並在最初幾次出現時用底線標注。例如
“了、就”等。每一課後面都提供了“沒學過的生字”的注音，僅供參考。從11課開始，
前10課多次出現過的部分“沒學過的生字”不再注音。

詞彙的選擇側重於常用，不一定具有屬靈含義，但句子和短文的編寫主要是對課
文以及聖經知識的總結和活用。

後面幾課，隨著識字量的增多，較多地直接引用了《注釋本》裡的參考經文，但
也儘量提供了其縮寫短文。當同時提供縮寫短文和經文時，會在經文前注明【可選】，
有困難的學生可以選擇不讀這段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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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稱是《基督教新編三字經-形聲字關聯與補遺》

列出了每個存在形聲字字根的生字，及其首次出現時對應的句子編號和在所有生
字中的排序。6字一句，每個生字編號左側為所在句子的編號N-M，N代表第N課，M
是本課第M句。例如3課第8句“善惡樹，獨禁嘗。”中“善”字的編號為“3-8 260”，3-8
代表第3課的第8句。由於課文的標題也計入生字，所以0-0，代表課文總標題“基督教
新三字經”，3-0代表第三課的標題“人墮落”。下方右側為本生字在所有課文生字中的
順序，例如“善”字是第260個生字。

形聲字的關聯字大致限制在字頻6000以內，字頻超過6000的非常用字一般不收納。
後半部分為HSK6級字形檔裡沒有出現在《基督教新編三字經》以及“形聲字補遺”

裡的299個生字，分成8課，每課都根據生字編寫了課文，僅供參考。
本書可以配合《基督教新編三字經-課本》同步學習，或者是在課本學完1000字左

右再統一補上形聲字關聯。待課本完全學完後再學習“HSK常用字補遺”。
本書沒有提供補遺生字的字卡，如果需要，可以請讀者自己製作，或聯繫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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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是在教老三學完《中華字經》後，出於弟兄姊妹的建議和個人的感動才開始
參與編寫《基督教新編三字經》，所以在自家孩子身上並沒有使用《基督教新編三字
經》作為識字教學內容，但內容跟家人學習討論過多次。這裡是2020年3月到10月間，
用《中華字經》教自家7歲男孩的實際進度總結。

筆者選用的《中華字經》有4冊，每冊1000字，每冊分若干主題課文，10~13課不
等，每課64個字 ~ 128字不等。但都是每句4字，每兩句押韻。

所以筆者初期是每次教4句16字，而且頭幾周因為孩子基礎較差，往往是把每個步
驟都重複2~3次，所以差不多是每週學32個字，之後慢慢加快些，所以第一個月學了
150個字；

4月，第二個月就 基本上做到每2天16字，每週48 ~ 64個字，後來幾周更多些，第
二個月學了300字左右，

5月，第三個月開始每次32個字學2天，每週96個字，所以差不多第三個月學完了
第一冊1000字，並用了1周讀完了《同步閱讀》第一冊。同時用“形聲字關聯”把這
1000字裡的形聲字都給孩子過了一遍。

7月，第四個月到第五個月下旬學完了第二冊1000字，合計2000字。
8月，第五個月後期開始是每天新學8句32個字。所以第六個月就學完了第三冊

1000字，合計識字3000.
9月末，第七個月學完了第四冊1000字。
10/26/2020在把最後幾組字卡複習了4次以上，讀完了全部《同步閱讀》之後，從

網路下載樣本，編輯並列印了一個獎狀頒發給孩子，讓他開心了好多天。

請注意這個過程真的是先慢後快，從最初的每週32字，到第3個月每2天32個字，
再到第6個月每天32個字。堅持就是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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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和妻子是2000前後來到美國，2003年起定居在加州的矽谷地區，也就是三藩

市灣區。我們都很在意孩子的中文學習，所以給他們起的名字是中文對應的拼音。
2007年信主時老大5歲，老二2歲。信主後給孩子減少了很多才藝類課程，更多專注於
屬靈方面的學習，但中文始終沒有放棄。

