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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低年级识字教学中象形文字的应用
高宏蓉

（吉林外国语大学，吉林 长春 130117）

摘要：识字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点，是学习文化的起点，是阅读写作的基础。小学生还处在直观性思维的过程中，对结构复杂的汉

字缺乏理性认识。因此，小学识字教学应注重在原有的基础上利用象形文字展开识字教学，这既符合低年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又能

使低年级学生更快更好的掌握基本的汉字，从而更好地实现小学低年级语文的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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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9 年版）》提出：“语文课程

应特别关注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对学生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口

语交际和思维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规定：“第一学段的学

生要喜欢学习汉字，有主动识字、写字的愿望。需认识常用汉字

1600 个左右，其中 800 个左右会写。”这说明，小学低段识字教

学任务是多元的。

众所周知，识字是孩子在学习小学语文时的基础，同时也是

学习语文必不可少的一步。与此同时，帮助小学生建立识字、写

字兴趣也是小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是现在的小学语文识

字教学现状不是很理想，存在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和方法等问题。

一、小学语文低年级识字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方面

1. 缺乏学习的兴趣

中国汉字的数量、意义、结构、组成、形态等比较多，有些

字只要多加一笔或者去掉一笔，它的读音、写法及意义和原来就

可能千差万别。而低年级学生存在年龄小、学习能力比较弱、注

意力不能长时间集中的问题，这就使得学生在学习识字的时候记

忆负担比较重，学习的效果不佳。很多汉字的字形和结构复杂，

低年级学生在读写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只认识汉字的一部分，读音

不准确或者是笔画顺序颠倒的问题。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让低年

级学生感到学习汉字比较困难。这一问题在低年级学生中所占的

比重很大，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2. 普遍缺乏学习方法

学习方法的正确性对低年级学生的学习有着很大的影响。低

年级学生处于学习知识的初级阶段，缺乏一定的学习方法，很多

人学习识字的过程只是在不停地学习新的汉字，对于已经学过的

汉字没有进行巩固练习，以至于他们对生字掌握的不牢固，使得

识字的效率不高，从而影响了识字教学的效果与质量。同时学习

方法的缺失也会对之后的学习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随

着学习的深入而暴露，并且很容易成为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顽疾，

难以纠正。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学生最终学会汉字的使用方法，

但在这一过程中损失的时间成本和教育成本一定是极大的。

（二）教师方面

1. 未做到因材施教

低年级学生在学习汉字时，教师没有重视每个学生之间存在

着一定的差异性，他们的理解能力和识字能力各不相同。相对于

其他的汉字教学，这一板块在新时代的教育中应该展现出更多的

适应性和机动性。要知道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人们对儿童的教

育越来越重视，这使得绝大多数的孩子在上小学之前就有一定的

识字基础，已经认识了一定数量的简单汉字。而我们很多的老师

并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在对低年级学生进行语文识字教学的过程

中仍然采用“一锅端”的方式，没有真正的发挥出每个学生的潜力，

也没有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2. 教学方法太死板

在目前的小学语文识字教学过的程中，许多老师的教学方法

单一死板。在教学生认识生字的时候，只是进行自我解说，没有

让学生主动去思考，一味地要求学生重复的读、写。单纯地认为

熟能生巧，只要量变就一定可以引起质变。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方

法用来夯实基础的话效果一定会比较理想，但它并是不适用于所

有的教学。教师在教学方法上应该注意兼顾学生的思维，达到引

导和疏通知识体系的作用。教师对学生早期的性格形成的时期有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作用甚至高于家长对学生的影响，所以

这一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二、将象形文字应用于小学语文低年级识字教学的优势

（一）追本溯源，了解汉字文化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汉字文化自然也不会例外。汉字产生至

今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从它的雏形—抽象图画，到后来的象形

文字，逐渐又增加了指事、会意、形声等构字方法，但依然不够

表述使用，又增加了转注、假借。其中，象形是六书之首，象形

文字是由图形文字演变形成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象形者，

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如“人”像侧面站立的人的形状，

“手”像一只手的正视形状。

（二）激发联想，提高学习热情

将象形文字应用到小学低年级的识字教学中可以激发学生的

联想能力，提高他们的学习热情。低年级学生在小学识字阶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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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是常用汉字，它们中很多偏旁部首都是象形文字，由简单的

