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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低段识字教学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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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下低段识字教学存在汉字教学趣味性匮乏、汉字教学文化内涵缺失、学生独立识字能力培养忽视、汉字教学课

程资源开发不足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教学策略：遵循儿童识字心理，激发学生识字兴趣；挖掘汉字文字内涵，培育学生热爱汉

字的情感；学习方式多样化，培养学生独立识字能力；教学资源整合化，建设活力开放的识字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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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与写字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既是第一学段的教学重

点，也是贯串整个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教学内容。[1] 近年来，“集

中识字”“随文识字”“字理识字”等教学方法极大地推动了

识字教学的发展 , 但低段识字教学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语文

教师应该采取多种教学策略提高识字教学效率。

一、小学低段识字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识字教学趣味性匮乏

低段学生以直观思维为主，自控能力差，注意力不能长时

间集中，难以理解抽象性的表意汉字，容易对识字教学产生厌

倦情绪。并且，教师识字教学方式单一，通常都是让学生先读

准字音，然后观察字的结构，再说一遍字的笔顺，最后描红书写，

程序化简单化的教学方式导致学生失去学习兴趣。

（二）汉字教学文化内涵缺失

汉字是学生进行阅读和写作的基础，具有“工具性”的特征；

汉字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载体与结晶，具有浓厚的的“人文性”。

教师在教学时注重于对汉字读音与笔顺规则的讲解，多运用“加

一加”“减一减”等方式进行教学，学生并没有从汉字造字结

构上深入了解汉字背后的文化。

（三）学生独立识字能力培养忽视

识字教学的最终目标是让学生掌握识字的方法，培养学生

独立识字能力。但教师把学生当成学习被动的接受者，为了完

成自身的教学任务，每节课只是把生字的读音、结构与字义告

诉学生，并没有给予学生合作探究的学习机会，忽视对学生自

主识字能力的培养。

（四）识字教学课程资源开发不足

汉字是母语教学，学生时时刻刻生活在母语学习的环境中，

因此汉字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教师在进行识字教学时多

是就字教字，局限于语文课本之中，切断了识字教学与生活之

间的紧密联系，未能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忽视了课程资源的

开发。

二、小学低段识字教学策略

（一）遵循儿童识字心理，激发学生识字兴趣

首先，利用多媒体，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识字。在教学

中利用图片、视频、动画等直观材料帮助学生理解抽象汉字，

加深学生对汉字音、形、义之间的联系。其次，利用游戏，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小学低段学生活泼好动，注意力难以长时间

集中，教师在识字教学中要创设大量情境和活动，采用游戏、

儿歌等贴近低段孩童心理的方式进行教学。比如，《我是一只

小虫子》教学时，学生可以一边表演动物动作，一边朗读有趣

好玩儿歌：“晃晃我的脑，摸摸我的脸，拍拍我的肩，揉揉我

的肚子，甩甩我的胳膊，扭扭我的屁股，跺跺我的脚”，在这

个过程中，学生不仅理解了“月”字旁的字与身体的有关，还

在有趣的活动中增加了对识字学习的喜爱。最后，举办形式多

样的比赛，调动学习积极性与参与性。比如，举办“我是识字

大王”“汉字我会认”“记忆大王”等比赛，让学生在比赛中

体会到识字的成就感。

（二）挖掘汉字文字内涵，培育学生热爱汉字的情感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是中华汉字的魂。[2] 在教学过

程中，老师要提高学生识字和写字能力，同时挖掘汉字的文化

内涵，让学生感受汉字魅力和智慧，激发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

字的感情。教师应该运用字理识字法，分析汉字造字规律，挖

掘汉字的文化内涵。比如，在教“日”“月”“田”等象形字

字时，出示象形图片，让学直观感受汉字的起源与演变。形声

字是低段识字教学的重点教学内容，在教学时教师必须抓住“形

旁表意，声旁表音”的构字特点进行教学。比如，《小青蛙》

一课要求会认的生字“清”“晴”“睛”“情”“请”都是左

形右声的形声字，教师应该对偏旁部首进行讲解，让学生明白

不同的偏旁部首代表不同字意，通过“换一换”“连一连”等

方式让学生集中掌握大量生字，也感受到汉字的奇妙与魅力。

（三）学习方式多样化，培养学生独立识字能力

首先，课前预习采用自主学习方法。课前预习是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途径，老师可设计“自主预习任务卡”，

明确课前预习的要求。其次，课堂讨论课采用合作学习方法。

在识字时学生互相认读生字，交流识字方法，纠正错误；在写

字时互相欣赏、评价，自我修正，不断提高。然后，课内难题

采用探究学习方法。比如，《中华美食》一课有大量的形声字，

学生在一年级已经基本掌握了形声字“形旁表意、声旁表音”

的特点，所以在二年级要注重通过探究学习培养学生独立识字

能力。教师可以让学生借助图片、拼音和形声字的构字规律写

出形声字。学习“菠”字时，出示 bō 拼音和菠菜图片，学生通

过拼音写出“菠”字的声旁“波”，再根据图片与生活经验分

析出菠菜是一种蔬菜，形旁应该是草字头，从而顺利写出“菠”

这个生字。

（四）教学资源整合化，建设活力开放的识字课堂

首先，建立识字与生活的联系。生活中蕴含着丰富的识字

教学空间，比如学习《百家姓》后，开展“我的姓氏故事”大

赛，学生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查阅资料，了解自己姓氏的起源、

演变与意义，感受源远流长的汉字历史。其次，打破学科壁垒，

进行多学科融合学习。学习《中国美食》后，分小组以“家乡

的美食”为主题制作一张小报，可以收集家乡美食的图片制作

书签，按制作方法分类并附上美食的名称，也可以把介绍家乡

美食的制作方法的文章剪贴在小报上，在班级文化墙上展示，

与大家分享。学生在制作书签、小报的过程中，将语文学习和

美术结合起来，实现跨学科的融合学习。最后，积极开发课外

阅读资源。教师可以推荐学生阅读与汉字有关的课外书籍，比

如《汉字就是这么来的》《汉字的故事》等，这些优秀课外书

籍融汉字的字理与趣味于一体，是专门为儿童创作的趣味汉字

书，非常适合低段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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