集中識字：筆者在大的兩個孩子身上嘗試了很多中文學習途徑和教材、方法，歷
經13年算是在老三的中文教學中基本成熟，整體思路就是要實用、有效。具體理念就

是集中識字，其他的具體方式方法都是圍繞和支援這個集中識字理念的。而這個過程
主要靠父母自己在家教育來完成，很難靠外面學校或老師解決。

一家之言：筆者的經驗能力有限，完全不是教育科班出身。這裡分享的也只是一
家之言和自己的切身體驗，是從經驗教訓裡總結出來的，肯定存在以偏概全的問題，
請讀者自己斟酌考量。只希望對海外的華人家庭，尤其是基督徒家庭的子女中文啟蒙
有所裨益，就不勝感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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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說學一段課文，是指某一天所學的那部分課文內容，取決於孩子的進度，
可能這一段課文是1句，或2句，或4句。

每課為20句120字，儘量做到了每2句的內容彼此相關。所以建議每段學2句12字，
或4句24字。

注意課本的總標題《基督教新編三字經》以及各課的標題也是計入生字量的，所
以也要相應學習。但這裡只介紹韻文部分的學習流程。

家長和孩子剛剛啟動學習時，還需要一些時間適應，所以這裡提供了兩種教學流
程示例，啟動階段（大致是開始學習後的前2~3周），和穩定階段（大致是開始學習
後的1個月之後）。具體情況可以根據孩子的年齡和接受程度靈活調整。

建議每天的學習分成兩個時段，最理想的是上午和下午（孩子上午的記憶力較
好。 ），也可以改為下午和晚上兩個時間段，但建議儘量同一天做兩次。下文都以
上午/下午為例。根據記憶曲線，每天下午做個當天複習是很有必要的。啟動階段這
個下午/第二時段的複習可以非常短，3~5分鐘複習一下當天的內容就好。也可以加入
對中文常識的講解，例如《課本》前言裡的拼音基礎知識，象形字字源，如“人、日、
月、水、木、采”等。等進入穩定階段後，下午這個第二時段的任務會加重，建議達
到30分鐘。

圖中的“大字卡指讀”、“小字卡記憶”等教學步驟的詳解見後文。
這個學習流程是前4天合計學習2句12字，從第5天開始可以照此做新一輪的4天學

2句12字，只是每天上午要加上對之前所學字卡的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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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字卡指讀：第一次接觸新課文時，由家長或老師領讀，孩子用手指指著課本對
應的漢字跟讀，2~3遍，然後把對應的大字卡按課文順序排列，帶孩子指讀1遍。

（大字卡與課文的區別是沒有拼音）。帶孩子學會讀每句課文，並請孩子嘗試自
己把大字卡讀出來。孩子會以聲音方式記住整篇課文，以圖片記憶的方式記住整
句話，對每個字卻不一定能記住，這是正常的，這一步不要去詢問單個字怎麼讀，
留待後面步驟。如果一次學習2句以上，每句學完複習一次，每兩句再複習一次，

直到可以讀出每句。然後保持大字卡排列順序，隨機指著某句請孩子讀出來，保
證能80%左右準確率就可以停止。為了增加趣味，給小朋友可以加入拍手，按韻

律讀。或是提示上半句，請孩子讀出下半句。不要求進度，不要考試和懲罰，只
是重複以便記住。這部分可以配合音訊來激發孩子的興趣。

2. 第二次或後續指讀時，可以只用大字卡，先是把大字卡按課文順序排列，讓孩子
依次讀出，如果不會的可以回去看課文拼音，也可以詢問家長。讀幾遍做到100%
準確後，隨機指著某句請孩子讀出，100%準確後，把字卡順序徹底打亂，依次請
孩子讀出，複習直到100%準確。

3. 在課文或大字卡這樣的語境環境下指讀，會形成一種圖像/串珠記憶，孩子們會整
體記住這個圖像，例如有孩子忘記了“淵”字怎麼讀，但讓他嘗試背誦課文，很多
孩子往往會想起來就是“地混沌，淵黑暗”的“淵”。不但減輕了孩子的壓力，還能
有效地幫助記憶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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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解圖示：在講解/圖示前會再很快地做一次大字卡指讀，主要是在複習，可以

