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6 月（总第 204 期） 

 1396 

教学实践 

寻趣探源让汉字教学鲜活起来 
——低年级识字教学再摸索 

◆阮立平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东路小学  510260） 

 
摘要：一直以来，识字是阅读的基础，识字教学是小学低年级教学的重

要内容，也是一项艰巨的学习任务。随着新课改的实施，增加了小学生

的识字量从而增加了低年级汉字教学的难度。因此，为了提高低年级学

生的识字量和识字能力并且铭记于心，需要教师在教学活动过程中通过

各种方式寻趣探源，让汉字教学鲜活起来。让学生喜欢上学习汉字从而

识好字、写好字，为以后的语文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本文就当前汉字

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如何让汉字教学鲜活起来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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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语文课程标准》第一学段提出学生“喜欢学习汉字，
有主动识字的欲望”，因此为顺应时代趋势，响应新一轮课程改
革提倡提高低年级学生识字量的号召，小学汉字教学要引导学生
主动学习汉字、认识汉字，使汉字教学落在实处。但在以往的应
试教育模式下，仅用灌输式教育成为大部分小学语文教师的惯用
教学方法，从而忽视了学生的识字能力。因此，教师若要提高课
堂教学的质量，就必须重视学生对汉字的掌握，指导学生认识汉
字、学好汉字。 

一、当前汉字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深受传统模式教学的影响，新课程对小学语文教学的要

求对其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一方面，识字对小学生来说本身就
是一项枯燥乏味的任务。因此学生对于识字没有太多的兴趣。另
一方面教师对教材的钻研不全面、缺乏深度。并且没有根据新课
标提出的要求，依旧按照以往通过黑板上抄录笔记、口头教学的
老旧方式进行教学。从而忽略了教学方式与学生实际情况相结合
的原则，课堂氛围死气沉沉毫无活里，教学质量自然而然没有预
期的效果。 

二、低年级识字教学的方法 
（一）创设教学情境 
课堂氛围的活跃程度会直接影响小组合作学习的效果。因

此，小语文教师应该为学生设计适合学生的教学情境，让学生通
过长期的趣味性识字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学习语言的兴趣，培养
学生的创新思维及能力，提高语文教学的整体质量。在教学过程
中，可以利用游戏的形式，比如猜字谜、找朋友、风车转转等，
将教学内容与其结合，让学生的注意力顺利转移到教学内容中。
现以部编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上册《识字》中，学习“他、休、体、
伙、伴、住、位、伍、付、你、伏”这些带有“亻”旁的生字时，
教师可以做一个纸转盘，把“亻”旁写在小转盘上，把“也、木、
本、火、半、主、立、五、寸、尔、犬”写在大转盘上。转盘一
转动，同学们就抢着认字，学生在课堂上感受到了学前游戏的乐
趣，对识字就会兴趣盎然。又以部编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下册《猜
字谜》中，许许多多的汉字都可以用来做谜语猜，学生猜字谜的
过程就是识记字形的过程。如：“十张口，一颗心(思)”、“两个小
孩在土堆上背靠背(坐)”、“一口咬掉牛尾巴(告)”能激起学生的好
奇心，在猜的过程中获得成功和喜悦，在不知不觉中认识更多的
汉字。 

（二）因材施教 
由于每个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情况不同，加之他们来自不

同的家庭，所接受的学前教育也不同以至于识字的程度也不同。
因此要求教师尊重不同学生的不同能力，尊重差异。在教学生识
字时，根据不同学生进行不同形式的指导。仍以部编版小学语文
一年级上册《识字》一课为例。在出示完生字后，教师不要急于
教读，而是先让学生说说认识了哪些字，回忆自己在哪里见过，

你用什么方法记住的，让邻座的学生互相交流一下。对于一些系
统性的知识，还可以在课堂上抽一点时间来总结概括，帮助学生
的记忆。比如学了某一偏旁的字，可以把他们全都归纳起来展示
给学生。如学“讠”字旁的字后可以归纳为：“言字旁，形变样，
表语言，说读讲”。且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需要把主动权交给孩
子们，让他们发现规律，发现问题，让他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和
方法识字。这样往往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学习效果。 

（三）充分利用多媒体 
至今看来，多媒体是现代信息技术的重要表现，也是教学活

动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通过多媒体的应用，使汉字能够
用不同的表现形式出现，使汉字的音、义、形不再脱节。同时，
通过动画的形式，不仅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也提高了学生对汉
字学习的积极性。比如在部编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上册中的《口耳
目》中，以用动画把汉字从古到今的形体变化演示出来，让学生
理解什么叫“象形字”，加深了学生的理解。用简单的图画代替
老师繁杂的讲解，大大提高了课堂效率。或者在上《雪地里的小
画家》一课时，可以把小动物的脚印播放给孩子们看，不仅是对
课文内容的巩固，对城市的学生来说，也是接触生活、了解社会
的好方法。又或者对于一些诗歌，教师可以用微机打出, 用大屏
幕出示。在学生读熟课文后, 把要学的字变颜色或者是闪动, 引
起学生的注意, 让学生读, 从句到词语, 再到字来识字。这样学
生的注意力可以有效的集中在一起，从而提高了识字教学的实效
性。 

（四）让生活成为学生识字的大舞台 
语文来源于生活，也离不开生活。同样地，汉字也和我们的

生活实际密切相关、不可分离。因此，教师的识字教学，不仅要
在课堂上进行，还要在生活中进行。比如，大街上的招牌、广告，
家庭中的电视、电脑，学校的墙报、标语、花草树木上的标签、
校园文化墙等，把语文同生活紧密的联系起来。在作业本中识字，
在家里识字，走向社会识字。这样，日积月累，很多字潜移默化
地被学生牢牢记住。把生活当成语文课堂，在生活的舞台上识字，
增大了识字量，容易提升学生识字的成就感，也能更有效地提高
识字的效率。 

结束语：在推进新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下，小学语文的汉字
教学活动应始终着眼于学生的自主发展，以实现学生高效的识字
能力为终极目的。识字的方法很多很多，“教学有法，法无定法”，
教师应该根据不同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不断的探索和尝试，设计
出多重方式的教学。同时，教师还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和
教学能力，多积累经验，通过自身语文核心素养的提高而带动学
生的核心素养。这样，既让小学生在语文学科上打下了基础，也
让汉字教学充满了情趣和活力，从而真正实现了小学语文课堂教
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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