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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低年级学生自主识字教学方法探究 
◆骆永飞 

（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问十前问十小学  462000） 

 
识字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是小学低年级的教学重点。我们

以学生的生活为基础，扎根于学生的经验，挖掘生活资源，把识
字教学延伸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把有限的生活资源变成了无限
的学习资源。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识字教学要将儿童熟识的语
言因素作为主要材料，同时充分利用儿童的生活经验”。其实生
活就是语文的内容，语文就是生活的工具。那么怎样将识字与生
活联系起来呢？日常教学中，我着重于这方面的研究，边教学边
探索，摸索出了一些比较适用的自主识字方法，培养学生自主识
字的能力。 

一、利用情境轻启识字兴趣之门 
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识字教学提倡在情境中识字，在生活

中识字，利用儿童已有的经验，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识字”。学生
最感兴趣的是贴近他们生活的内容，学习内容与学生熟悉的生活
情境越贴近，学生自觉接纳知识的程度越高。学生有了兴趣，就
有了学习的热情，就会变被动为主动，变无心为有心。在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时，我们注重为学生创设或再现一种生活的情景，让
学生在自然生活状态下开始学习。一年级教材识字部分的编排体
现了在生活场景中识字的特点。在课堂上，如果我们能够创设一
个个生活场景或氛围，就会调动学生的生活积累，激活学生的思
维，为了学生开创一个愉悦的识字空间。如教《农家四季歌》一
课，我用简笔画，图片，把黑板布置出一年四季的图案，学生根
据每一季的图案学习课文，调动了多种感管参与识字、记字过程，
学生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中，没有疲劳，只有快乐与思考，识字活
动在自然愉快的气氛中进行。 

二、依托游戏走上快乐识字之路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指出：“游戏是由愉快原则促动的，它是

满足的源泉。”儿童天生好动，喜欢游戏活动，因为游戏可以满
足他们好动好玩的心理，不仅使注意力持久、稳定，而且注意的
紧张程度也较高。我将孩子喜欢的学习方式——游戏引入教学
中，将识字的学习过程变为一个个富有童趣的活动。 

编字谜。在一年级的识字教学中，猜字谜活动以其幽默风趣，
朗朗上口的特殊魅力深受小学生喜爱。一些难识记的生字，经过
引导，让孩子们经常动脑筋编字谜在课堂上交流，课堂气氛非常
活跃。比如：“朋”字，两个月亮交朋友；“午”字，远看像头牛，
近看牛没头，要问是啥字，看看日当头；如教“秋”字时，根据
禾苗和火的特点编成字谜：半边绿，半边红；半边怕霜打，半边
怕水冲。学生喜欢编字谜，遇到生字就想着编字谜，不仅能编出
书上出现的生字，还把这种识字方法扩展到课外，回家让家长猜。
这样不仅激发了孩子们的识字兴趣，同时也巩固了生字，达到了
意想不到的效果。一学期下来，孩子们编了很多字谜，我把学生
编的字谜都积累起来，装订成《字谜集》，使编字谜成为学生识
字的习惯。  

儿歌识字。琅琅上口、生动有趣的儿歌，对一年级的孩子有
着无穷的魅力，一旦记住，永久难忘。平日教学中我注意抓住字
的特点编一些通俗易懂的儿歌，如教学“碧”字，编成“王大娘，
白大娘，并肩坐在石头上”；“星”字编成“ 星星宝宝哪里来？
太阳妈妈生出来”；“爱”字，“爪字头，秃宝盖，小朋友，真可
爱”；“金”字，一个人他姓王，口袋装着两块糖。教学生区别形
近字，如“左”和“右”：小朋友，分左右，左字下面是个工，
右字下面是个口。如此一编，易学易记，妙趣横生，既不会混淆
字形，又理解了字义。 

三、借助实物获得灵活识字 
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只有当识字对儿童来说

变成一种鲜明的激动人心的生活情境，里面充满了活生生的形
象、声音、旋律的时候，读写结合的过程才能变得比较轻松”。
图画、实物形象直观，易引起学生的兴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识字教学过程中，学习会意字比较多，我们通过实物演示法给学
生留下深刻印象，达到了轻松掌握音、形、义的目的。如：学习
“笔”时，先出示一支毛笔，让学生观察到上面的笔杆是用竹子

做的，下面的笔尖是用毛做的，因此“笔”的上面是“竹字头”，
下面是“毛”字。为了鼓励学生生活中识字 ，我们在教室的实
物贴上字卡，如门、窗、讲台、黑板，课桌、投影仪等让学生看
到实物，就认读字卡。会认读后，取下字卡，打乱顺序，让学生
再把字卡贴在实物上。通过图画或实物演示，在兴趣盎然中，学
生不但能达到识字的目的，还能掌握更多的知识。我们还及时和
家长沟通，让家长在家中也采用这种方法让孩子识字，并用识字
本记录下来，然后在班上交流、展示。 

四、直观演示品味形象识字之妙 
肢体语言具有直观、形象、具体等特点，学生对有些汉字记

忆有困难，运用表演是突破生字记忆难点的有效手段。如教学
“爬”这个会意字时,我先让学生说出“爬”字的结构,边做动作
边讲解:“小动物的爪子巴在地上才能向前爬。”这样,学生不仅能
记住这个字,而且明白了“爬”的意思。如教学汉字“搭”，拼读
后问“哪位同学愿意表演一下“搭”的动作？”学生纷纷举手，
有的表演孙悟空手搭凉棚望远的动作，有的表演搭积木的动作，
还有的表演不搭理别人的动作，……学生表演得惟妙惟肖，接着
我趁热打铁，“你能给这个字找朋友吗？”由于有了刚才的铺垫，
学生很快组成了“搭桥、搭积木、搭讪、搭理、搭档、搭配”等。
学习“打、扛、拍、挑、提、扫”这些表示动作的字时，引导学
生发现它们都和手有关，师生一起用手演示；“踢、跳、跑、蹲、
蹦”都和脚有关，师生一起用脚演示。教学实践说明,演示识字
的特点是直观形象，让学生运用身体部位、面部表情，在表演中
进行识字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采用此法,学生既轻松地掌
握了生字，同时也真正体验了寓教于乐的教学原则，提高了识字
能力。 

五、结合实践架构多元识字之桥 
“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是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

之一。语言文字来源于生活，最终还应回归于生活。结合生活实
践进行识字教学，不仅可以加深学生的识记效果，而且对于生字
的实际应用也有很大的帮助。开学初引导学生认识校名、课程表，
我们把每个孩子的姓名打印出来，贴在桌角上，课间向同学介绍
自己的名字，互相认字。回家后让家长把家庭成员的名字写下来
自己记忆，不知不觉中学生就认识了很多字。每周设立识字交流
时间，评比“识字小达人”。每一孩子的内心深处都是渴望能得
到别人赏识的，于是，在小达人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学生争相
效仿。当学生能够正确地认读出生活环境中的字时，是多么高兴
啊！学生乐此不疲，还把一些“字”带到学校来，互相考一考，
互当小老师，分享成功的喜悦，是乐在其中！一学期下来，大部
分学生的识字量远远超出了课本所规定的数量，而且学得轻松，
学得愉悦。 

识字从生活中来，也一定要回到生活中去。我们常常鼓励学
生在课外尽可能识字，做识字用字的有心人，当然我们教育就是
通过让学生真正掌握自主识字的方法，他们才能在课堂、课外利
用一切生活中文字载体更好的识字。才能达到我们的最终目的为
了让学生更好的阅读，更好的认识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