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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巧授低年级同音字锦囊妙计 
◆刘桂群  惠小红 

（无锡市东北塘实验小学  江苏无锡  214191） 

 
摘要：中国汉字博大精深，字形复杂，同音字众多，准确区分同音字是

低年级学生的一大难点。本文从汉字的源头，结合汉字的字形特点和低

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心理发展状态，初步探索了小学低年级同音字教

学的一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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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音字是指现代汉语中语音相同，而字形、字义不同的字。
那么，如何使低年级学生能够简单、准确地区分同音字呢？笔者
结合低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心理发展状态和兴趣爱好，初步探
索了区分同音字的一般方法。 

一、追溯源头，“找”造字方法  
中国汉字有六大造字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

假借。对于刚接触汉字不久的低年级学生来说，对汉字有着极高
的学习兴趣。我小心呵护学生的汉字学习热情，通过绘画、演示
等各种手法，引导学生追溯汉字的源头，明白造字的奥妙。以苏
教版第一册中的“石”和“时”为例，课文中结合图画演示了“石”
由古文字到现在汉字的演变过程，我们的先人就是仿照石头的样
子创造“石”字的，因此它是一个象形字。“时”左边的部首“日”
表示形旁，和时间有关，右边的“寸”指示读音，“寺”声，因
此“时”是形声字。这样，简单的同音字我们通过造字法来区分，
赋予它时间的动感，生命的活力。 

二、辨析部首，“理”汉字类别 
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认为，发现是教育儿童的主要手段，学

生掌握学科的基本结构的最好方法是发现学习。因此，我们在教
学形似同音字时可以引导学生自主观察学习，发现异同。比如第
二册的“池”和“驰”，我们先请学生观察这组同音字，学生迅
速发现二者的部首不同，“池”的部首是三点水，可大致推断该
字与水有关，通过查阅字典我们知道“池”指的是池塘；“驰”
的部首是“马”字旁，进而启发学生思考得出该字与马奔跑有关。
这样，学生可通过部首来区分同音字。 

三、理解字义，“思”各自侧重 
感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

的反映，它是认识的起点；知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
客观事物的整体属性的反映。以上我们引导学生通过感官观察区
分同音字，而真正理解字义才是理性认知。比如第二册的“进”、
“近”和“尽”，“进”指“向前移动”或“到……里面”，主要
和空间有关，比如“前进”、“进入”；“近”指“空间或时间距离
较短”、“关系亲密”，比如“最近”、“亲近”；“尽”指“完”、“全
部用出”，比如“尽心”、“尽力”。这三个同音字在字义上还是区
别比较明显，各有侧重的。 

四、结合图文，“助”辨别词性 
低年级学生已经能够简单地区分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因此

可通过词性来区分同音字。比如第一册的“厅”和“听”，前者
一般是名词，指的就是建筑设施，如音乐厅、客厅等，可以配上

生动的“音乐厅”、“客厅”等，因为小学低年级学生的无意注意
占主导地位，具体生动、形象直观的事物更容易引起小学生的注
意；后者一般是动词，指用耳朵接收声音，可以请学生动作演示。
在低年级课堂教学中，教师充分利用图画、音乐、卡片、视频等
教学工具辅助教学，可以极大帮助学生理解词性，记忆此类同音
字。 

五、逆向思维，“补”反义巧记 
小学生思维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从具体形象思维为主逐步向

抽象逻辑思维为主过渡，我们可以从小逐步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
和抽象思维能力。比如第二册“进”和“近”，“进”的反义词是
“出”，“近”的反义词是“远”。教师板书“进——出”、“远—
—近”，学生通过识记反义词组来区分同音字。逆向思维不仅能
帮助学生快速地区分同音字，还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六、搭配组词，“拓”语境识记 
字、词教学是小学低年级语文课堂教学的重点，对于同音字，

我们可以通过组词来进一步加以区分。比如第一册的“河”与
“和”，启发学生组词，“河”的组词多与水有关，如“江河”、
“河水”、“河流”，学生能够想到与“河”有关的一类组词；“和”
的组词有“和好”、“和气”、“温和”，多指人的态度友好，说话
温和亲切，与“口”有关。这样，把单独的字放进词语中，通过
识记有意义的词语、句子中来识记同音字，能在语言的意境中较
好地识记汉字。 

七、发挥想象，“系”生活实践 
想象是人脑对已储存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形成新形象的心

理过程。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要重视对学生想象能力及
联想能力的开发和培养。比如在教学第二册中的“座”和“坐”
时，我首先板书，请学生观察这一组同音字有什么不同，学生很
容易发现“座”有“广字头”。我趁机让学生再观察教室的座椅，
再看看这个“座”，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学生指出“座”的“广
字头”就像椅背，其他学生也纷纷表示赞同。因此我们根据学生
的联想就此识记“座位”的“座”是有椅背的“座”，“坐下”的
“坐”是表示动作的，请学生动作演示。联系生活，发挥想象，
适当联想，学生自然学得不亦乐乎。 

总之，适应学生的心理特点，尊重学生的认知规律，以学生
喜爱的方式教学同音字，既引导学生掌握汉字的基本规律，又发
展学生学习汉字的思维能力。真正让我们的孩子爱上汉字，学会
汉字，学得有趣，学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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