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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统编  智趣识写 
秦媛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摘要：根据 2022 版《新课程标准》对第一学段的识字写字教学提出的总体目标和要求，在教学中以多种形式激发学生对中国汉
字的热爱，以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教给学生识字方法。同时，加强写字指导，做到规范、端正、整洁，在静心习字中涵养品性，提高

审美情操，激发热爱传统文化的民族自豪感。 

关键词：智趣识写   规范书写指导 
 

人生聪明识字始。汉字是中华文化传承的载体，是学生开启自

主学习之旅的基石。低年级的语文教学，就是小学阶段“扎根”的

教学，是语文的启蒙教育。看似简单，其实很专业。如何把握编者

意图用好统编教材；如何认构建智趣相生的识字课堂，引导学生记

得牢，写得好；如何在课上课下指导学生规范写字，让一手好字成

为学生一生的名片。带着对统编教材低年级识字写字教学的思考与

实践，我进行了如下梳理。 

一、识字写字：固本强根，多元解读教材 
（一）心中时刻有《课标》 

2022 版《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对第一学段识字写字教学的要求

是：能激发识字兴趣，规范、端正、整洁地写字。认真解读后，《新

课标》给我们传递的信息依然是以培养识字写字兴趣为先，重视识

字渠道、识字方法、写字要领的指导。 

（二）心中领会编者意 

语文教材中的选文，往往隐藏着编者的“意图”，即教学目标

与教学内容的双重指向。比如识字第一课《天地人》“天地人，你

我她”，6 个生字。本课仅仅是为了认识这 6 个生字吗？显然不是！

这 6 个汉字，很多城里的孩子学前就已经认识了。为什么要在入学

第一课编排这个内容呢？编者的意图是通过本课教学，首先要激发

学生对识字的渴望，中国字是最好的中国文化，中国人要认识中国

字，认识汉字，可以帮助我们掌握更多的识字本领，更好地理解世

界。 

（三）心中永远有学生 

低年级语文老师，一不小心就会迷失在“细碎繁慢”的课堂教

学中，尤其是对低年级语文教学的特点和规律的把握，直接决定了

教学的思路和方法的选择。那么我们就要充分地相信学生，心中装

有学生，了解基础学情，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 

二、识字写字：渠道不同，策略不同 
在统编教材里，生字主要以三种渠道呈现：识字单元的集中识

字，课文单元的随文识字，语文园地“识字加油站”“趣味识字”

里的板块识字。生字呈现的渠道不同，其所对应承担的学习任务也

各不相同。除了识记相应数量的生字外，各渠道的生字还承担不同

任务： 

（一）集中识字，习得识字方法，以便学生学会迁移运用，形

成识字能力，实现自主识字； 

一年级每册安排了两个独立识字单元，专门教授识字方法，培

养识字能力。可是，我们有的老师没有真正领会编写意图，方法单

一，效果不佳。我们的目的对学生亲近汉字、理解汉字文化。 

常规机械的方法：1.借助拼音，拼读生字。2.个别反馈，难读

的字正音再读。3.去掉拼音认读生字。4.说一说记住了哪个生字，

用什么方法记住的？5.再随机抽取个别认字。如此，生字教学就算

完成了。这种一成不变的教学流程很难激发学生识字的热情，违背

了学生的记忆规律，强行灌输式的识字教学，也给学生带来沉重的

学习负担和心理负担，只注重了“数量”，缺少了“智慧”和“趣

味”。 

“智”指教师能“看清”编写意图，构字规律、儿童心理，充

分体现识字方法的多样性、契合性、科学性和灵活性；“趣”即设

计各种有趣的教学活动，让学生享受汉字学习的乐趣。 

策略一、尊重编写意图，体现识字方法的多样性。 

以统编教材一年级为例，4 个单元 18 篇课文，识字方法呈多种

样态：蒙学识字、儿歌识字、看图识字、象形识字、韵语识字、归

类识字，识字方式不同，所采用的识字方法也不相同。 

“蒙学识字”，以传统蒙学的反复诵读为基本方法，在学生掌

握字形或对字义理解困难处通过故事、图片、视频解说等方法加以

阐释，注重渗透汉字文化和传统文化； 

“儿歌识字”，主要采取多形式朗读的方法，在读中不断复现

生字，也可结合生活和阅读识记，适当联结相关知识，帮助巩固生

字，强调对语言音韵美的感受； 

“看图识字”，则重视图文的对应关系，唤醒学生实际生活经

验，加强生活运用； 

“象形识字”，关注图画、古文字、现代汉字之间的联系，引

导学生在反复诵读中识记汉字，领悟象形字“观物取象，以象示意”

