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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低年级识字教学有趣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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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论文围绕提高小学低年级语文识字教学的有趣性进行讨论，力求以“课堂教学”，“学生发展”，“教学提高”

为根本着手点，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趣味学习方法，以提高课堂教学实效。通过探索有趣的识字教学法，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法，

便于教师教学，让语文课堂识字教学变得充满情趣、活力；通过有趣的学习方法培养学生识字兴趣，从而培养和提高学生

的识字习惯和识字能力，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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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将识字教学的有趣性与课堂教学进行有机联系，

把握两者相互联系、相互发展的关系，以此进行深入理解，

使常规的教学向有趣的识字教学发展，寻求不同教学内容的

联系，形成大语文课程观，追求从大到小，再从小到大的良

性发展。通过“趣”让学生享受学习，快乐地学习，探索从

知识、能力、态度三个方面为培养目标的有效育人途径。通

过“学生发展——教师发展——学生发展”这个螺旋的提升

最终落实到课堂，希望以“有趣”为切入点，寻求更加轻松

活泼的教学方法，营造更加趣味轻快的课堂，创造更实在扎

实的教学效果，以更好地突破教育教学的瓶颈。

一、让识字教学有趣的意义

识字教学是小学语文低年级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重要的教学内容。打好识字基础，让学生在低年级阶段掌握

一定的识字量能为今后的阅读和写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有利

于培养学生良好的读写能力，为学生学好语文铺好道路。

（一）符合语文课程标准要求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识字写字是

阅读和写作的基础，是第一学段的教学重点，也是贯穿整个

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教学内容。”低年级阶段要让学生：“喜

欢学习汉字，有主动识字的愿望。”要求学生在第一学段“认

识常用汉字 1600 个左右，其中 800 个左右会写。”要求学生：

“学习独立识字”,“低年级阶段学生识字量与‘会写’的

字量要求有所不同，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多认少写’。”在

现实教学中，大量识字任务是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学的重要内

容，课堂无疑是学生识字的主渠道，让学生在课堂上有趣地

完成识字任务，建构有趣的课堂更能使识字学习事半功倍。

（二）有利于落实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

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主要包括四方面：语言建构与运用、

思维发展与提升、文化传承与理解、审美鉴赏与创造。落实

低年级学生的识字学习，让学生一步一步积累，打好基础，

形成自身脑海体系的丰富的语言材料和言语活动经验，有利

于学生加强语言建构与运用能力。同时，语言文字是文化的

载体，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学习语言文字的过程，

也是文化获得的过程，所以语言文字的学习蕴含着很重要的

文化功能。所以，识字教学在落实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方面具

有明显的重要作用。

二、如何进行有趣的识字教学

以课堂为主，同时也延伸到课外，重在培养和建构学

生的良好兴趣，为学生的今后的语文学习打好基础。以《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为指导，以学生的发展为目标，同时

提升教师成长，进行有趣的识字教学探索。

   （一）课堂为主线，合理设置课堂活动

教师要合理设置课堂活动，以课堂为主，让学生在课

堂上习得和感悟，运用多种形式提升学生的识字学习体验，

丰富低年级学生的学习体悟。在低年级的识字写字教学中，

精心设置多种活动，从活动入手，使课堂形式多变，活跃课

堂气氛，增强学生课堂学习感悟，让学生的识字学习过程变

得有趣和精彩，让学生在优质的学习活动中加深识字体验，

从而有效完成教学目标。如不同的课文类型设置不同的课堂

活动，不同的学生水平设置不同的活动以适应学生的接受能

力，不同的学习状态用不同的学习形式调节气氛，达到有针

对性地学习。

如课堂上进行游戏识字，在识字环节中以往简单常见

的跟读形式更为枯燥无趣，可以试着设置巧妙有趣的游戏环

节让学生在有趣的体验中识字。如摘苹果，小猴子过河，放

气球，开火车等等，这些轻松的寓教于乐的环节比枯燥的讲

解更有针对性，更增添学习的趣味性。

如利用顺口溜识字，儿歌识字等，朗朗上口的儿歌更

加方便学生识字，更加深了学生的记忆。如部编版一年级下

册《小青蛙》，可以编儿歌来识记“清，请，情，晴，蜻”

等生字，通过熟读儿歌“有水河水清，有日天气晴，有目大

眼睛，有言说声请，有心好心情，有虫是蜻蜓。换换偏旁来

识字，你我都能行！”来进行趣味识字。

   （二）生活识字，拓展学习的时间和空间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识字教学要将儿童

熟识的语言因素作为主要材料，同时充分利用儿童的生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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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注重教给识字方法，力求识用结合。运用多种形象直观

