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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二年级语文课程中生字教学策略分析 

张依慧 
（明珠临港小学夏栎校区  上海  201306） 

摘  要：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基本符号，汉字是构成完整语言的基本要素。要想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必须引导其认识足
够的汉字。语文是一门语言学科，对于低年段学生而言，教师应始终将生字教学视为核心要务。而当前部分小学语文课程中生字教
学现状并不理想，依然存在以抄写强化学生生字印象、生字教学尚未向外延伸的问题。笔者围绕这些问题，从创设教学情境，渗透
相关汉字；趣味生字教学，加深学生记忆；注重生活积累，拓展识字空间三方面详细论述生字教学策略，以期提升学生识字能力，
促进生字教学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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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字教学是低年段语文课程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优化生字

教学是现阶段全体教师亟需研究的课题。传统生字教学以抄写、

默写与听写为主，学生的汉字学习兴趣较低。为改善传统教学

弊端，提高生字教学质量，教师应尝试以兴趣为导向，引导学

生在“玩”中学。学生作为学习主体地位，必须具备主动学习

生字的意识，才能为教学工作的开展与实施提供保障。接下来

以部分小学语文生字教学现状为例浅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

研究教学策略提供参考。 

一、小学低年段生字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以抄写强化学生生字印象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指出，1——2 年

级学生应认识常用汉字 1600 个，会写 800 个[1]。部分教师在生

字教学中，为了完成课标政策，会设计一些抄写类作业，要求

学生在课后抄写生字词。并定期对学生的生字掌握情况听写考

查。这样的教学方式违背了新课标寓教于乐原则，同时不符合

学生身心发展规律，部分学生生字学习兴趣不高。虽然学生按

照教师的指导完成了作业，但是对于汉字的印象依然不深，部

分学生或不会正确运用汉字。如看图写话，考查的是学生的生

字掌握与组词造句能力，一些学生虽然掌握足够的汉字，但是

在运用方面差强人意。究其原因，学生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

将教师布置的作业作为一种任务，机械化抄写或难以引起学生

的识字兴趣，导致教学成果不理想。 

（二）生字教学尚未向外延伸 

生字教学既要围绕教材知识展开，又要引导学生养成主动

积累的习惯。识字是一个长期过程，任何阶段的学生都具备一

定的识字空间。小学生处于识字初期阶段，仅以教材知识为主

或难以满足学生的生字学习需求。而部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

多以教材中的生字为主，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将教材视为主

要学习对象，忽视了生活中的积累。陶行知“生活即教育”思

想指出了生活在教学中的重要性，意味着全体教师应将教学目

光投掷于生活，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关联。生活中包含的汉

字资源较多，将其纳入生字教学是可行的。而部分教师缺乏生

活资源开发意识，尚未将一些生字融入语文课程。学生在教师

的影响中，也不会主动积累汉字，或将生字学习的目光放在教

材之上，而教材知识的局限极大影响了学生的生字学习成果。 

二、小学二年级语文课程中生字教学策略 
（一）创设教学情境，渗透相关生字 

低年段学生处于识字关键阶段，需要掌握的生字较多。部

分学生或具备良好的学习意识，但是生字记忆周期较短，很快

就会忘记一些不常用的汉字。为加深学生的生字印象，教师可

以创设表演情境，帮助学生在固定的场景中掌握更多的生字，

并尝试对这些生字组词、造句等[2]。例如在教学部编版二下《狐

假虎威》时，教师可以围绕内容创设一个情境，由两名学生分

别扮演老虎和狐狸，在教室走上一圈。其他学生则扮演森林百

兽，为自己安排一个动物角色，如野猪、狮子、狼、刺猬、狗

熊、小鹿等，学生扮演哪个动物角色，将动物的名称写在纸上。

在这一情境中，学生可以任意发言，或与其他动物互动，如拉

手、说悄悄话等，在互动营造良好的识字氛围。在情境活动结

束之后，教师则鼓励学生将自己的扮演的动物角色写在黑板上。

经过总结，学生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大部分动物的名称包含

“犭”，此时教师可以借助特定的情境，引导学生在看到带有

“犭”的汉字时，首先想象是否与动物有关。同时，黑板上的

动物名称，也能加深学生的汉字印象。举例来讲，某某同学在

游戏情境中扮演过小鹿，此时学生可以通过联想某位同学的角

色写下“鹿”这个生字。 

（二）趣味生字教学，加深学生记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围绕兴趣实施教学，可确保生字教学