的特点，感受汉字背后的文化。 

策略二、尊重文本特质，体现识字方法的契合性 

例如，统编教材一年级下册识字单元《古今对》是一篇传统蒙

学识字课，选编字《笠翁对韵》。这一课，有三个带有“日”字符

的生字——“暮、朝、晨”。这三个汉字。部件多，用“加——加、

减——减、换——换”等机械识记方式很容易使学生出现记忆偏差，

导致识记错误。同时，这样的教学处理，也不利于学生理解“日”

这个义符传递的文化意义。 

生活中，太阳在不同的位置表示不同的时间，汉字中“日”在

字的不同位置，也表示不同的实践。教学时，紧紧围绕“日”字符

的表义作用，用课件演示三个汉字的演变过程，结合讲解“日”字

符的表义作用，可增强学生的趣味性和生字识记的准确性。 

甲骨文“暮”字，形象地表现出太阳从草丛中落下去了，表示

这是一天的傍晚时分。因此，“傍晚”就是“暮”。教师再把“暮”

字的演变过程一步步呈现出来，定格在楷书的“暮”字上。 

甲骨文“朝”字，“日”躲到草丛中间了，草丛中间藏着一个

太阳，而这时月亮还没有下去，这是天刚刚亮的时候，是清早，也

就是“朝”。太阳正一点点升上来，这时候的天空非常漂亮，云朵

被阳光映红了，此时的云霞就叫“朝霞”。 

甲骨文“晨”字，日在最上面，太阳升上来了，人们要出去劳

作了。“早晨”来了，新的一天开始了。（配图象形文字） 

策略三、尊重构字规律，体现识字方法的科学性 

汉字所使用的字符有音符、形符、义符、记号四种。在一年级

下册《小青蛙》一课里，有“睛、情、晴、清、请”5 个生字。教

学这五个生字时，可以组成以声符“青”为中心的汉字组块，引导

学生读准这 5 个生字的音。相类似的字还有： 

马——妈、蚂、吗、码、玛 

包——抱、胞、饱、炮、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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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订、盯、叮、钉、顶 

宗——踪、综、棕、粽、琮 

低年级单元识字的教学，需要教师在教学时尊重教材的编写意

图，由易到难，不随意拔高要求，注重创设情境、教授方法，注重

迁移运用，鼓励学生 

（二）随文识字，为阅读理解服务，帮助学生更好地进入文本，

领悟文本内涵。 

阅读中的识字，除了认识汉字，了解并掌握识字方法，还要引

导学生借助汉字感悟语言，理解文本内容，领悟文本内涵，享受阅

读的快乐。创设条件把生字置于语言情境里，引导学生领悟汉字在

表情达意上的作用，体会“这一汉字”在“这一处”的独特魅力。 

策略一、探究字理，建立字族概念 

一二年级的教材里，每篇课文都有十余个生字的学习任务。这

里，哪个生字该重点教，哪个生字可以简略教，有一定的考量标准。

其中，生字是否带有新偏旁是标准之一。 

对于带有偏旁的生字，不仅要帮助学生认识偏旁，还要帮助学

生理解偏旁表达的意思，从而达到准确识记，实现迁移理解。 

统编版教材一年级上册《小蜗牛》第 2 自然段是这样写的：春

天来了，蜗牛妈妈对小蜗牛说：“孩子，到小森林里去玩吧，小树

发芽了。” 

