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5 月（总第 202 期） 

603  

教学实践 

探讨趣味识字教学在小学语文低段教学中的运用 
◆唐红梅 

（重庆市渝北区悦来小学校  401120） 

 
摘要：小学语文识字教学不仅是小学语文学习的重点内容，而且也是所

有文化教育的起点与基石。那么如何提高学生小学语文识字能力，让学

生大量掌握汉字，是教育者们一直思考研究的问题。将趣味识字运用到

小学语文教学中，不仅符合小学生的身心特点，而且有助于活跃语文识

字的课堂气氛，从而提高学生语文识字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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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是一门基础学科，具有人文性和工具性相统一的特点，
学习语言，发展思维，陶冶思想情操是它的任务。培养学生正确
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是它最大的使命，是其它学科无
法替代的，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加强语言文字训练有着极为重要的
意义。《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识字与写字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
学生不掌握一定数量的汉字，就无法阅读书面语言材料，并用书
面语言交流思想，表达情感。因此，识字是为了阅读和写作，离
开了读和写，识字就毫无意义。相应的，阅读和写作又是识字的
基本途径，是固化、运用识字成果的主要方式，它们之间是相互
侵润、相互依存、彼此作用的辩证关系。正是认识到识字在语文
教学中的奠基作用以及识字与阅读的互动关系，新课程标准下各
种版本的语文实验教材都不同程度的加大一二年级的识字量，有
的甚至达到了两千字，以此实现大量识字，提早阅读，提高语文
教学效率的目的。由此可见小学低段的识字教学要为整个小学阶
段识字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个阶段的识字教学就显得极为重
要。 

1.改变传统识字教学方式 
小学生正处于具体思维转向逻辑思维的转换阶段，对知识的

理解大多数建立在具体实物上，因此要想有效地提高学生小学语
文识字水平，就必须抛弃以往枯燥乏味的教学方式。例如，通过
充分利用语文课本中的插图引导学生进行语文识字的学习。丰富
的插图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联想力。例如“赛龙舟”，通过一艘形
状似龙的船，上面装满了划船人的图案进行表述，这种生动形象
的教学方式，不仅增加了语文识字的趣味，同时也有助于学生记
忆牢固。 

2.注重培养识字技巧 
我国人口众多，方言现象也比较繁多，有许多的方言和通用

的普通话差异很突出。这时，如何引导帮助学生学习掌握正确的
普通话的读音，是教学的一个难点。 

（一）在学习一段时间后，掌握了一定量的生字后，可以指
导他们按音序排列来把方言音影响严重的音节归类整理出来，反
复带学生去区分，多读多练，日积月累，时间长了，就减少了学
生读错音，写错神出鬼没现象。 

（二）是帮助学生通过汉字的部件，偏旁的对比的收集整理、
归类，反复把容易混淆，写错的字加以归结、纠正。久而久之，
时间长了，学生的视野开阔了，掌握正确汉字的能力增强了，就
不用一个字一个字地学，而可以一组字一组字地学，学习一个生
字，复习一组字，教学效率明显提高了，效果也更加突出了。 

（三）通过查字典识字。 
查字典是学生独立识字的一个重要工具，语文的一项重要技

能。教会学生查字典不但能够早日让学生独立识字阅读，还可以
复习巩固汉语拼音，因为学习音序查字法基本与认读拼音是同步
的，在学习查字法的同时也巩固了拼音，学生是学中用，用中学，
学用相结合相辅助，得到拼音与汉字双重进步的良好效果。 

在学习过程中，允许和鼓励学生们有不同的记忆生字的方
法，倡导学生想自己所想，说自己所思，鼓励学生从不同角度、
采取不同方式思考问题，激励学生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每到此时，
我就会被孩子们的智慧所征服。学生们在追求标新立异的答案的

同时，他们已经开始多角度、多方面地思考问题了！也就开始学
会发散思维、求异思维！每个孩子都孕育着创造力，如同一粒沉
睡在土壤中等待萌发、急切盼望破土而出的种子，关键在教师对
学生的潜心启迪和培养，充分挖掘教材中和学生身上的点点“创
造性思维”的火花，将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渗透到教学中的每一个
环节，从而拓宽其创造空间。 

3.开展实践活动 
教师应该以学生的自身兴趣爱好为基础，依据学生的实际情

况，积极展开小学语文教学实践活动。此外，教师在每次活动展
开时，提前根据这一阶段的学习进行主题活动的设计，以此让学
生可以围绕一个共同主题开动脑筋，自觉主动地收集相关材料。
与此同时，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将自己所找到的资料在班级上进行
资源共享，通过这种互相交流沟通的方式，巩固语文识字知识的
学习。另外教师还可以通过情景创设帮助学生进行语文识字的学
习。例如，“我是小小粉刷匠”、“我要当导员”、“鲜花的海洋”
等活动的举办。 

4.童谣儿歌识字教学 
低年级学生最喜欢念童谣背儿歌，因为童谣儿歌通俗易懂，

念起来又琅琅上口，便于记忆，还能调节课堂气氛。它使机械繁
琐的识字过程变得生动而有趣，能很快消除学生对识字的畏难情
绪。陌生而复杂的汉字经过童谣、儿歌的修饰变得亲切起来，识
字的趣味性也就大大增强了。于是教师可抓住这一点，将要识的
字串联成童谣儿歌，让学生读记。这样，就可避免由老师带着学
生一遍又一遍地枯燥无味，反复死读那几个字，而且又能在识字
过程中突出重点，突破难点。例如，学“春、夏、秋、冬”这四
个字时，可编成童谣“三人同日去看花，百日朋友是一家，禾火
二字平头坐，夕阳桥下两个瓜”，学生觉得念起来特别有意思，
在不知不觉中，不仅记住他们的音，他们的形，而且能正确理解
他们的“义”，音、形、义在这个儿歌中得到了有机的结合，这
不岂是识字教学的最终目标吗?童谣儿歌是一种将所学内容本身
转化为音乐智慧的最便捷、最直观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对于爱说
爱唱的低年级孩子尤为喜欢。在识字教学中，无论是教生字的发
音，还是教生字的字形，都可以运用大量的儿歌，有的是传统的
儿歌。例如教学“碧”字，编成“王狗追白狗，追到石门口”；
如教“坏”字，编成“地里不长草，坏了”；如教“法、丢”时，
可以先复习“去”字，再以旧带新，编成一句儿歌：“去”字头
上斜戴帽，丢、丢、丢；“去”字边上冒水泡，法、法、法。如
此一编，易学易记，妙趣横生。 

5.运用联想识字的教学方式 
教师充分利用中国语言与文字博大精深的特点，善于找到所

学词语、段落或文章背后的历史故事，此外，教师还可以鼓励学
生开动大脑，自己进行词语故事创作，并且鼓励学生在语文识字
课堂上进行展示与分析，以此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以及创造力。例
如，对“漏”分析，首先漏与水有关，所以其左边就是三点水，
右边上半部分是“屋”的上半部分，下面是“雨”，这就说明雨
水跑到屋子里面，就是漏雨了啊。通过这种生动有趣的联想识字
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以及辨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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