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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教师对学生识记能力的培养 
◆陈英红 

（桂林市南溪山小学  广西桂林  541002） 

 
摘要：“兴趣是学生 好的老师”，对于学生来说，学习兴趣在学习过程

中显得尤为重要，在小学生阅读课文的过程中有很明显的体现。想要阅

读首先要对字词有一定的积累，这样才能减少学生阅读时遇到的障碍，

学生也能够体会到文章的中心大意，提高阅读效率与质量。在小学语文

的阶段考试中，生字词也作为考点出现，所以对于小学语文教学来说，

生字词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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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学生对语文的兴趣 
学习语文是一个轻松愉快的过程，但识记字词、背诵文章将

语文学科变得很枯燥。所以教师要采取一定的方法措施，激发学
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
乐之者。”所以教师需要做的就是将枯燥的知识变成学生容易接
受的形式，让学生的学习过程更加轻松，也能提高学生对知识识
记的效率。只有学生对语文产生兴趣，才会有强烈的学习欲望。
所以，想要提高学生对识记语文知识的能力，首先要让学生对语
文课充满热爱与期待。 

1、教学导入要妙趣横生 
教师在对字词讲解时，可以先给学生观看中国汉字几千年来

的演变，激起学生的好奇心，然后再将要学习的汉字介绍给学生，
整个学习过程学生的心情更加轻松，学习效率也会提高；对于词
语的讲解，教师也可以根据情境写出一些例句，让学生大声朗读
例句，学生在朗读过程中体会词语的含义，加深对词语的学习与
记忆。这种方法看起来很简单，但也正是这种简单的方法，让学
生在学习，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 

2、教学方法灵活多样 
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与教师是教学的主体，师生之间要多

交流、多互动。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传统的“满堂灌”这种
教学方式逐渐淡出课堂，教师要根据教材内容以及学生特点设计
课堂，让学生以“主人公”的身份参与到学习之中，活跃自己的
思维，让他们自主学习探究，寻找学习的巨大乐趣，整个过程中，
学生的识记能力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升。 

二、将强制变为习惯识，将被动变为主动 
在语文学习过程中，教师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自觉性，让学

生在课上进行自主学习，但是学生学习效果却和预期效果背道而
驰。经过认真的思考，发现大多数小学生的自制能力较差，自主
学习的学习效率低下，对于语文作业，也只是机械的完成需要落
实到笔头上的作业，而不做任何的思考。所以学生对知识的记忆
周期很短，学习效果也很差。教师需要采取一定的方法去解决问
题，可以通过课上对字句、诗词的听写，让学生在课下主动学习、
识记字词，长时间使用这个方法，学生也逐渐养成了课下学习的
习惯，教师也不必担心学生对字词的识记。 

随着年纪的升高，学生学习语文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所以教
师可以采取一些办法去培养学生对语文的兴趣。小学阶段主要学
习内容就是对字词的识记，课程就会有一些枯燥，学生对字词识
记的效果也不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教师可以将学生分组，让
学生之间进行“字词大比拼”，老师可以采用听写的模式，每组
选一名学生代表到黑板上写，对这几名学生进行评比，成绩 好
的就成为 优小组，也会有一定的奖励。相信这种模式会激发学
生的学习动力，每个学生都想成为 优秀的那个，那他们就会暗
自努力，自主学习。这样一来，即激发了学生对生字词的识记兴
趣，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质量，学生从被动识记转变为主动识记，
学生的识记能力会有显著的提高。 

三、采用组块教学法学习语文 
组块教学法是建立在语文学习心理原理基础上的一种方法，

也就是说，教师要在讲解大块知识的同时，将零散的语文知识整
合成一个语文实践板块，让学生在语文知识方面得到全面的发
展。一篇优质的课文，一定也有很多的教学点，比如说字词句篇、
听说读写等等。教师在上课时都会根据课文内容来决定课上的学
习内容，在对课文进行教学时，遇到生词一定会停下来给学生讲
字词，碰到好的句型结构又会停下来讲几句，整个教学思路不清
晰，教学内容不明确，学生的思维也会被打乱。组块教学可以解
决教学的碎片化，把教学内容连点成线、连线成网，将知识形成
内容版块，虽然可能会漏掉一点小知识，但是能让学生更充分的
学习 

1.语文词汇内容板块 
小学语文的课文往往会有需要学习的字词、短语，属于陈述

性的知识，教师可以设立一个情境将生词形成模块进行识记。比
如用生词造句，可以描绘人、是、物等等，让学生在语境中记忆
词组；也可以把生词按词性划分，让学生清楚不同词性的含义；
还可以整理出生词的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在学习生词的同
时，进行一个知识拓展，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但对于语文词汇的
学习不仅仅为了识记，而是要以字词为基础，在阅读、写作时能
够将知识运用起来，真正转换为自己的东西。 

2.语法内容板块 
语文教学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语文的一些

特别之处，比如文章中的一些修辞手法、一些特殊句式，还有文
章的整体结构这些规律性的知识，这都是我们要发现并且要学习
的语文知识，但是真正的想学会这些规律，还需要在语文实践中
加以运用，从“举三反一”做到“举一反三”，将知识转化为自
身的语言能力。 

3.读写内容板块 
小学语文学习的基础知识 终都是为了读写服务，这一板块

要让学生学会如何倾听、朗读、写作。学生的听说读写是经过长
时间积累而具备的能力，在学习过程中对知识进行理性归纳以及
科学整理，掌握语文写作的规律，通过多读、多写来提高学生的
读写能力。 

这三个板块就是教师在教学时整合教学内容形成的，将语文
知识变得更加有规律，学生学习时的思路也会更加清晰。组块教
学法可以根据课程内容设计相应的活动板块，一个活动板块可以
包括一个或多个内容板块，或者多个活动板块都为一个内容板块
服务，利用这种方法建立一个完善的教学系统。 

结束语 
小学语文是学生在小学阶段的一门重要学科，所以教师要尽

自己 大的努力帮助学生在小学阶段打好基础。利用组块教学的
方法，将杂碎的知识整合起来，让学生能够轻松高效的学习语文；
更重要的一点，通过组块学习改善了学生的语文学习，学生学习
其他学科时也会受到组块教学理念的影响，进行有条理的学习，
让学习生活更加美好，这也是语文学习 美好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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