这句话里的“玩”是本课要认识的一个带偏旁的生字，这个偏

旁在教材最后一页“常用偏旁名称表”里的名称是“王字旁”。可

如果我们对汉字略有研究，就会发现，“王字旁”的本义并非如此。

在远古冷兵器时代，军人所使用的武器代表着军人的级别与地位：

身在前线用小型战斧作战的叫“兵”，身在将帅身边使用大型战斧

的高级警卫叫“士”，使用特大战斧的将帅叫“王”。那这个“王字

旁”和“玩”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探寻“王字旁”的源头，在理解

“为什么”的基础上准确识记“是什么”，不但有益于学生当下的

学习，更有益于他们今后的学习。 

策略二、举一反三，掌握构字规律 

在阅读教学中，教师要努力去发现每一篇课文中的生字与生字

之间的关联性，引导学生渐渐构建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汉字记忆

系统。例如，统编教材一年级下册《咕咚》是一篇连环画式的民间

故事，教学课文中的“咕、咚、吓”等生字，宜让学生根据字形来

猜测读音，识记汉字。教学时，要注意创设情境，把学习和游戏融

合在一起，体现了教学的趣味和智慧，激发学生猜的兴趣，提点猜

的方法，达成“对识字有兴趣”“掌握识字方法”的年段教学目标，

实现了从“一个字”的教学走向“一组字”的教学，学生会学得兴

味盎然又扎实有效。 

策略三、紧扣字眼，统领全文学习 

有些生字，字形识记不难，字义理解也不难，如一年级上册课

文《比尾巴》的“比”、《青蛙写诗》中的“写”、还有一年级下册

《静夜思》中的“思”、《吃水不忘挖井人》中的“忘”、《一个接一

个》中的“接”等，若从课文学习的角度细细琢磨，就会发现：这

些生字都是“文眼”，能起到统领全文的教学作用，对于这样的生

字，教学中就不能认过了记住了，就把它们搁置一边，而要借助这

些关键生字，巧妙设计教学活动，发挥它们的肯綮作用。 

（三）语文园地里的板块识字，提供了更多元的识字路径，帮

助学生感受识字乐趣，发展归类识字能力，最终指向生活运用。 

语文园地里的识字，呈现形式多样。以统编教材一年级为例，

上册有 6 个语文园地安排了识字，栏目名称为“识字加油站”，需

识记 31 个生字；下册有 7 个语文园地安排了识字，需识记 54 个生

字。 

把语文园地里的识字根据识字方式和编写意图进行归类，大致

有以下几类：一是通过课外阅读识字。二是运用规律性的方法识字。

三是紧密联系生活，强调生活中识字。比较语文园地里的识字类别，

可以清楚的看到，统编教材非常强调引导学生在生活中按主题识

字，重视识字方法的教授。需要注意的是，借助课外阅读来识字，

在一年级上下两册教材里仅出现了一次，这和统编教材对课外阅读

是“无压力阅读”的定位完全一致，识字只是课外阅读的自然附带，

而不是课外阅读的目标指向。 

策略一、摒弃“园地是练习集”的旧识，建立板块学习概念 

统编教材里的园地内容，分板块呈现，它们也各自承担着新的

语文学习任务，有着新的语文素养发展目标。 

在语文园地的识字板块里，绝不是“认识几个字”这么简单。

除了认识新的汉字，借助这一板块，积累识字经验、习得识字方法、

感受识字趣味、联结生活运用等，亦是其需承担的重任。 

策略二、与生活建立联结，加强活动设计，在有趣的活动中识

记生字，增强识字的生活运用 

统编教材语文园地的识字，非常强调“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

去”，一年级 13 个园地识字，有 8 个园地是生活识字，把识字与直

接的、感性的经验进行对接，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语文与生活的密

切关系。 

如，统编一年级上册语文园地二的“识字加油站”，为学生呈

现了小学一年级的课程表；再如，一年级上册语文园地五，识字内

容是表示时间的词串组合，按“年、月、日、时”分类呈现。教学

时，可通过查看日历、天气预报、小小播报员等实践活动，连接识

字与生活的通道，让学生的所学在生活中得以应用，也是对学习最

大的褒奖，更是保持学习热情的强大动力。 

（四）识字写字：书写规范端正 课内课外统一要求 

《新课程标准》指出：“写字教学要重视对学生写字姿势的指

导，引导学生掌握基本的书写技能，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小学

生写字姿势不正确，危害不小，影响写字质量，养成不良习惯，还

影响生长发育、不利于身心健康。我们采取了系列规范指导的措施：

如向学生讲明姿势不正确的危害性，做到姿势不规范不动笔；找原

因，进行针对性个别指导；寻求家长的配合，做到要求一致；同桌

相互监督，随时提醒。从而有效地规范了学生的写字姿势、执笔方

法、爱惜写字用具等书写习惯。 

教学中，老师对班里学生的写字评价，特别要关注认真书写态

度和良好写字习惯的评价，注意学生对基本笔画、基本占位的把握，

以规范、端正、整洁为标准进行评价，而不是简单的以字来下结论。

只要学生有进步，哪怕微不足道，哪怕和其他学生比，还有很大的

差距，哪怕只是姿势方面，我们也会即时表扬，让学生体会到自己

的努力有了收获。 

老师每次进行写字指导，都要求学生仔细观察每笔画在田字格

中的位置，哪些笔画要突出，哪些笔画有变化，都要注意到。特别

是对于低年级的同学，只有认真把握每一笔的落笔位置才会把每一

个字写美观、匀称。从一开始握笔写字就要严格要求，否则一但养

成坏习惯就难以纠正了。 

为了提高学生的写字兴趣，可以定期举行作业展览；比一比谁

作业本上的星多，笑脸多；书写小明星评比等。这些活动让孩子们

体会到认真写字的乐趣。写字教学，不是为了培养少数的书法家，

而是一种教育，是一种面向全体学生最基础的教育。对学生来说是

能力培养、学习习惯的养成教育。平心静气书写，轻重缓急有序，

别出心裁设计。通过书写训练，让学生感受到流淌在一笔一画中的

线条美，相信以水滴石穿的恒心与毅力，一定会让学生练就一手好

字，不断培养自己的忍耐力、观察力、想象力，养成独特的审美情

趣和文化素养。 

只要我们在识字写字教学中明确要“教什么”，并能从学生实

际出发，有效做到“怎么教”，识字写字教学的三大样态都会散发

出独有的光芒，照亮学生的母语学习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