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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学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语文素质，教师要树立素

质教育的大教学观，在识字教学中，注重学生语文能力的训练与培养，

利用教材优势给学生创造更广阔的语言交际环境，以识字和发展语言同

步为目的，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训练。同时识字对于低年级的学生来

说，又是一个新的任务，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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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标准》指出低年级段要求学生喜欢学习汉字，有
主动识字的愿望。根据课程标准对识字的要求和新教材的特点，
结合儿童的身心发展和认知规律，我在识字教学过程中，针对不
同类型，不同特征的生字，探索运用了多种识字方法，对激发学
生的识字兴趣，拓展识字途径。然而识字过程又是一件十分枯燥
的工作。那么，怎样才能提高孩子们的识字质量呢？激发孩子识
字兴趣，教给孩子识字方法，培养孩子识字能力。怎样才能做到
使孩子对枯燥的汉字教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增强自我识字的能
力呢？我认为可采用以下几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一、融合多种文本中已有的识字方法 
在文本教材中识记生字的方法很多，有“加一加”、“减一减”、

“换一换”、“分解法”、“动作演示法”、“游戏法”及“字谜法” 
等等， 所以在学生有了一定的能力学习生字时，我就注意把这
些识记字形的方法逐渐教给学生。在学生掌握了这些方法以后，
我就注意在课堂上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自己运用这些方法
灵活地记忆字形。因此在学生学习生字的字形时，我常常会问这
样两个问题：记这个字还有不一样的方法吗？还有更特别的方法
吗？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鼓励学生用不同的方法灵活学
习汉字，使不同层次学生的思维始终处于积极而求异的状态，使
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创新实践，学生就能获得创新的成功喜悦，就
更乐于求异，敢于创新，生字的学习将趣味无穷，所以几乎每一
个生字，孩子们总能说出几种识记字形的方法。如教学“惊”字
时，学生用了以下几种方法： 

1.加一加：“忄 ”＋“京”=“京”。 
2.换一换：把“凉”字的两点水换成心字旁； 
3.动作演示法：做一个吃惊的动作。 
4.字谜法：低年级儿童喜爱猜谜，如果能让儿童把某些识字

内容编成谜语，通过猜谜来巩固所学知识，既可调动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又可通过对谜语的综合分析，培养逻辑思维能力。而根
据字形的特点用谜语识字，更能激发学生的情趣，活跃学生的思
维。如教“奇”可编成大哥压着可弟弟。 

5.游戏法：游戏是儿童的天堂，可以满足他们好动好玩心理，
使注意力不但持久、稳定，而且注意的紧张程度也较高。游戏是
调动学生积极思维、探求知识的内在动力。游戏能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有了兴趣，学习就不是负担，而是一种享受;有了兴趣，
学生才能主动、愉快的学习，才能在课堂上发挥主体作用。在教
学实践中，要注意选择适合儿童年龄特征的各种游戏，以激发学
生识字的兴趣，使之乐意学。我在识字教学中，经常采用“猜认
生字”、“送字回家”、“读文找字”、“孪生聚会”、“找朋友”、“邮
差送信”、“摘苹果”等游戏方法进行教学。在课堂中，教师要找
准游戏与教学内容的结合开展游戏，使学生真正“动”起来，做
到玩中学习，玩中思考，玩中创新。 

二、是拓宽识字环境，教学课堂无限延伸 
1、识字教学不能局限于课堂短短几十分钟有限的空间，而

应该利用一有利的空间。例如社会环境识字。在学生的生活环境
中，其实是一个学习汉字更为广阔的大环境，为孩子学习汉字方
面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课堂。例如街道上的“路牌名”、“商店招牌”、
“商场”以及各种宣传标语，电 视屏幕中经常出现的字，“新闻
联播”、“中央电视台”等等，学生都会在无形中通过听、看、问、
记。牢记这些字词。 

2、是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学校，是学生学习成长成才最
重要的场所。在校园里，经常让学生熟悉的“表扬栏”、“宣传栏”、
“光荣榜”等等。营造书香环境，享受知识环境的无限乐趣，同
时在班级里开展各种知识竞赛。每周、月、期等开展各种“识字
明星”、“识字天才”、“字拥大王”等评比活动，并给予精神或者
特质奖励，来激起学生识字的渴望和浓厚兴趣。使学生养成自主，
自觉识字的习惯。 

学习知识，不是将知识灌输给学生，而是应该引导学生去发
现、研究、熟悉、掌握，最后运用它们。在识字教学中，引导孩
子的方法五花八门，不是千篇一律，只要结合儿童的生理和心理
发展规律及特点，能激发他们的识字兴趣，教给他们正确的识字
方法，扩宽识字令域，多方位多角度地培养他们的识字能力。为
以后的语言文字知识、能力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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