的教学手段，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努力建设开放而

有活力的语文课程”，要求“语文教师应高度重视课程资源

的开放与利用。”因此，识字教学的时间和空间不仅局限于

课堂上、学校中，也可以在广阔的生活中去探寻更多学习渠

道。教师要将识字与生活有机地结合，让学生走出课堂同样

能学习，有效地拓展学生学习的时间和空间，让学习不再局

限于一课一校内，让学习变得更加有广度和深度。

如在课余休息生活中，可以带领学生认识校园里随处

可见的字，利用“校园文化”带来的便利留心观察，形成“处

处留心皆学问”的好习惯。如认识“美术室”、“音乐室”、

“舞蹈室”、“图书馆”、墙上的各种标语、宣传栏的内容等，

以此让学生能够在课堂以外获取更多识字信息。

如引导学生在吃营养餐时读包装袋上的说明，看牛奶

蛋糕上的保质期、生产日期、生产厂家等；如带领学生外出

游学时，让学生对他们看到的动物名、植物名、展览的物品

等都进行认识和记忆。不放过每个一个过程中的学习机会，

让各种汉字信息充实学生的大脑，形成“知识库”。

如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处处留心，输入汉字信息，在街

上看到商店名、饭店名、广告牌等多识记，在逛超市看到不

同的标识和商品名多识记，合理利用不同的时间地点下的学

习机会，充实大脑的认知，加深汉字的识记。   

（三）引导学生掌握规律，掌握识字方法

汉字具备一定的构字规律，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音、形、

义等方面去掌握识字方法，积累识字量，让学生掌握规律。

汉字的字音、字形、字义的规律的掌握可以使汉字的学习变

得轻松、简单、有趣，这比一味的枯燥识字更加让人乐于接

受。如形声字，形旁表意声旁表音，教师在教学时，帮助学

生了解这一特点与规律，学生能在日积月累的学习中慢慢掌

握这一类字。

如部编版一年级上册《小青蛙》中，在教学形声字“情、

晴、请、睛”时，告诉孩子形声字的规律，让学生明白怎么

样的字属于形声字，形旁表示什么，声旁表示什么，让孩子

们根据形声字的特点利用形旁去推测字意，声旁识记字音，

从而能够去辨别区分这几个相似的字。“情”和心理有关，

所以是竖心旁；“晴”与天气有关，所以有日字旁；“睛”

里的目就是眼睛，所以有目字旁；“请”需要用文明的话语

表示礼貌，所以用言字旁。

三、有趣的识字教学片段

师：“同学们，咱们今天学习《雨点儿》的生字，请

大家跟老师读两遍。生字读完了，下面我们来玩“收集雨点

儿”的游戏（屏幕显示），小雨点儿跳到哪个生字，同学们

就读两遍，看看谁收集的雨点儿最多。”

师：这节课的生字宝宝他们想和你们交朋友，老师把

他们用字谜的方式请出来，请同学们猜猜生字宝宝，看谁猜

得又快又好。“一万点”“方”；“打开心门把口开”“问”；

“两座山节节高”“出”。同学们猜得真对，下面请你和同

桌互相编字谜，考考你的同桌，让同桌猜一猜，比一比谁记

的生字宝宝更多吧。

师：下面请大家用你们的“火眼金睛”来仔细观察，

完成老师给你们的任务吧。1. 请你圈出左右结构的生字，并

读一读。2. 请一个同学找出上下结构的生字，请大声准确地

读给同学们听。3. 同学们不仅要认识字形，也要读准确字音。

请你们找一找后鼻音的生字，读给同桌听，同桌负责打分。

4. 请你们找一找翘舌音的字，读给同学们听。5. 再给大家一

个升级的任务，请你把不理解的字找出来，说说它的意思。

好了，同学们刚才完成了很多任务，大家能从字形，字音，

字义出发去识字，相信大家对本节课的生字都胸有成竹了。

我们再来读一读课文把本节课的生字熟记并掌握吧。

以上实录有趣性体现在：1. 设置课堂活动，让学生通

过有趣的游戏“收集雨点儿”，来完成识字任务，学生的兴

趣马上就被吸引起来，学习热情提高。通过完成精心设置的

小游戏，学生能够专心致志跟着教师的思路走，学习节奏更

加稳定，学生的注意力因此集中在识字上。2. 设置另外的课

堂活动——猜字谜，巩固并拓展了识字学习。这一活动激发

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学生在识字的同时，发挥主观能动性，

达到更深层次的学习。并且运用想象力、创造力进行深入学

习，互相猜字谜的过程保证学生的创造生成，让学生在学习

的过程中深入思考。3. 给学生完成任务的环节是让学生总结

梳理，掌握学习方法，提炼学习规律的过程。学生通过完成

一个一个的任务，有效掌握了需要识记的生字；通过完成一

个一个任务，有了成就感，学习更加自信；同时完成的学习

任务的过程又让学生在无形中梳理了识字的规律，掌握了识

字的方法，通过字形，字音，字义去做了总结归纳，更加巩

固了识字效果。

识字教学是小学低年级的主要教学任务，如何利用有

趣的学习方法，丰富学习过程，让学生在课堂上学有所得，

学有所乐，学得简单有趣，让学生在课后学得更深入，巩固

学习效果，还需要不断的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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