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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低段语文培养学生自主识字的策略探究
柳国凤

东方市第八小学　海南　东方　572600

摘　要：汉语言文字是我国历经千年后而形成的优秀语言类文化产物，也是人类正确认知世界的重要载体与媒介。学生在学

习知识的过程中是以汉语言知识的学习为重点，因为各学科知识的有效学习都需要通过语言文字理解与掌握。小学低年级学

生会因为缺乏对学习的正确认知而不能自主进行识字学习，无法实现通过不断积累的过程丰富字词量，进一步影响语言应用

能力水平的提升，需要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培养学生自主识字的意识，实现语文课堂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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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当前时代发展背景下，小学低年级学生自主识字能

力已被提起重视。基于此，本文中笔者针对小学低年级学生

自主识字的有效策略进行分析，首先论述这种当前小学生缺

乏自主识字意识的影响因素，然后以此为基础提出针对性的

解决措施，希望通过本文论述，可为相关领域从业人员提供

一些理论指导和参考。

一、小学生缺乏自主识字意识的因素分析

小学生在学习识字时并未了解学习识字对自己有什么意

义，只是盲目性地跟随教师进行学习，即使教师与家长会告

知学生识字的重要性，但是学生的思想中对识字的意义也会

存在一知半解，只是为了完成家长与教师要求的任务而学习。

经过总结，学生缺乏自主识字的意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不

了解识字的重要性，二是缺乏识字的兴趣。因此，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对于识字学习的过程并未高度重视，并且在日常生

