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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课标   解读教材  关注年段 
——谈第一学段识字与写字教学 

苏月莲 

（广西梧州市培正学校  广西省  543002） 

摘要：识字、写字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是第一学段的教学重点，在教学中根据课标要求，认真解读教材，关注学生年段特点，

才能构建高效的识字、写字教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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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提出“识字、写字是

阅读和写作的基础，是第一学段的教学重点，也是贯穿整个义务教

育阶段的重要教学内容。”第一学段识字与写字应教什么，怎么教？

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策略是把握课标、解读教材、关注学生。 

只有把握好课标对识字教学的要求，解读好教材对识字教学内

容的编排特点，以教材为例子，引导学生通过各种方法识字，根据

汉字笔画、结构的特点，有方法地指导学生进行书写，才能构建高

效的识字、写字教学课堂。 

古人云，人生识字聪明始。认识一个字，要达到什么要求？汉

字是由音形义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复合体。识字就意味着音形义三

个基本要素之间联系的基本形成。艾伟曾说“所谓识字者谓见形而

知音、义，闻声而知义、形也”。鲁迅也曾说“口涌耳闻其音，目

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可见，闻声察形

知义是识字的基本要求。在教学中如何开展识字教学，才能更好地

帮助学生建立音形义三者之间的联系？ 

一、研读课标 把握年段教学方向 

我们对课标第一学段识字写字教学重点要求进行梳理后得到

以下一览表： 

数量 知识 技能 写字 
情感态度

价值观 

认识：1600

个左右 

会写：800 个 

左右 

1.基本笔画 

2.常用偏旁部

首 

3.笔顺规则 

4.间架结构 

5.拼音知识 

1.准确拼读 

2.用音序和部

首检字法查

字典，学习独

立识字 

1.姿势正确、

良好习惯 

2.书写规范、

端正、整洁 

1.喜欢、主

动 

2.感受形体

美 

从表中可以看出，课标非常注重识字能力的培养。 

第一学段识字要求培养学生喜欢、主动识字的愿望，数量上要

求认识常用汉字 1600 个左右，其中 800 个左右会写，要关注学生

识字的技能和良好习惯的培养。要注重识字能力的培养。 

从课标中看出识字写字要求有五要素：字音认读、基本笔画、

偏旁部首、笔顺规则、间架结构。 

二、解读教材 明确编排意图 寻找教学策略 

部编版教材编排了识字单元及课文单元。其中识字单元主要是

进行集中识字，通过图文对应的方式在语境中识字。课文单元主要

是随文识字。在语文园地中，编排了“识字加油站”、“我的发现”

和“字词句运用”等版块，从这些版块，我们可以看出教材注重识

字方法的学习运用。“识字加油站”、“我的发现”版块则引导学生

通过多种途径进行识字，在学习、生活实践中运用识字方法，以一

字带多字，逐步形成自主识字的能力。从语文园地的“识字加油站”、 

“展示台”和“字词句运用” 的编排可以看出进行识字教学要重

视识字方法的运用，重视识字方法的实践。 

三、把握识字课型特点 寻找规律 教给识字方法 

在识字教学中，不同的课型，有不同的识字教学特点。一上教

材在识字单元，安排了《识字 3 口耳目》《识字 4 日月水火》《识

字 9 日月明》，这几课涉及了象形字，会意字。 

象形字识字，教材在编排上展示了字理的形象图和相应的汉

字，在教学中，我们可引导学生通过看图体会构字原理，将图和汉

字建立起联系，教给学生识字的方法。 

会意字识字，教材编排了图与韵文。在教学中，我们应引导学

生通过读韵文，图文联系，体会构字原理，教给学生识字的方法。

如教学“本”，在“木”的下部加一画作指示符号,指示树根的部位。

“本”的本义是树根,引申指事物的根本。又如把“火”用“-”盖

住就成了“灭”,很小的土就是“尘”，“不”和“正”组合在一就是

“歪”…… 

一年级上册教材中出现的象形字、会意字大部分是基本笔画组

成的独体字，教学时可以按笔顺规律说出笔画名称来进行记忆。随

着学生学习的合体字数量增加，抽象思维能力逐步形成,二年级后，

大量的生字是合体字，这时应采用结构分析法进行教学，引导学生

分析偏旁和部件来记忆。由于好多独体字,如“木、子、米”等作偏

旁时,一些笔画要发生改变，进行教学时,要特别注意提示学生关注

这些笔画的微小改变。 

在第一学段，学生以直观形象思维为主，对外界做出的反应都

源自自身对外在事物的好奇和感兴趣。因此，教材中还编排了看图

识字、故事识字和猜谜识字等多种有趣的识字方法，在教学中，教

师应根据教材的特点，采用有趣的方式引导学生识字。 

如部编版一年级下册第二课《姓氏歌》中对“国”字的学习，

教师可在多媒体上给同学们展示以城墙围着印章绘出的“国”字图

案，引导学生观察图画，并向学生展示楷体的“国”字，与图片进

行对照，给学生讲解:一个大大的城墙围成了一个“口”字，在“口”

