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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识字学业评价设计与实施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王茂 

（新疆巴州和静县第六小学  新疆巴州  841306） 

摘要：结合小学语文识字教学中存在的一系列的问题，结合识字学业评价设计与实施的具体实际进行问题研究和探讨。不断的

提高小学生对于语文，汉字文化的认识和兴趣，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识字效率。通过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在激发学生

提高识字兴趣的同时，引导学生对于文字进行不断的探索，不断的总结出更多自我主动识字方法，提高小学生的识字量，进而提高

小学生的整体语文水平和学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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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提高学生的识字量和识

字技巧，满足义务教育中不断更新的新课标要求。在小学语文的课

堂设计中和课本设计中，关于会写字和会认字有着明确的区分，目

的就是让学生们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课程大纲，将所要实际和熟

悉的汉字区分掌握，进而提高学习效率。在识字教学中，老师应该

充分结合小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行为特点，及时的发现教学方法中的

问题，并结合问题积极的探索和寻找方法和策略，顺利地完成小学

识字学业评价设计，提高小学生的识字效率，进而引导学生主动的

识字，快乐的识字。 

1.小学语文识字教学存在的问题 

1.1 识字缺乏对“义”的教学 

教师如果没有真正的进行全面的备课，并且将汉字进行整体的

分析和认真的研究，只是简单的利用，加一加，减一减的方法，通

过拆分汉字为学生们进行汉字的讲解，学生对于汉字的理解和认识

只是流于表面形式，不能真正的深入了解汉字的含义。学生在学起

来很容易，将形状比较相似汉字之间进行混淆，在对汉字的记忆方

法上，没有更好的区分办法，学生在学起来或写起来的时候，依然

很容易出现错别字。 

1.2 识字教学方法相对单一 

小学语文如果单纯的进行识字教学形式比较单一，内容比较枯

燥，尤其是课堂上的时间比较有限，教师想让学生在有效的时间内

集中精力进行识字，如果没有丰富的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很难让

学生集中注意力。目前老师识字教学主要围绕学生进行生字生词的

认读，尤其是老师的教学主要是结合生字的书写规范、书写笔顺，

及生字展开。更多的课堂时间也是用来在讲解生字的笔画笔顺上，

这些东西对于小学生来说形式比较单一，内容比较枯燥，尤其是无

法集中注意力的孩子，无法理解学习汉字本身的魅力和意义，因此，

在学习起来会失去很多兴趣，课堂效率也不是很好。 

1.3 课堂书写缺乏指导 

学生课堂书写的好坏，跟教师针对性的指导有绝对的关系。对

于小学生来说，识字是小学生掌握语言基础的重要技能之一，小学

生只有提高了识字量，在阅读量和阅读技巧上，才能有更大程度的

提高。老师利用有限的课堂进行针对性的书写和识字指导，对于学

生清晰地辨别每一个字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大部分老师只是单

纯的讲，没有关注学生的反馈，对学生的针对性指导有所欠缺。即

使学生出现了某些字的认知误区，由于老师缺乏重点的关注，因此

学生没有掌握关键的识字技巧和书写技巧，有些学生只是单纯的依

葫芦画瓢，在书写方面，出现了很多错误，而且书写的随意性很大，

书写的不规范，直接导致学生识字上的混淆和不清晰，因此，造成

学生的识字基础较弱，对学生后续的学习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 

1.4 对汉字的分析不够深入 

小学生对汉字的数量掌握和要求并不是特别高，对于低年级的

学生可以借助汉语拼音就可以完成基础的阅读，因此，老师在教学

时只是单纯的要求学生能用音序和部首查字法查字典，结合课堂学

习对该字进行识记和阅读。在汉字的书写上，分析的不够深入，也

没有进行太多的课外延伸，学生在灵活的运用汉字方面缺乏一定的

方法和技巧。老师单纯的教，怎么读，以及该字怎么记，学生单纯

的学字的读法和写法，对于相似字行之间的区分，没有深入的研究

和分析，因此，在相近字词的默写上，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很容易

