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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小学低段识字教学初探 
◆王益蓉 

（江油市八一镇小学校  四川省江油市  621705） 

 
一个孩子在接受启蒙教育的时候，识字数量的多少、质量的

高低会对他今后的继续学习产生直接的影。因为语文是一门基础
学科，而识字教学是基础中的基础。然而识字过程又是一件十分
枯燥的活动，那么怎样能提高孩子的识字质量呢？根据这几年的
教学工作，我得出：从激发孩子识字兴趣，教给孩子识字方法，
让孩子感悟文化的魅力三方面入手。 

一、激发兴趣，指导学习。 
新的教学观是小学教学改革的基础。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

小学生是被动接受教学的对象，还是教学的合作伙伴？是知识的
容器，还是学习的主动探索者？这是新旧教学观的根本区别。小
学生应是学习的主人，要开展好小学低年级教学关键在于要关爱
小学生，激起他们学习的兴趣。 

一位优秀的教师应关爱学生，从学生的实际需要和发展出
发，结合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在教投、给学生知识的同时，
注意培养他们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他们智力的
发展，促进素质教育的实施。 

1．开课环节生动有趣。 
一年级的孩子天真活泼、合群、爱交朋友，是这一阶段孩子

的特点。根据这一特点，我这样设计教学的开课环节：“同学们，
今天，有几个我们不认识的小客人来到我们身边，你们愿意跟他
们交朋友吗”？“愿意”。在孩子们的大声回答中，我出示生字
卡片，并告诉我的学生：“今天的小客人很喜欢你们，如果你们
能把它们记在脑子里，它们就会很乐意地帮助你，成为你今后学
习的好帮手”。 

2．自编顺口溜，降低难度 
在集中的归类识字中，单纯的结构分析是孩子们很难接受

的，为了激发孩子识字兴趣，降低识字难度，我自编了一些琅琅
上口的顺口溜帮助孩子识字。如学生难辨“芬”和“纷”，我这
样编：“有草芬芳万里，有丝纷乱难理”。再加上顺口溜中醒目的
着重号，孩子们很自然地就区分了“芬”和“纷”的不同。 

3．游戏法： 
玩是所有孩子的天性，尤其是低年级的小朋友。教师如何利

用好他们的这一天性，是提高低年级教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发挥
得好，可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小学低年级学生由于年龄比较小，
能集中注意力听讲的时间很短暂，因此在教学中，我经常变换不
同的教学方法进行巩固识字练习，做游戏便是其中之一。有人曾
说过：“你告诉我，我会忘记；你演给我，我会记住；你让我参
与，我会明白”。在教学中，我们应该充分调动学生眼、口、耳、
手等器官，把视觉、听觉、肢觉、全方位调动起来，让他们真正
参与到我们的教学活动中来。在巩固识字练习中，我把汉字结构
比较复杂的合体字，分成几个部件，做成小卡片，让孩子们自己
拿着，然后我说出一个合体字，让孩子们找出组成这个字的部件。
比如我说“杜鹃”的“鹃”，孩子们便争先恐后地拿出“口”、“月”、
“鸟”三个部件组成“杜鹃”的“鹃”这就是找朋友的游戏。此
外还有“摘水果”、“动物找食（自己喜欢吃的）＂……都是帮助
孩子们巩固识字的好方法。 

4．直观演示法 
根据低年级学生好奇心强的特点，指导学生看图画、电视、

录像、幻灯、实物等，这样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注意
力集中，把无意识记变为有意识记，把枯燥无味的识记变为形象
的识记，收到记得快、记得牢的效果。结合当地条件，我大多使
用图片和实物。例如第三册归类识字（二）中的第一课，教学内
容是一些动物的名称，分为鸟类、昆虫类和家畜，我用出示图片
的方式，并让一部分学生来模仿它们的动作和声音，这样马上吸
引了学生，他们很想知道这些动物的名字是怎样写的，从而使学
生集中了精神。又如第二册识字学词学句中，教学生认识量词。
上课前我准备好课本中有的东西。上课时，每教一个量词，我就
出示实物，让学生试着搭配，同时认识所出示的事物。学生熟悉
的就先让他们说出名称，再出示生字；不熟悉的，先出示生字，

再出示实物，有实物看，提起学生的兴趣，加强了学生的直观识
记。 

二、归结方法，授之以渔 
小学低年级以识字教学为主。识字是通过视觉信息把外界的

文字符号录入大脑与大脑中已存储的语言，语义相结合的过程。
小学低年级的识字教学就是把识字教学与语言训练结合在一起，
把识字融入语文学习的整体之中，立足帮助儿童跳出识字的局
限，解放学生的眼睛和手，让他们在自由的获取和表达过程中学
习汉字，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识字能力。同时培养学生热
爱祖国的文字通过学习祖国文字激发学生的审美情，增强他们认
识祖国语言的文化底蕴。 

汉字是汉民族的祖先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创造出来的，它
显著的特点是表意性，“因形赋义，形义结合”是汉字 大的

优点。它主要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造字方法，其中形
声字有百分之七十以上。在教学中正确拿捏形声字是完成小学识
字任务的关键之一。在形声字的教学过程中，我十分注重分析形
声字形旁的表意功能。如在“江、河、湖、海”，“冰、凉、冷、
冻”以及“祝、福、折、祷”，“枖、袖、裤、袜”两组形声字教
学中，我先后分析并要求学生区分“三点水旁”“两点水旁”，以
及“农字旁”、“示字旁”等形旁的表意功能。再告诉学生三点水
旁表示与水有关的意义，“两点水旁”表示与寒生冷有关的意义：
“衣字旁”表示与衣着有关的意义，“示字旁”表示与礼仪有关
的意义。学生正确区分了这些部首思就能很好地掌握以上两组汉
字。 

三、感悟文化、陶冶情操。 
汉字是一种文化，在汉字学家的眼中，一个汉字就是一个美

丽的文化故事，有汉字组成的汉语系统更是个灿烂的文化宝库。
因此，识字就不能仅仅是单纯的识字。在教材中有一种“对对子”
的形式：“云对雾，雪对霜，和风对细雨，朝霞对夕阳……”面
对这样的识字课，我不只是进行简单的识字训练。在让学生认识
生字的情况下，实在有太多东西可以让学生感受，有太多的空间
可以让学生发挥。云和雾、雪和霜、以及和风和细雨等事物之间
的对应是一种多么奇妙的感觉，尽管我并不期待孩子们领悟什
么，明白什么，但可以让孩子们在朗读中去感受、去体验；对对
子这种古老的语言形式，蕴含了多少中国人的智慧，反映着中国
人特有的思维方式，通过吟诵获得春雨般的滋润，可以在孩子们
纯净的心灵中奠基。 

教学是一项责任，同时也是一门艺术。凡是学生感兴趣的都
不是负担。在教学中，我们应当注重学生主体能动性的发挥，让
每一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给汉字教学这块枯燥乏
味的“土地”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