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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语文情境化课堂识字教学方法研究 
◆李彩虹 

（山西省临汾市辛安中心小学郑庄完小  043500） 

 
摘要：识字能力养成是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识字教学质量

直接影响小学生的语文学科学习效率，尤其是针对小学低段的学生，其

基础知识不足，借助识字学习可以夯实知识基础，获得学习语文的基本
能力。情境教学方法符合小学生的抽象思维特点，将其应用在小学语文

识字教学活动中，更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兴趣，体现生本教育理念。因此

笔者将结合自己小学语文学科的执教经验，分析利用教学情境提升识字
教学有效性的方法，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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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结合小学生的兴趣和思维特点开展语文识字教学，要求教师

在教学方法选择上贴合小学生的特点，充分满足学生知识学习需
求。所谓的情境化课堂，指的就是将情境化教学理论作为最重要
的教学指导理论，结合具体的学科特点以及教学内容，以学生的
兴趣爱好、认识能力和学习能力等要素为基础，为了激发学生的
想象力和思维潜力而营造教学氛围的课堂。该教学模式对小学语
文识字教学来说十分适用，具体的应用方法研究也是十分必要
的。 

1 情境教学与朗读教学相结合，带动学生热情 
小学生识字不多、能力有限，对于识字课时常会产生畏难心

理，并支支吾吾地害怕开口读一些生字词，更害怕读错时同学们
的嘲笑[1]。所以，满足学生们识字环境的需要，对消除他们的识
字障碍是十分有利的，也有利于树立他们的学习自信，可以结合
课文强化识字教学。例如，在《借生日》一文中,两位学生一起
大声地读出了“今、正、雨、两”这四个生字词,从其他同学的
面部表情中我看得出他们也想跟着读，但是他们仍然保持安静，
仔细聆听。这样受到尊重的朗读者会愈加喜欢识字这一环节,也
会更加的自信和勇敢。老师还可以在识字前设置一些相关问题,
如：思考一下“正”的反义词、用“两”能不能造句?等，这不
仅能够带动学生的学习热情，营造一个良好的识字氛围，还能让
他们在学习生字词的过程中学习一些课外的知识内容。 

2 利用媒体教学，合理组织情境 
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情境创设可以体现情境的生动性和直

观性，小学语文识字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多媒体技术优势优化
情境教学效果[2]。例如，《小蝌蚪找妈妈》的识字教学中，教师可
以让学生先通过角色扮演，演绎这一个经典故事。让学生对其中
的“披”、“鼓”等 9 个生字进行熟悉。青蛙妈妈是披着一件绿衣
服，鼓着腮帮子的样子，让学生尽可能的演绎这种状态，使得他
们对这两个汉字有进一步的感性认识。到了小学高年级阶段，一
些课文中就出现一些相对复杂的成语，例如：《我的伯父鲁迅先
生》一文中就有“囫囵吞枣”“张冠李戴”等成语，这些都属于
我们识字教学的延伸。教师可以运用情境教学的模式，实现这些
成语的有效学习。如：“囫囵吞枣”这一词语，教师可以表演给
学生看，吃东西的样子，让学生对这一成语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和
理解，让学生进一步演绎“张冠李戴”，使得他们不断融入识字
教学的情境之中，构建积极的语文教学氛围。 

3 与生活实际相结合，体现情境合理性 
结合小学生的实际生活经验创设生活化情境，显然可以将识

字学习和学生的生活经验联系在一起，可以缓解学生学习生字的
紧张感和陌生感，利于深化记忆[3]。例如：在《雷雨》的教学中，
首先教师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实际，更具自己见到的雷雨情
景，具体描绘一下，并说说自己对雷雨的感受。这种贴近生活过
的情境设置，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充分被抖动起来，纷纷举手示意，
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描绘雷雨天气的场景，使学生完全进入雷
雨的情境之中，这对于学生更好地掌握生字词具有重要作用。接
着，还是结合生活实际学习生字词。例如：教师布置学习任务，
请同学们结合生活实际对逃、彩、虹、压、垂等字组词造句。学
生纷纷主动思考，根据自己的生活实际，说出不同的答案。如：
逃跑、逃走、彩灯、彩带、压力、按压、等。学生的词汇量明显
增加，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不断提高。 

4 拓展教学情境，学以致用 
学以致用要求学生在识字学习中可以更加深刻理解生字含

义，因此教师要创设情境为学生提供学以致用的机会[4]。例如：
在教学《地球和它的七个兄弟》时，教师就可准备一个地球仪，
随后询问学生：“我们生活在哪里？”学生立刻回答：“我们生活
在地球上。”随后教师可帮助学生分析“球”字是怎么组成的，
“王”字旁如何写，可一边板演，一般让学生在田字格中练习。
学习了“地球”后，教师可引导学生认识太阳：“同学们，你们
会用一个字来表示太阳么？”学生回答：“日。”此时教师可对学
生进行表扬：“很棒，所以太阳的‘阳’字，右边就是‘日’。”
接下来便可引导学生在练习本中试着写这些汉字。随后教师可为
学生解释太阳与地球的关系：“生活中四季交替的现象，其实就
是因为地球围着太阳转产生的。”在课堂上，还可邀请两名学生
来演示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现象，如此便可使学生更好的理解这
两个词语的含义。 

结语： 
识字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关键环节，是学生学习语文知识

的基础，也为其它学科学习做了铺垫，但是基于小学生的特点，
目前小学语文识字教学课堂效果并不理想。应用情境教学方法引
导学生高效识字，显然更加符合小学生的思维特点，但是具体的
教学方法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展开研究。上文主要针对小学语文情
境化识字教学方法做出分析，旨在为小学语文课程教学质量提升
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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