跳過課本，直接用大字卡，先按順序排列，請孩子每句都讀出來，不會的就教或提示
一下。然後打亂大字卡順序，輪流拿給孩子看並讀出來。做到100%準確後停下來。
講解/圖示是根據《注釋本》裡的聖經索引，給孩子講解對應的聖經故事或內容，其
中適合用圖片表達的名詞動詞等可以現場用電腦搜索一些圖片給孩子看。

搜索圖片：按照孩子的智力層次搜尋合適的圖片給他簡單解釋這個字的含義。筆
者一般用google image，但注意有些時候會遇到少兒不宜的圖片。所以要打開
safesearch選項。作為父母你最熟悉孩子的詞彙量，可以儘量用他熟悉的詞彙把生字
聯繫起來，例如“巴”就是“下巴”的巴，“別”就是“別人家孩子”的“別”等。用他熟悉的
詞彙把生字聯繫起來。

要鼓勵孩子聯想，例如孩子會跑去找來某書片段來炫耀。
多媒體輔助：有些故事可以用卡通視頻，例如“耶利哥城繞城呼喊”“大衛與歌利亞”

等，用多媒體方式説明學習。但請注意多媒體主要是輔助，最重要的學習工具就是課
本和小字卡。而且視頻建議少用，主要是往往會花很多時間，並養成孩子對視頻的依
賴，每次都要求看視頻。

每解釋完一句，就讓孩子再把這句話讀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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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字卡打亂次序再做一次大字卡指讀，保證100%準確性。然後把大字卡按照課

文次序擺好把小字卡給孩子，讓他依次放到大字卡對應的生字位置上，放一個讀一個，
全放完後家長或孩子找一個約好的方式打亂順序拿起來，例如豎排依次取字卡，或豎
排隔行取字卡等，取完字卡後還可以像切撲克牌一樣切幾次。然後家長依次拿出一個
字卡讓孩子讀出，如果讀不出就告訴他或讓他去課本上找。課本始終翻開任憑 孩子
看。這裡的目的不是考試孩子記住沒有，而是幫助他重複記憶“音”“形”“義”的關聯。
這樣重複讀2~3遍後，可以把不記得的字卡拿出來，單獨記憶，以免在已經記住的字

卡上無意義重複。同樣注意不要挫傷孩子的自信心，不是貶低他怎麼還沒有記住，而
是告訴他拿出來單獨記憶是為了節省他的時間。全記住後再打亂順序重複一遍即可。
不要怕重複，筆者一般在這個部分總共重複6次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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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複習就忘：這部分是最容易出錯和被忽略的，這裡是一位姊妹的親身經歷，教
孩子學《四五快讀》，之前是犯了孩子依賴拼音的錯誤，糾正後改用無拼音字卡，看
到孩子記住了，晚上也成功地給爸爸表演過了，媽媽就興奮且驕傲地往下教孩子新的
生字，結果2周後檢查發現以前學的全忘了。孩子的短期記憶力很好，但長期記憶力
比較差，甚至比成人都差，因為比較偏重機械記憶，而不是理解記憶或邏輯記憶。

記憶曲線：所以要不斷重複，但為了減少不必要的重複複習（前15天只需要複習5
次），可以參考記憶曲線來複習：當天，第2天（與學習日隔1天），第3天（與學習
日隔2天），第7天（與上次複習隔4天），第15天（與上次複習隔1周），第31天1周
（與上次複習隔2周），第61天（與上次複習隔4周）。至此，合計複習7次已經轉化
為長期記憶，只需要偶爾（例如每隔3個月）再複習一下即可。 為了增加趣味，可以