图画所组成，适合低年级的学生进行学习记忆。比如“日”字，

它就像是一个圆圆的太阳，老师在给学生讲解的时候可以通过象

形法让孩子将“太阳”和“日”字联系起来，同时再告诉学生我

们的汉字是方块字，需要写得方方正正，这样学生就能简单快速

地认识这个汉字。象形文字相对简单的特性和具有趣味性的创作

方法可以让学生对汉字文化留下较好的印象，为之后的教学打下

良好的基础。

象形文字本身就是简单的图画，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它们长

得比较有意思。可以通过画的方式就能记住它，在很大的程度上

减轻了学生学习识字的负担，让识字不再是枯燥乏味的重复，变

得生动有趣。激起了学生想要学习识字的欲望，要知道兴趣是学

习最好的老师，也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提高教学效率

象形文字所具备的特点让老师在给学生讲授时不需要耗费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只需将其象什么之形，怎么读，是什么意思以

引导的方式告诉学生，并适当地对学生进行提问，来达到巩固复

习的作用。同时，象形文字比较适合低年级学生理解、消化，符

合低年级的教学特点。这样的识字教学过程更加地简易，教学质

量更高。

象形文字的应用适应了小学阶段儿童的心理特征，能够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更好地认识汉字、了解汉字、传承汉字，

从而触类旁通，大大提高他们识字的效率和质量。

三、象形文字在小学语文低年级识字教学中的教学方法

从事小学语文教学的教师本身的专业素养，知识能力架构将

会直接影响到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很多象形文字经过了无数次的

演变，所以需要教师在教学前对其汉字结构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教师提前根据教学内容查阅大量的文字资料，灵活运用自己掌握

的象形文字和汉字文化针对性地设计一些合适的教学方法，以达

到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的目的。

（一）实物对比法

比如在教“口”字时，教师可让学生想一想、观察一下周围

同学的嘴巴，并且用简单的图画画出它的形状，紧接着问学生：

嘴巴又可以叫什么名字？这时，老师再写出它的象形字和“口”字，

让学生把它们进行对比，然后记住字的形状理解它的意思。

再比如“人”字，老师可以先找一个学生侧身站在讲台上，

双手垂放在胸前，然后让其他的学生仔细观察，结合这些字的古

代形体，使学生认识到“人”字像一个人侧着身子站立。

教师在教“木”字的时候，可以给学生 1分钟的时间，让学

生观察窗外的树，看看树有什么样的特点互相讨论一下，等到学

生们思考交流结束后，教师说：“同学们看树是不是木头的呀，

它的枝条就像是‘木’的横，而竖好比是树干，撇和捺像是树的根，

同时大家要知道古时候的木就代表着树哦。”

不仅是这些简单常见的象形字，还有一些稍微复杂一点的象

形字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如“帽”字，教师用 PPT 给出一张帽子

的图片先让学生观察思考然后再进行讲解，告诉学生：“‘帽’

字是象形字，画帽子，后来加个目，因为帽子在眼睛上面，就成

了会意字，后来加‘巾’字旁是因为古人扎头巾，最早时的‘帽’

专指头上的头巾，后来经过演变所有的帽子都用这个字来表示了。”

这样将字和具体的事物相结合会让教学生动形象。低年级学

生在入学前往往已经掌握了生活的基本知识和一些学习能力，这

部分能力在教学中是不能被忽略的，利用学生对平常事物的认识，

可以使汉字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通常，对于那些在生活中

可以找到的事物，教师应该学会引导学生将自己的生活经验与汉

字联系起来，发现它们的共同之处，并学会举一反三。

（二）图示法

借助实物法在讲解汉字时受空间和能力的限制，而图示法刚

好弥补了它的缺失。图示法通过展示图片或者 PPT 让学生直观地

看出字形，而这类字可以是独体象形字“日、月、鸟、鱼、羊”

等，也可以是合体象形字“眉、果、瓜”等。比如，在教学生“月”

字的时候，教师可以在 PPT 上展示这几张图：

然后让学生观察这四张图片像什么字，当学生说出像“月”

字时，教师就需要带着学生用正确的笔画书写几遍，同时告诉他

们：“古代都是用画画的方式造字，所以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不断地简化成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月’字。”对于“月”这个汉字，

