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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识记能力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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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学语文是让学生掌握语言的一门学科，也为其他学科的学习奠

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之后的语文学习做铺垫，特别是阅读和写作，需要

学生有扎实的语文功底。所以，小学语文教师要积极的采用多种方式来

培养学生的识记能力。本文将为培养学生识记能力，提出几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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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鹤琴老先生曾说过：“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
老师”，虽然我对这句话并不是完全赞同，因为学生学习好坏除
了老师的责任，但也会受性格条件以及家庭情况的影响。但不可
否认的是，教师在学生整个学习过程中却是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其中教学方法的选择对学生影响很大，选择的好，学生的学习可
能会有质的飞跃。 

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对于小学生来说，能够让他们的情绪产生变化的事物，他们

会对此记忆更快，而且能长时间记忆。在学习时，教师大多时候
让学生机械的记忆汉字、背诵课文，这样的教学方法只会让学生
形成短时间的记忆，所以教师要想办法激发学生对语文的兴趣。
在对汉字教学时，教师可以根据学习内容以及学生的情况设计课
堂，比如学习“琴”字时，教师可以采用猜谜语的方式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同学们，我出一个谜语，看看哪个同学猜的 快
——今天两王相聚；两个王姑娘，今天才相聚（打一字），学生
对此会很有兴趣，积极的竞猜，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中。运用这种
方法，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对识记汉字的兴趣，同时也让学生更好
的掌握了汉字的书写， 

二、拓宽学生的识记途径 
培养学生识记能力有多种方式，教学时不要把内容局限于教

材之中，而是要想办法突破传统的封闭式课堂，让学生走进语文，
感受语文的魅力，从而提高学生的识记能力，对此，教师可以采
取以下几种办法 

1.课前展示 
教师可一安排学生每天读一篇成语故事、寓言故事等等，然

后再课前，让同学们站在讲台上，向大家讲述看过的故事。小学
生有着争强好胜的心理特点，所以他们会很用心的读书，提前做
好准备，在同学面前表现一番。这样学生不仅能多读一些课外读
物，拓宽他们的知识面，同时也能提高学生的识记能力，让学生
的脑海里存储更多的知识。 

2.课上大比拼 
在课上老师可以将本节课要学习的字词教给大家，然后让学

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对字词进行记忆，时间到了之后进行听写，并
叫几名学生去黑板上写，正确率 高的学生会有一定的奖励。学
生在这种紧张的条件下能加快知识记忆的速度，让学生在短时间
内完成对知识的记忆，提高学生的识记能力。 

3.课后游戏 
对于语文的学习，不仅要学习理论知识，还要多进行实践活

动，在实践中运用知识。比如，教师可以在教室组织成语接龙的
游戏，由教师说一个成语，学生依次进行接龙，没接上的同学要
给大家讲一段有趣小故事。在整个游戏过程中，学生也会学习到
更多的成语，还能听到有趣的故事，在快乐中学习。游戏结束后，
教师可以挑几个成语为学生讲解，让他们不仅能背下来成语，还
能了解成语的含义，起到一举两得的作用。教师也可以组织抢凳
子的游戏，游戏开始前向同学们展示课上需要记忆的字词，给学
生三分钟准备时间，然后开始游戏。游戏规则是学生抢到凳子并
且正确回答问题才能进入下一轮， 终决出班级的“汉字大王”，
小学生的求胜心很强，所以他们会很努力的记忆字词并且积极参
与到游戏之中，让学生在收获知识的同时，也能够收获快乐。 

三、利用组块教学培养识记能力 
小学语文主要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但小学语文的教学存在

一些弊端。比如语文远离生活、缺失人文关怀、忽视了学生的个
性化发展以及缺少实践活动。组块教学的提出旨在解决上述问
题，修建一条实践、探索并存的现代语文教学之路，让学生在学
习与实践中，提高语文素养。 

1.围绕学生设定教学目标 
在设定教学目标时，要围绕学生的学习情况为基础，将教学

内容组建成不同板块，教学目标要紧贴学习内容，让学生能够掌
握重点内容并提高学习能力。教师首先要了解学生的语文基础与
学习能力，通过学生的综合水平来组织教学内容。比如在学习形
近字时，教师可以带学生发现汉字的结构特点，同时编写一些口
诀、儿歌进行辅助记忆，比如在课文中遇到“桃、跳、逃、挑”
这四个字时，就可以利用口诀加强记忆，“有木则是桃，有足跳
得高，能走逃得快，用手挑千斤”，这样一来学生对形近字有了
更清晰的认识，口诀读起来朗朗上口，学生的识记效果也更好。
教师还要根据学生的上限水平调整教学内容的难度，让学生能够
接受并学习，得到深度的发展。教师也要相信每位同学都是有潜
力的，在教学设计中抓住核心的内容，将课堂内容的精华讲给学
生，让他们自己消化一些小的知识点，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 

2.把握教材，合理选择教学内容 
教材是教学的基础，也是组块教学的依据。课上学生阅读课

文时，教师可以将生词写在黑板上，把同类词语写到一起，清晰
明了的展现出来，学生更容易理解也便于记忆。同时也要在课标
的要求下准确把握课文的中心大意，可以提问学生课文的相关内
容，让学生在学习时多加思考，从课文提问环节得到学生的反馈。
教师也要深度挖掘课文的价值，将文章的潜在内容提升出来，形
成知识点帮助学生理解与运用，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3.按教学目标设计学习活动 
为了保证组块教学能够在课堂上得以运用，教师可以将知识

分为几个板块，有计划的设计学习活动。活动的设计主要为了培
养学生的语文能力，让学生加深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同时能够学
会运用，小学生都很喜欢动物，老师可以让同学们说一说“如何
形容一只小狗可爱”，能够培养学生语言能力，同学们也会将生
动的句子记下来，所以教师可以多设计一些学习活动，，通过活
动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进行有效学习。教师在设计版块时，
也要注意各个模块间的联系，让不同模块能够联系起来，实现语
文知识的共同学习，让学生对各个版块进行学习时，提高综合素
质。 

4.组织课堂评价，加强交流 
在教学过程中，仅完成书本教学内容的教学还不够，教学评

价也很关键。对于组块环节，教学评价有着重要的作用。有了这
个环节，教师在课后会进行课堂总结以及反思，通过学生课上的
反应以及知识的掌握程度来评判这节课是否成功，及时的改正自
身的不足，调整更适合学生的教学内容。教师在课堂评价时，也
要与学生多沟通、多交流，了解学生对知识掌握的程度，也要及
时纠正学生对一些知识存在的错误理解。教师要将学生的不足、
学生对课堂的意见等，对课堂教学板块内容进行修改，让学生在
学习时目标更明确，更好的理解语文知识。 

结语 
学生在学习小学语文时，教师要注重从多方面培养学生的识

记能力，激发学生对语文的兴趣。教师也开始使用组块教学法。
通过对知识进行组块分类，学生掌握其中的规律，对语文学习有
很大的帮助。作为小学语文教师，要把握教材并对内容资源进行
组合，提高语文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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