考慮做點小遊戲，例如把字卡散放在地毯上，讓孩子自己去找來認識的給家長，並擊
掌鼓勵。還有讓孩子拿個棍子去點認識的字，或者假裝打靶，讓 爸爸媽媽拿掉擊中

的小字卡等。隨著識字進度增加，複習的量也會增加，但可以按照家長的負擔來控制
在10 ~ 15分鐘左右。

  只重複，不考試，不懲罰

  沒記住的就告訴孩子答案，拿出來多複習1~2次，允許孩子翻書。

寧多勿少：請注意，使用記憶曲線是為了減少枯燥的重複複習，可以說根據記憶
曲線複習所需要的總次數是最少的，也是不能再少了。如果你沒有完全按照記憶曲線
做複習，那麼寧可多複習，甚至每天複習，也勝過少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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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排是從開始學習後的天數，學習新生字後，當天，第2天，第3天，第7天，第15
天，第31天，第61天，合計複習7遍。

縱列是學習內容第1份，第2份，。。。
畫x的網格指明了當天需要複習的內容，例如橫排第24天向下看，需要複習的是第

10份，第18份，第22份，第23份和第24份。
但這種方法不是很容易跟進，下一頁會介紹一種更簡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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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方法是聽到筆者關於識字理論分享後一位張璐姊妹在實際應用中發現的。

橫排是從開始學習後從第一天開始算的天數，當天的內容也用這個天數來編號，
如第1天學第1份，第31天學第31份，第61天學第61份。

不考慮月份，一路編號下去。其實就是在前一天的編號基礎上加一就好。
每天學習新生字後，需要複習的內容是當天，以及當日編號減去1,2,6,14,30和60

對應的這些編號。減數後成為0或負數的忽略。
例如第31天，需要複習當天的內容，以及減去1,2,6,14,30和60後對應的第30份，

第29份，第25份，第17份和第1份。合計複習7次。

這個“編號計畫法”的好處是不需要去製作一個類似上一頁那樣的表格，每天需要
複習的內容用減法就可以算出來，最多7份。

實際應用中可以把每份學習內容對應的小字卡放在一個塑膠袋裡，在袋子上寫上
編號。

提出這個方法的姊妹實際上是沒有製作字卡，而是使用網路上的app做電子字卡並

編號，她的孩子已經上中學，比較喜歡用智慧手機。但筆者並不建議讓孩子多用智慧
手機或電腦，尤其是10歲以下的孩子，建議還是以字卡為主。

需要自律：此法有個小缺點就是，最好比較自律，每天都堅持學習。最好不要耽
誤超過一天。並要在恢復學習時把之前錯過那一天的複習內容補上。

如果錯過某一天沒有學習，建議把當天用一個空塑膠袋寫上編號。

更方便的做法是改為豎排做計畫表格。可以參考前文的“啟動階段學習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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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上午和下午可以改為下午和晚上兩個時間段，但建議儘量同一天做兩
次。孩子上午的記憶力教好。

每天上午做三件事：
1. 根據記憶曲線複習之前的相應字卡組（見下文裡“小字卡複習-編號計畫法”）
2. 記憶當天要記憶的小字卡，這些字卡對應的課文已經在之前的一天熟讀並講解過

了。
3. 熟讀次日要做小字卡記憶所對應的課文。
每天下午做三件事：
4. 複習當天上午所記憶的小字卡，這也是記憶曲線裡所需要的。
5. 把上午熟讀過的次日課文，在用大字卡指讀幾遍。
6. 把剛剛指讀完成的課文中的生字和詞彙講解一下，可選的可以去網路上搜索圖片給
孩子直觀的概念。