造成混淆。机械的记忆，孩子们形成的基本是短期的记忆，无法形

成长期的记忆，对于孩子进行字的识记速度和识记数量上存在着很

多问题。 

1.5 忽视小学生的心理特点 

1.5.1 未结合感知觉特点选择识字方法 

由于小学生在记忆汉字的过程中往往只是进行汉字整体轮廓

的记忆，由于老师对于汉字细节的讲解比较笼统，再加上没有针对

性的进行汉字的讲解和训练，小学生在记忆上的规律存在着感知上

的短暂性，由于没有良好的识字方法，经常会把相似的字记忆混淆，

他们只是感官上的认识这个字的轮廓，并没有将这个字的笔顺笔画

认真地进行记忆，造成写字的时候容易张冠李戴，出现铅笔画或漏

笔画的现象，无法精准的把控所要记忆字体的关键。 

1.5.2 未根据注意力特点激发学习动机 

由于小学生专注力比较短暂，因此，在激发学生专注力和学习

动机上，老师应该积极主动地改变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尤其是在

识字评价学业设计上尽量选择一些小学生感兴趣的好奇的事物作

为切入点，让学生主动地进行识字和记忆。目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是，教师没有根据小学生的注意力特点采取合适的识字教学法来激

发学生的识字兴趣，使得学生总是不能主动地识字。学生被动的进

行汉字的记忆，不仅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也不能让学生产生良好

的学习兴趣和态度，在进行汉字的书写和识记的过程中，无法获得

相应的成就感，学生学习比较被动。 

1.6 课时、教学内容安排不当 

教师在进行教学时，需要合理安排各个学科的教学内容以及教

学主题。由于识字教学是语文教学的一部分，语文教学包含的内容

比较广泛，对于识字，大部分老师是要求学生通过扩大阅读量，利

用课外时间进行识字的扩展和积累。在课堂上所安排的实施内容占

时比例较少，课程讲起来比较笼统，没有进行细节的划分和关键点

的总结，大部分在进行识字讲解时，是结合语文课程安排一带而过。

语文识字教学课程安排不当，造成学生在体验识字的过程中所得到

的指导微乎其微，根据艾宾浩斯遗忘曲线的规律，这样的识字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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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让孩子容易忘记，不容易形成永久记忆。 

2.小学语文识字学业评价设计与实施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提

升策略 

2.1 加深对汉字文化的认识,提升识字效果 

中国的汉字是结合汉字的发音，外形以及意义进行综合记忆

的。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进行识字教学时，通过对汉字文化的解析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提高学生进行识字教育史的主动性和兴趣

性。有经验的语文老师会从汉字的基本结构入手，将枯燥的知识进

行有效的提炼，融入中国古代汉字和现代汉字的文化讲解，通过对

这一汉字的形象讲解，衍生出这些汉字的来历，和该汉字形成的故

事，通过围绕汉字的形状，意思和发音，帮助学生深入的了解该汉

字的特殊意义，同时，将与该汉字相近的汉字比较着进行记忆，比

较着进行讲解，避免学生们在进行形近字学习时写错别字。 

例如，老师在讲解“礻”字和衤时，学生很容易将二者进行混

淆，尤其是在进行记忆时，如果不了解二者的区别和含义，张冠李

戴的现象经常发生。有经验的教师只要向学生强调凡是“礻”的字

均与祭祀有关，凡是“衤”的字均与衣服有关,结合古时候这两个偏

旁的由来，通过几个有趣的小故事进行讲解，进而将汉字的文化进

行深刻的剖析，让学生们在关注和区分二者区别时，了解中国汉字

文化，进而提升识字的效果。通过文化讲解的方法，加深学生对汉

字学习的印象，加强小学语文识字学业设计中的传统文化输入，尤

其是古文化的摄入，通过不断的课堂浸润，提高学生的识字兴趣和

识字效率。将小学生容易混淆的汉字，一知半解的问题迎刃而解。 

2.2 采取多种识字教学法，激发学习兴趣 

2.2.1.识字教学游戏化 

结合小学生爱玩的天性，以及喜爱游戏的特点，小学语文识字

学业评价设计中应该将较多有兴趣的文字游戏应用到识字教学中。

猜谜语识字法，就是一种很受小学生欢迎的诗词记忆方法，老师，

可以根据字形特点和字的发音进行谜语的编写，并引导学生抓住汉

字的字形和发音特点进行记忆，如“一人倚靠着树木’“一口咬掉

牛尾巴"“人很快进了门”等一系列字谜游戏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调动学生的兴趣。另外，还可以通过顺口溜的方式，让同学们加深