字的中间有一个大大的“玉”字，“玉”字在古代就代表这个大印

章。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王和领地，为了防止敌人入侵，王会将自

己的地盘围起来。每个王都有一个大的玉玺，玉玺是证明王的身份

的一个物件。所以，一个“口”里面一个“玉”，就构成了一个“国”

字。这样以图片和故事结合的方式引导学生学习“国”字，让学生

在字形、字义上对“国”字有初步的感知。 

此外，第一学段教材还编排了归类识字的课文。此类教材从内

容上可以归为：偏旁归类、事物归类、量词归类、反义词归类。归

类识字一般教学环节：一、创设情境，激趣导入；二、指导看图，

整体感知；三、借助拼音，自主识字；四、图文对应，词串、儿歌

连读；五、指导诵读，形成积累；六、分析字形，描红仿影。 

第一学段识字主要靠面广量大的随文分散识字来完成，它是识

字教学的重头戏。随文识字体现了寓识于读、以识促读、识写结合

的原则，符合“在阅读中识字，识字是为了阅读”的整体观和“字

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篇”的识字教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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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文识字应包含五方面：一、随文正音，二、随文解义，三、

随文记形，四、随文运用，五、随文书写。 

随文识字教学可采用以下的教学策略：紧扣一中心，遵循三规

律。“紧扣一中心”指在阅读教学中，集中与随文识字巧结合；随

文识字“三规律”指：1.寓识于读，要把识字寓于诵读课文的过程

中，借助课文注有汉语拼音的优势，力求在读书过程中认识生字，

不脱离课文的、孤立的识字；2.以识促读，把认识生字与正确、连

贯地诵读课文紧密结合，用识字去促进课文的诵读；3.识写结合，

要把识字与写字紧密结合，以识字促进写字，以写字巩固识字的成

果。 

随文识字教学流程可设计如下：1.初读课文，集中识字，随文

正音。2.精读课文，结合语境，随文解字。3.形义结合，分析字形，

指导写字。4.有效反馈，扩展训练，运用巩固。 

以二下《纸船和风筝》一课为例。在出示课题时，引导学生读

好翘舌音“纸船”。轻声词“风筝”。做到随题识字，分散难度，在

学生初读课文时，可集中对翘舌音“抓、吵、受”，后鼻音“幸”

