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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三年级语文字词教学的策略
唐晓娟

湖南省衡山县城北小学　湖南　衡山　421300

摘　要：识字教学是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和习作教学的基础。而三年级的字词教学基本都是放在预习环节，让学生自主地学习

并借助工具书去理解。而小学的语文教学实践却淡化了字词的教学，造成了学生阅读和习作的双重障碍。鉴于此，教师应在

教学中结合阅读以及学生生活，通过角色扮演来帮助学生积累词语、理解词语、感悟词语，以提高学生的字词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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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学实践看，学生对于语言文字的理解、掌握还有很
多不到位的地方，低年级学不好，中年级跟不上。特别是三
年级的语文学习，教师在字词教学方面所花的时间变少了，
这不仅导致学生的字词学不好了，而且阅读水平和写作水平
也偏低，直接影响了语文学习的效果。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对第二学段的识字与写字学
习提出的目标是：有较强的独立识字能力，累计认识常用汉
字 3000 个左右，其中 2050 个左右会写。如何落实这一目标
呢？从抓好农村小学高年级的字词教学入手，是最好的途径。

一、彰显汉字魅力，激发学习兴趣
心理学家认为，学习的最佳动力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

有兴趣学生就会积极主动愉快地学习；不感兴趣，学生就会
认为是沉重的负担。小学生学习字词时，关注的是汉字的本
身，如果学生感觉很难，没有意思，就不愿意学习。而字词
是抽象的符号系统，字词教学离不开理性化的诠释，但这并
不意味着字词教学就一定要排斥感性的体验。教学中，在引
导学生对字词的理解上，要突现“感性化”这一解词理念，
渗透汉字本身的造字规律，讲解一些学生不知道的造字规律，
当词语带着音、形、义的印象与意味融进了学生的脑海中，
调动起学生的感性体验、激活印象，学生就能感受到有意思，
愿意学习。

在教学中，教师在学生理解的基础上，结合造字法，讲
解字形、字义，使学生理解了音形义之间的关系，感受到古
代造字的规律方法和祖国文字的魅力，让文字本身的魅力吸
引学生，这样学生就不觉得枯燥乏味，从而享受学习语言文
字的快乐。

二、紧扣语境，在阅读理解中咀嚼品味
叶圣陶先生说：“一字未宜忽，语语悟其神。”这就是告

诉我们在学习课文时，不要忽视每一个字、词，要充分利用
想象、联想等方法，激活学生头脑中的表象，让词语学习从单
纯地解释意思走向对词语、对语言的意趣、意蕴的体会上来。
在阅读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捕捉能够产生辐射性解读的词语，
以此作为文本解读的切入点，挖掘该词语在文本中所留下的想
象空间，这样往往可以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但如
何才能做到有效地咀嚼品味，却是非常讲究的事情。

例如在《我爱故乡的杨梅》中，笔者在教学“细腻、柔
软”时，先让学生反复朗读课文，在文中找出最能概括杨梅
特点的词语――“细腻、柔软”，然后鼓励学生查字典，利用
多媒体欣赏雪景，闭上眼睛，结合生活实际想象杨梅画面，
这样帮助学生理解意思，最后让学生美读，感悟“细腻、柔
软”一词所体现的内涵美。

三、多动脑动手，强化词语积累运用
课堂上教师教的字词都是常用的，而且是有限的，其实

学生掌握的很多字词都是从阅读中得来的。所以，在学生读
书的过程中，教师应要求学生要准备好三样东西：笔、笔记
本和工具书。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将它写在笔记本上，
注上拼音，并记住它；遇到难以理解的词语，要查阅工具书，
理解意思，把它抄到笔记本上，多看，多记。为了帮助学生
学习、积累并运用语言文字，笔者要求学生多动脑动手，每
日去积累词句，并注意运用。其方法是：

1. 以课内阅读为基础，有意积累
每学一篇课文时，教师要有意识地指导学生细心揣摩文

中的词句，如哪个词用得好，怎么好，读一读，说一说，背
一背，在反复的语感训练中让学生从中挑选出自己最喜欢的
词语、句子摘录下来并熟记。

2. 以课外阅读为补充，积淀语言，培养语感
笔者让学生选取语言精美的课外读物，认真朗读，细细

品味，感悟语言的优美。重点指导学生学会批批注注，写好
读书笔记。一是摘抄优美的词句、精彩的描写、好的开头和
结尾等；二是写心得笔记，即读后感。要求可低些，写时只
要抓住原文的要点，写出自己的感受、想法即可。如低年级
只记下文章的题目，学几个重要生词就可以了；中年级可摘
录优美的词句和片断；高年级重点是学习文章的写法（如文
章的开头、结尾、过渡，不同文体的写法等），写读后感等。

3. 强化写话练习，夯实写作基本功
学生在积累词句的同时，教师要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生

活，学习运用课文的用词造句方法，围绕发生在自己身边的
生活中一个小话题，一件小事写好一段话。不求数量的多少，
讲求用词准确，恰当地表情达意。如学了“万紫千红”、“鸟
语花香”、“草长莺飞”这几个词，可让学生用上这三个成语，
写几句描写春天的话。再如学了《美丽的小兴安岭》之后，
可让学生用“葱葱茏茏”“严严实实”写几句话，体现地方优
美的景色。

字词教学的策略还有很多，只要我们教师在教学实践中
不断的思考，大胆实践、勤于总结，就能让学生真正走进五
彩缤纷的词语世界，做到理解与表达融合，为学生的发展积
淀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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