对一些字词的记忆，如教学“饱、跑、泡、炮、袍”等形近字时，

利用所学形声字的特点:形旁表义，声旁表音。让学生理解偏旁部首

分别代表不同意思。于是可以编成简短易记的顺口溜:“有饭能吃饱，

有足飞快跑，有水把茶泡，有火放花炮，有衣穿长袍"。通过朗朗上

口的阅读方式，唤醒孩子识字的热情，鼓励孩子通过表演的形式将

顺口溜读出来，一边游戏一边记忆，朗朗上口的顺口溜，让孩子们

在识字的过程中告别了枯燥，充满了乐趣。 

2.2.2 识字教学情境化 

识字教学情境化是小学语文识字学业评价设计与实施的关键

措施。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需要有经验的教师结合新课标大纲和课

本知识进行可操作的教学设计和情境创立，结合教学目标，选择最

优的教学方法，提升情境教学的效率，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而且

识字教学的情境创设难度要适中，以课本大纲为标准，不能盲目的

创新，否则会增加学生学习的难度，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例如，

结合教学情境进行图文并茂识字法的应用。根据小学生的个性和记

忆特点，来帮助他们把抽象，难于记忆的汉字通过符号形象的表现，

具体化的字形和字义相关的情境进行识记，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识字

能力。由于小学生对图画的兴趣浓于文字。那么教师要不失时机地

引导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给生字配上图画。如教学“跳、拍、扫。

洗”时,学生能利用想象，给文字配上相应的图画。让字形变活，结

合孩子的特点，让一个个静止的字如流水般跳跃。告别机械识记的

方法，让学生通过特定的情境掌握汉字的具体读音、发音以及多音，

汉字的笔画、笔顺、结构也可以根据意境进行练习记忆。例如，在

“棉”教学中,很多小学生把“帛”下面的“巾”写成“木”，如果

将棉字放入特定的教学情境中，与它相似的汉字一起分析记忆，真

正做到知其形，知其义，就会形成清晰的记忆。 

2.2.3 识字教学形象化 

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教师授课形式改为多媒体技术。多媒体技

术在呈现视频和动画方面更具有优势，优美的 PPT 也可以让索要实

际的字和词更加突出，甚至在屏幕上出现跳跃的情况。字体由静态

的变为动态的，可以增加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学

生对识字有了兴趣,求知欲自然就被激发了。 

例如，在进行识字二《树之歌》教学中，有经验的教师先把这

一课所有偏旁相同的字体进行集体采集，并制定成精美的 PPT，通

过 PPT 的动态效果展现字与字之间的关联性和相通性。通过集体记

忆的方式，让同学们一边记一边区分，可以更清晰地将形近字进行

区分，防止记忆的混淆，可以达到很好的实际效果。 

2.3 合理安排识字教学时间，加强针对性的识字指导 

小学语文识字学业评价设计与实施的关键问题是提高对于学

生识字技巧和方法的指导。通过老师教与学的交往和有效互动，让

师生结合课堂上所学的内容进行深入地相互交流、相互沟通，进而

达到相互启发、相互补充的效果。教师在识字教学过程中要做到有

的放矢，合理安排课堂上所占用的时间，了解学生的学习程度，借

以评估学生的学习能力。教师可以尝试在课堂学习之前,针对本课生

字对学生进行盲测，盲测的方法是不让学生复习，通过测试找学生

的漏洞，针对学生在识记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错误，针对性的进行

重点突破式教学。结合学生识字储备来进行针对性的识字考核式教

学，各个突击攻破学生的重难点，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写字专

项训练评估和时间安排，对于基础弱的创造时间强化练习。 

总而言之，在小学语文识字学业评价设计与实施的过程中，老

师起到关键的作用。结合孩子的年龄特点和记忆规律，充分利用有

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实践加强教学策略的改变，实行多样化的识字

教学法，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的环节，一定要结合学生

的心理特点，不断的完善教学形式，尤其是对于识字中遇到的重点，

难点和关键知识点进行强化记忆，通过不断的剖析每一个字的含

义，加深学生对实质内容的深入理解和探究，通过理解的记忆方法，

增加形近字和多音字的记忆。关键的重点难点进行把控，提高识字

效率的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能力。有什么快乐的识字，主动

的识字，将语文知识学习过程中最基础的部分，打好基础，为未来

的语文学习提供更好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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