圖中的“大字卡指讀”、“小字卡記憶”等教學步驟的詳解見後文。
這個流程適用於已經開始穩定學習進度以後的狀態。

起步時，參考上一頁裡的起動階段學習流程。可以把整個流程拉長。例如用兩天
來熟讀新句以及講解/圖解。第3天再開始小字卡記憶和複習。

複習2~3天后再繼續下一份學習內容。後面介紹的記憶曲線方法對於起步比較困難
的孩子可以先不使用，而是每天都複習之前的全部字卡。

預計在學完第一課120字之後，應該就可以大大加快進度，按照上面的穩定流程執
行了。

形聲字關聯：在學完5課600字後，花些時間補上之前課文生字對應的形聲字關聯

（參《形聲字關聯與補遺》），可以分批在繼續學新課的同時做，也可以先暫停學新
課文，集中幾天做完，但繼續保持記憶曲線的複習。之後就每課學完就做形聲字關聯。

同步閱讀：學完8課近1000字時，補上《同步閱讀》。建議先暫停學習新課文，用
1周左右時間補上同步閱讀，同時堅持複習小字卡。再學新課文時就可以同步做《同
步閱讀》了。中文基礎較好的可以早些開始做形聲字關聯和《同步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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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首先是理念上的改變：必須先突破識字關，而突破識字關靠的是集中識字。
簡化：為了集中識字，就要簡化識字過程。

重複和堅持：而基於記憶曲線的重複，進一步簡化了集中識字的負擔，任何智力
水準達到平均線的孩子都能做到，區別只在於家長是否願意堅持。

其他教材：其實這個集中識字方法完全可以適用於《中華字經》《龍鳳字經》
《炳人識字法》等集中識字教材。

此外這個方法也可以適用於其他教材的“生字表”部分。筆者認識一位元弟兄，因
為孩子已經學《王雙雙中文》有3年多了，有了相當的基礎，就採用這個方法，把已
學幾冊《王雙雙中文》課本的字卡分組，用記憶曲線的複習方法集中鞏固了一遍。

33



Vision：曾經有家長反映孩子不愛學中文，不聽話怎麼辦？這就是異象vision和課
堂管理的範疇了。前文分享過“自己教孩子學中文的必要性”，如果華人父母認同這些

好處，相信教孩子學中文是必要的，尤其是盼望教導孩子中文預備在將來服事主，那
麼就需要更堅持了。必要的課堂管理對在家教孩子中文非常必要，筆者認為這也是給
孩子做“門徒訓練”的一部分。

門徒訓練：Dr. Robert Lewis的書《Raising Modern Day Knights》裡面提到，在工業

革命之前，子女普遍是跟隨父母長大，從小在父母身邊接受必要的門徒訓練。可是現
代社會徹底割裂了這種門徒訓練關係，甚至於很多基督徒父母已經習慣把孩子的學業
教育和屬靈教育都交托出去。尤其是很多基督徒父母作為第一代基督徒，自身也在屬
靈成長中，就盼望把孩子的屬靈教育交給教會、兒童主日學或教會學校，但筆者認為
孩子的屬靈教育和門徒訓練首先是父母的責任，是每天都要進行的，教會只能是輔助。
多數牧師也持這個觀點，讀者可以自己確認。多數第一代移民和第一代基督徒缺少如
西方基督徒家庭那樣的傳承，要給孩子補上。

認識孩子：借助教孩子學中文，可以近距離地觀察孩子的品格、習性和屬靈狀況，
寓教於學，把門徒訓練落在實處。例如，課堂管理就如同主耶穌對他的門徒既要有愛
有恩典（主是大祭司），又要有威嚴有信實（主是君王）。這是為孩子好，教導孩子
我們凡事都要像是為主而做。

培養關係：如果你跟孩子有很好的關係，讓他/她做什麼都沒有關係，孩子都願意
在愛中配合。但是如果你跟孩子間沒有很好的關係，哪怕你嘔心瀝血為他/她籌畫一
切，孩子都不認同，做什麼都讓孩子覺得僅與“添亂”這件事有關係。

預備放手：很多基督徒熟悉詩篇127:3“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卻沒有留意後
一節經文“好像勇士手中的箭”。“箭”會在18歲左右孩子離家時發射出去，父母能做的