活中也不会注重字词的积累，即使家长在生活中引导学生学

习新的汉字，学生经常会表达出“老师未教”的想法。所以，

教师需要在识字教学中站在学生的角度设计教学方法，达到

有效培养学生自主识字意识的教学目的。

二、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形成自主识字意识的
策略

（一）从小学生生活中入手提升学生自主识字意识

在新课改的教学要求下发至各个学科后，传统教学模式

已经被所有学科进行了改革，当前，对于小学生的教学手段

采取了从学生生活中入手的方式，因为小学生的思想意识处

于空白期，只有经历过的事情才会有所认知，如果单独拿出

一种小学生不熟悉的事物引导学生学习，会因学生思想意识

中缺乏自主对事物的认知而影响教学效果。通过从学生生活

中入手并与知识点相结合，进而达到保障教学效果并不断提

高教学效率的目的，在应用生活化识字教学手段时可采取如

下措施：

1. 采用卡片识字教学法

小学语文知识是从生活中提取而出的，教师在引领学生

学习汉语言时可将识字教学与情境教学相融合，根据小学生

实际创建出适合学生学习的教学方案，进而达到激发学生识

字兴趣并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在情境教学中包含卡片识

字教学法，教师可根据本节课需要学生掌握的生字制作成卡

片，需要注意的是：卡片的内容应包括生字及相应的图片，

能够利用颜色鲜艳的图片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进而促进学生

快速掌握所学的生字。另外，学生在学习时可采取学生自主

观看图片认知生字的过程，教师可设立比赛的方式并给予相

应的奖励，达到激发出小学生积极参与到比赛中的目的。教

师在开展比赛的过程中要认真观察每个学生的发音过程，如

果存在学生未能自主掌握生字，教师要记录下来，在比赛结

束后要针对学生存在的认知问题进行有效的辅导，进而帮助

所有学生认识所有生字达到教学目的。比如在学习“口”与

“耳”这两个生字时，教师可以在课前根据口与耳制作成相应

的卡片，在卡面中将与小学生同龄儿童的“口”与“耳”展

示在卡面上，利用同龄儿童可激发出小学生的共鸣，能够在

自主学习生字时可以认真观察与学习。然后，在课堂中将做

好的卡片展示在学生面前，先让学生根据图片及自己的理解

认识“口”与“耳”，能够正确发音并了解它的含义。教师告

知学生采取比赛的方式看谁认识的速度最快及认识得多，最

快认识生字及能够解释生字的学生获胜并给予奖励。通过这

样的方式可促进学生积极参与比赛，并在此过程中有效提升

了学生自主识字的意识。

2. 通过展示所学汉字的方式提升学生自主识字意识

教师在引领学生学习生字及培养学生自主识字意识时，

应为学生创建出相对应的教学平台，组织学生在创建的教学

平台中展示出自己掌握的汉字，可以达到学生之间资源共享

的效果。由于小学生的成长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让所有

学生展示出自己掌握的生字能够激发出其他学生想要学习更

多汉字的欲望，再通过教师正确地引导而形成良好的自主识

字意识。比如教师可以在教学中创设一些情境，让学生根据

不同的情境运用汉字表达出来，可以书写在本子上，也可以

走到台前写在黑板上，学生会因为其他学生所学生字多而受

到感染，并且还能够在学生展示生字时对自己未认知的生字

进行认识，在丰富学生汉字认知量的同时提高自主识字意识。

（二）利用情境教学法创建出趣味化的教学过程

小学低年级学生的年龄较小且处于身心发育的过程中，

教师在教学中要围绕小学生的年龄特点设计教学手段，可将

教学内容转变成形象化的形式展现在学生面前，还要根据学

生当前的学习现状创建出相适宜的教学情境，达到激发学生

识字积极性并提高识字教学效率的目的，具体做法可采取如

下几种方式：

1. 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自主认知生字

小学生在学习知识时会对抽象性的知识产生很难理解的

现象，教师可采取创设教学情境的教学手段促进教学过程形

成直观化的效果，并且还要围绕小学生的特点设计情境教学

方法，进而达到保证教学过程实现趣味化，可促进学生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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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投入识字学习中达到教学效果。教师可在课前分析本节课

需要学生掌握的生字，根据所学生字的特点及学生的个性及

兴趣特点创设出适合学生直观化学习的教学手段，让学生在

趣味性及直观化的教学过程中完成识字学习任务，比如在学

习“影”“前”“后”三个生字时，教师可以让学生通过自主

演绎的过程掌握这三个字的含义。这一教学方式属于角色扮

演的教学模式，是学生较喜爱的一种游戏，可激发出学生积

极参与的欲望。学生在演绎的过程中会深刻理解这三个字的

含义，然后教师再通过提问的方式达到活学活用的教学目的，

如“某某同学在谁的前面？在谁的后面？”等。

2. 利用猜谜游戏完成识字学习任务

教师在引导学生识字时可采取将所学汉字实施分开后再

组合的教学过程，进而创建出猜谜识字游戏，利用游戏的方

式吸引学生积极参与识字学习中来，在猜谜的过程中理解与

掌握生字。教师将所学汉字分开后，将拆开的偏旁部首作为

字谜，让学生根据此偏旁部首猜一猜要学习的真正汉字，学

生在积极猜谜的过程中会营造出良好的学习氛围，可有效感

染所有学生积极参与学习中来，是促进识字教学效果的有效

手段。比如在学习“时”这一汉字时，教师可以将“时”拆

分成“日”与“寸”，让学生根据偏旁“日”猜一猜本节课要

学习的生字，教师可以将“时”的含义解读给学生听，让学

生根据意思猜字。通过猜谜的教学过程，可实现学生既能认

识汉字，又能了解它的含义，并在此过程中提升了自主识字

的意识。3. 编制故事促进学生掌握汉字教师在促进学生学习

生字时可以采取根据汉字内容编制故事情节，让学生在听故

事的过程中加深对汉字的认知。学生对于故事的喜爱度与游

戏的热爱是相同的，在日常生活中多以读故事或者听着故事

入眠。因此，利用故事教学法可达到识字的教学目标。比如

教师在引领学生学习“蛙”这个生字时，教师可以围绕“青

蛙”设计一个小故事，并在故事的内容多次提出“蛙”这个

字，学生能够通过反复听到“蛙”而认识蛙并理解它的含义。

（三）创建识字活动巩固所学知识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会每日学习新的生字，如果未引领

学生回顾以往学习的汉字，学生会产生遗忘的现象。因此，

教师应在每日引领学生学习新字之前，对于以往学习的生字

引领学生复习。复习时也要采取有效的教学方法，可以激发

出学生积极参与复习中的思想意识。比如在复习“回”这两

个生字时，教师可以同样采用猜字谜的方式：“大口加小口，

匆匆往家赶。”学生可根据表述的内容猜一猜汉字，并且教师

可告知学生这是前几节课学习过的生字，为学生的思考指引

方向。通过这样的措施，学生的复习兴趣被有效激发出来，

并且积极运用自己的思维回忆以往学习的生字，在搜集出

“回”这个字后，可快速地回答出来。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小学低年级学生在学习生字时会因为枯燥而

缺乏学习兴趣，而语文学科的知识需要通过日常积累的过程

提升汉语言应用能力。因此，教师在引领小学低年级学生学

习生字时，要注重培养学生自主识字的意识，能够在教学中、

日常生活中自主学习新的汉字，进而不断丰富学生汉字知识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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