进行正音。对“吵  抓   莓”这几个形声字进行集中记字形。 

生活识字，是帮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到学文识字的

乐趣，为今后更好地学习语文打下良好的基础。例如教学这一课中

的“草莓”一词，可通过看图、联系生活体验来识字。“草莓”长

得像草，因而用草字头。 

情景识字法，联系生活理解词语，关键在于激活学生的生活积

累，调动相似的经验，实现与课文有关字词所描写的情景相匹配，

以使学生在读书中入境动情，对文章的意境有深切的感受。例如教

学“幸福”一词，可让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体验，回忆自己感受到

幸福的情景，结合课文体会“幸福”的含义。 

联系上下文理解字意，其突出特点是以句解词，即读书时要瞻

前顾后，在课文中找出相关的词语，联系句子、段落来理解的字词。

例如教学“漂”与“飘”，通过联系上下文，“纸船在小溪里漂”，“风

筝在天上飘”，体会这两个字字义的不同，从而达到记清字形，理

解字义的目的。 

运用换词法理解词语，是词语教学的常用方法，有些词通过找

意义相近的词语来代替很容易理解，有些词则可以用意思相反的词

来进行对比理解。例如教学“乐坏了”。乐坏了：换词理解法，联

系生活，进行迁移：上学要迟到了，心里可急坏了，突然看到一个

怪物，被吓坏了，妈妈上班忙了一天，回到家里，可累坏了。 

通过这样的学习，学生对汉字的音、形、义会有较清晰的认知、

理解。 

四、根据汉字特点 寻找规律 教给写字方法 

写字教学，教材的编排上体现了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

进的特点。一年级上册在写字上更注重的是基本的笔画，偏旁，和

笔顺，大部分要求会写的生字都是独体字，注重基本笔画描红，笔

顺的分解，部首的出示学习。一下开始关注字的间架结构，除了新

出现的一些偏旁，要求会写的字大部分是合体字，汉字常见的结构

在一下，二上基本上全部出现了。这时要求书写的生字，课本中基

本上以描红、仿写的形式出现，到了二下，则以仿写和临帖的形式

出现。从教材的编排看，教材非常注意培养学生写字的能力。对学

生写字能力的训练是一个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过程。一上注重字

的基本笔画、部件的书写教学，一下开始关注汉字的间架结构，笔

画避让穿插的教学。 

根据教材的编排特点，在教学中我们应重视学生读帖能力的培

养，通过读帖找到字的结构、书写规律，掌握把字写漂亮的方法。

教师在学生读帖时应引导他们对相关的知识进行归类整理。如在笔

画的变化，字的结构安排，关键笔画的穿插避让，让学生总结写漂

亮此类汉字的方法和规律，提高学生自主读帖的能力。 

如《纸船与风筝》一课生字“折、张、但、抓、吵”的教学，

我们引导学生通过读帖，发现这些生字都是左右结构，在各部件占

位上都是左窄右宽，接着引导学生观察汉字笔画之间的组合，这些

汉字中哪几个地方有避，让哪几个地方有穿插。通过读帖发现规律，

得出结论：一般是左边避让，右边穿插。 

做好了前面的“扶”，我们还要注意由“扶”到“半扶半放”

的强化训练，教透方法，最后举一反三，迁移的教学过程。我们的

教是为了不用教，写字教学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在教学中讲

完怎么写，学生练写就完了，其实，教学走到这一步还不够，学生

在老师指导下书写后还要有展示、评议，评议后让学生对照要求，

进行再次练习提高。 

在写字教学中，教师要注意用好教材，注意整合，前瞻后顾，

了解各项知识在教材中出现的先后位置，注意单元与单元的勾连，

练习与练习的勾连。引导学生温故而知新，同时重视读帖，提炼方

法，在每课的生字书写教学中注意渗透迁移方法。 

同时写字教学要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做到形象生动。如编一

些口诀，帮助学生记忆。在教学“龙、兔、亮”这三个字时，三字

的竖弯钩是主要笔画，竖弯钩要写得舒展才能托住整个字。我们就

可以编个顺口溜：竖弯钩很重要，尾巴一甩向上翘。 

五、关注年段特点 注重激励 激发写字兴趣 

写字是巩固识字的有效途径，也是一项重要的语文技能。写字

是第一学段一项十分重要的教学任务。要想让学生写出一手规范、

漂亮的字，教师对学生的写字训练需要严格要求。一年级老师进行

写字指导时，一定要细致到位，每个笔画的起笔、收笔，每一笔的

占格、占位，每个部件的高矮胖瘦，部件之间的穿插避让都要引导

学生仔细观察清楚，并且教师要进行必要的范写，然后让学生先描

红后临摹，发现问题，再作指导。二年级时，学生已学会一定的观

察书写汉字的方法，教师可放手让学生同桌讨论汉字的结构布局，

挑出学生认为最难的字进行范写。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学生良好的写

字习惯，写字姿势正确，书写规范、端正、整洁。 

第一学段的学生都喜欢被表扬、夸奖，同时也很容易受到周围

环境的熏陶，做出模仿行为。因此，教师在进行写字教学时，对学

生写字要及时进行评价。批改时可用上激励性的语言，如分别用上

“笑脸”、“五角星”、“三角形”等标识。笑脸表示优秀，五角星表

示良好，三角形表示一般。得了笑脸的同学会引以为豪，并会想方

设法争取继续得到笑脸。得了五角星的同学会暗下决心，力争下次

得到笑脸。而得了三角形的同学，鼓励他下次要更上一层楼。这样

的评价，让每一个学生都获得成功的体验，以激发学生对写字的兴

趣。而且激励性评价，能增加学生的自信心，让学生喜欢上写字。 

同时，还可以开展写字比赛。每学期开展两至三次写字比赛，

对获奖的同学发给奖品，并将获奖作品在教室墙上展示，供大家观

摩，为其他同学树立榜样意识。在同学之间进行良性的竞争，可以

促使学生提高写字学习的自主性，从而提升写字水平，也有益于营

造班级良好的写字氛围，形成良好的班风。这样学生就会对写字充

满兴趣，并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努力写好字。由于低年级学生的字

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如果老师严格要求并不断给予激励，学生的字

就会越写越好。 

文字是读写的凭借，也是文化的基石。只要我们在识字、写字

教学中有法，得法，让学生主动识字的愿望真正站立起来；引导学

生“因形索义、因义记形”，识字写字过程就会变成一种发现之旅、

审美之旅、文化之旅。 

参考文献： 

[1]《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