就是在發射之前做好預備（瞄準和精煉箭矢）工作，預備孩子迎接社會上的挑戰，也
預備孩子的心還與父母有美好的關係。 另一節經文“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
人成為一體。”較多被應用在夫妻關係上，但其實也可以理解為父母要預備孩子離開
自己，幫助孩子做到獨立倚靠神，Independently depend on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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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操練順服：孩子需要操練順服，如果在跟父母學中文的過程中做不到順服，那很
大可能他在其他方面也會有類似問題。

必要的獎懲機制也有助於課堂管理，既要讓孩子明白學習中文對他/她的好處，也

要看到父母的決心和堅持。在愛中管教，孩子自然會順服。所以不要為了趕進度而忽
略孩子的情緒，課堂管理也是親子教育和門徒訓練中的必要部分。

有效學習時間：其實每天的學習時間裡課堂管理，預備、複習等都會佔用很多時
間，每天用於識字的真正有效學習時間頂多30分鐘。建立好課堂管理後，讓孩子專心
下來，每天有30分鐘有效的學習時間其實就足夠了。插一句：有教育專家分享，在美
國公立小學裡，孩子一天的有效學習時間不超過1小時。

再次強調，筆者不是想否定這些中文學校和中文教材，而是建議上中文學校的同
時或之前要靠家長或學校突破識字關，然後再從中文學校學中文就事半功倍了。而且
孩子突破識字關後因為沒有了閱讀障礙，他們會自主閱讀很多中文書，就達到了自主
學習中文，以及自主複習漢字的效果。事實上，筆者也見到不少週末中文學校和中文
課後輔導班適當調整了學習進度，先側重識字，再學其他，或者是提供單獨的突擊識
字課程供家長選擇。

近期接觸到一套基督徒肢體編著的中文教材，《整全教育中文》鼓勵大家使用。
https://www.holisticedu.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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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新編三字經》是一整套成體系的識字教材，需要將如下材料一起列印使
用。所有內容都可以免費從cctcc.us下載。

1.《基督教新編三字經》課本
2.《基督教新編三字經》識字理論
3.《基督教新編三字經》各課字卡
4.《基督教新編三字經》所有不重複字字卡
5.《基督教新編三字經》注釋本
6.《基督教新編三字經》形聲字關聯與補遺
7.《基督教新編三字經》同步閱讀
《同步閱讀》建議在學完前8課近1000字之後才開始做閱讀。
字卡重複：因為全文3000字，含標題有3128字，但生字只有1709個,各課的生字必

然有重複。但為方便教學和複習，列印小字卡時不必擔心重複。
對於有需要的讀者，也提供了一份《不重複字卡》
備課方面：

1. 建議家長提前預讀課文。例如“地蒼茫，穹瀚渺”課文裡的生字保證能讀準確。

2. 並預讀《注釋本》裡對應的經文，如果可能最好把相關聖經章節都預讀了，並思
考如何給孩子講解課文對應的聖經故事。例如大洪水一課裡的“船八口，終得寧”，
很多基督徒會因為聖經記載方舟上活下來挪亞一家八口，舟八口，可合成漢字
“船”，以此印證一些學者所認為的部分古漢字源於聖經，但其實這個解釋也存在
爭議。但義的繁體“義”=羊為我死還是比較可信的。

3. 檢查將要新學的字卡以及需要複習的字卡有否預備好，
4. 考慮要不要提前選好圖示所用的圖片。
5. 做好記憶曲線計畫表。

此外建議：睡前故事改講中文故事；讓孩子在家說中文。
正文通讀：網站上還提供了一份《正文》，每頁有6課720字，等孩子學會1課以上

之後，可以用《正文》來通讀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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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家裡有黑白印表機。所有課本、字卡等都是按照Letter size設定的，如果有需
要其他尺寸，請跟cctcc.us聯絡。

大字卡可以考慮用比較厚的CardStock紙張， 80磅的就夠了。例如這個：
https://www.amazon.com/dp/B07CMG43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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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zlet的字卡應該會很快發佈到網站上。

朗讀版音訊還需要一些時間，但其實這個音訊主要作用是幫助歲數較小的孩子增
加興趣。音訊的使用是在教學過程中的“大字卡指讀”過程中，不是必須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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