认起来很容易，可就是因为它是独体字，没有明显的记忆特征，

又容易忘记。所以在识字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提前知道这是“月”

字，然后让学生观察“月”的甲骨文，小篆等他们在描述的过程中，

其实就相当于把“月”的模样和字形之间做了一个联系，这样一

来记忆就变得简单起来，然后通过笔画教学使学生对字的形状和

间架结构记忆的更为深刻。

再比如“网”字，教师将“网”的图片和汉字同时给出，让

学生观察两者的特点以及之间的联系。

之后向学生讲解“网”字就像一张网，撇点相互交错，中间

像网眼，紧接着指导学生在田字格中写“网”字，告诉他们要先

写外面的同字框，然后写里面的两个撇点。在教授其他象形字的

时候也是同样的道理，如“川”字，出示了图片和汉字之后先让

学生自由交流，讲解的时候告诉他们“川”表示河流，那三根线

条就像河里连绵的水波。这样先给出图片在进行讲解会让学生轻

松的认识并记住汉字。

由于小学生的认知低的特点，用直观的图片来演示汉字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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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变化，让学生容易理解和记忆汉字，这样可以大大激发学生的

识字兴趣和识字热情，让他们下一次遇到生字的时候自发地去思

考，从而做到快速准确地认识和记忆生字。这样的方法在低年级

教学的过程中可以使学生在画图和图案中学习汉字知识，对汉字

的历史和形成过程产生良好的引导作用。在历史的进程中推演汉

字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对于学生系统高效学习汉字文化是有

着极其利好的推动作用的。

（三）游戏法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小学生爱玩、不受拘束的心理特点，适当

把一些游戏融入到识字教学活动中去，这样会极大地调动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游戏巧妙的设置还会让学生对需要实际的汉字进行

自我的理解，甚至喜欢上学习汉字，从而去积极主动地学习汉字。

比如教师可以利用 PPT 给出几个生字的甲骨文让学生发挥想象写

出简体汉字，随即在下一张 PPT 中给出相应的图片和简体字，答

对的学生并适当地给出奖励。这对学生学习自信的培养和自主学

习能力的构造都起着良好的引导作用。

这样既给了学生实物的图片，还给出了对应的象形文字，在

降低识字难度的同时增加了趣味性。同样，教师也可以采用猜字

谜的游戏形式来进行识字教学，比如在教“出”字的时候，教师

可以这样说：“同学们，我们已经学习过了‘山’这个字，那我

们来猜一个谜语吧！谜语是‘走出山洞’，大家可以写一写、画

一画。”这时，学生们就会根据学过的“山”字和那个谜语来写

写画画进行思考，可能很多学生写对了但是并不认识这个字，教

师在这个时候告诉学生这个字时“出”字，再教给学生正确的读

音和笔顺，会使学生快速地记住这个字。这是抓住了学生好奇心

的特点，并且锻炼了学生的思考能力。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在游

戏后应该利用活跃的课堂气氛，适时对学过的汉字进行巩固和加

深，利用学生的热情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通过做游戏这个方式，实现象形字在小学语文低年级识字教

学中的运用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学生在游戏过程中获得的

知识会在脑海中形成很深的印象。同时，教师在游戏形式方面可

以多联系生活，查阅资料创造出更多新奇的游戏形式，让自己的

课堂活跃起来，让学生能够快乐地识字。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将象形文字应用到小学语文低年级识字教学的过

程中，不但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而且有助于教师更

好的实现教学目标，在培养学生识字学习的兴趣的同时，继承和

发扬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和汉字的教学会在低年级学生

相对简单的思想中烙下热爱祖国和民族自信的烙印，对学生日后

成才的培养有着十分良好的作用。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学

生的理解能力和接纳能力同样是十分重要的一环。我们也要知道，

在小学语文低年级识字教学中，汉字教学的方法也不能只是单一

的应用象形文字，应该根据学生在学习汉字的不同阶段以及汉字

的不同属性多元化地使用教学方法，也可以让学生理解汉字的文

化内涵的同时真正明白汉字的结构构成。所以，教师一定要学会

根据我们现有的字典辞典及相关著作去科学的拆分汉字和教授汉

字，以达到提高现代汉字教学水平的最终目的，让识字教学变得

不再是机械枯燥的模仿和重复，而是让教师和学生都沉浸于汉字

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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