取得事半功倍之效。结合低年段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笔者认为

汉字口诀、汉字加减法适用于小学语文教学中。以汉字口诀为

例，教师就是按照汉字的特点创编口诀、儿歌等，帮助学生在

朗诵中记忆。如兔、免；已、己；甲、由、申、田这组汉字，

学生极易出现错误，创编儿歌可以帮助学生记忆，如兔比免字

多一点，己不出头已出头。甲下由上田四口，唯有申字上下走。

在这个口诀中，学生可以清晰掌握这些相似字的写法。相较于

长期练习，口诀更有助于学生掌握生字。 

汉字加减法就是结合汉字的特点加上部首，或者去掉部首，

使其成为一个新汉字。以部编版二下《神州谣》为例，包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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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源与思考，思考源于疑问。只有当学生有了疑问时，

才会主动进行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索，才能够不断的发现和创

造。课堂提问更看重的学生的反映，当学生回答老师提问的时

候，老师要认真的倾听，当学生按照正确的思路回答时老 师

应给予肯定的目光，当学生回答不正确时，老师要给以适当的

提示和引导，要 和学生共进退，一起思考，一起质疑，一起

探索，一起总结，这样更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有效的课堂提问能够将枯燥的、死板的数学课堂变得情趣

盎然，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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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耸、奋等汉字，教师可以将这些汉字拆分开，每个部首写

一个卡片，如化，写化、十两个卡片；峰，写山、夆两个卡片，

在拆分中引导学生对于部首重点组成汉字[3]。化添上艹字头，组

成花；十添上八，组成木，添上办，组成协。华这个字还可以

添上木、口、火、日等部首，组成新汉字。在汉字加减法中，

学生掌握的汉字数量更加庞大，且学生的学习过程是愉快的，

学习成果远比抄写汉字更佳。 

（三）注重生活积累，拓展识字空间 

生活中的汉字较多，如公园的警示牌、马路边上的路标等

等，都是学生积累的主要对象。教材中收编的生字是有限的，

而生活中的生字却是无限的。小学低年段学生处于生字积累关

键阶段，教师应鼓励学生面向生活，将眼之所及的汉字都作为

学习的对象。如部分小区张贴的“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

身之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价值观内容”，对于学生

识字有较大的帮助。学生在积累过程中，自主屏蔽认识的汉字，

将不认识的汉字记录在抄写本上，并定期复习，丰富汉字系统。

与此同时，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挖掘教材中关于生活的课文，

为学生提供识字空间。如在教学一年级下册《春夏秋冬》时，

教师可以将学生带至校外，引导学生观察深秋、初冬时节的景

象，在观察中教给学生一些生字。如霜降、夕阳余晖、雁过衡

阳、寒风瑟瑟等等，并鼓励学生在观察中相互交流，并及时请

教教师，掌握一些不会写的汉字[4]。将生字教学融入生活，既能

丰富学生的学习空间，又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自信。为提

高生字教学质量，教师应与家长建立合作机制，在家校合作中

构建教学平台，将生字教学贯穿于学生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地

丰富学生的汉字储备。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生字教学是小学低年段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内容，

强化学生的识字能力与运用能力一直以来都是全体教师从未停

止研究的课题。新课标政策的出台规定了小学阶段生字教学方

向，为教师施教提供了宝贵资源。在践行课标政策时，教师应

注重良好学习环境的构建，力求体现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

信息化背景下，教师还应构建线上生字教学机制，如要求学生

为汉字加上部首，组成一个新字。或设定某种主题，鼓励学生

围绕主题写一些词语。在日积月累中，学生的汉字学习兴趣更

高，识字能力更强，生字教学或取得良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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