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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学语文是小学阶段学生重点

学习的课程之一，同时也承担着学

生启蒙教育的重要角色。因此，小

学语文教师要更加注重学生学习意

识和学习兴趣的培养，让学生形成

专业的学习意识和学习认知。在小

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会学习

和接受学习比学生真正掌握学习内

容的多少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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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一年级语文字理识字教学研究

式仍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导致学

生没有真正享受到字理识字教学的

优势。

二、 小学一年级语文字理识

字教学的策略

( 一 ) 注重解析词义，帮助学生

更好地理解文字内涵

我国的文字从构成方面来看，

主要包括象形文字、指示文字、形

声文字等。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

文字的诞生和表达都有十分具体的

材料作为参考。因此，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注重词义的讲解，让学生认

识到文字的意义和内涵。教师要善

于将文字的构词法和更深层次的意

义用学生能够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

同时，在一年级语文字理识字教学

中，教师要注重对学生学习能力的

引导，帮助学生调整学习状态和学

习态度，让学生尽快适应语文识字

学习。例如，在部编版一年级语文“天

地人”识字教学中，在学习“上”和

“下”时，教师可以将这两个字结合

在一起进行讲解。教师可以先让学

生观察这两个字的表达方式，再给

学生讲解这两个字的构词法，从而

提高学生的记忆效果。

( 二 ) 利 用 图 片 或 卡 片 等 形 式，

提升学生识字兴趣和效率

在一年教学阶段，教师除了要

转变学生的学习意识和学习状态，

还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学

习的能力。进入义务教学阶段之后，

教学的要求会逐渐提高。因此，在

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

语言的诞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必要性需求，在此基础上诞

生了记录语言的符号，那就是文字。

文字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和演变已

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性质和状态。

在我国基础教育中，识字教学一直

是教育教学过程中最为基础的部分。

在小学语文教学阶段，尤其是在一

年级语文教学阶段，实现识字教学

的跨越性发展对于教师和学生而言

都是一项有难度的挑战。字理识字

教学从其本质来看，能够最大限度

地降低学生对于识字学习的抗拒感，

能够适应现代教学的具体需求，深

入教学实践帮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

解知识。字理识字解释了文字的构

成依据和产生的条件。从该方面学

习和入手，一方面能够激发一年级

学生对于语文识字教学的学习兴趣

以及好奇心，激励学生不断进行探

索和求知。另一方面，字理识字能

够帮助学生快速了解文字的产生和

由来，为日后对文字的深入理解打

下坚实的学习基础。

一、 小学一年级语文字理识

字教学存在的问题

在一年级语文字理识字教学中，

还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问题。第一，

在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没有意识

到字理识字教学的意义和重要性，

对于学生字理识字方面的引导不够，

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学习注意

力不集中等情况产生。第二，在教

学实践中，部分教师对字理识字教

学的理解和执行度不高，在教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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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自主性；在教学方法的选择

方面，教师也可以选择相对适合和

接近该年龄段学生学习需求和学习

状态的方式，从而充分调动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比如，在

教学“日、月、水、火”等文字时，

教师可以将文字所对应的物体用图

片的形式展示，以提高学生学习的

效率。

( 三 ) 联系生活画面，激发学生

的想象力 

大部分小学一年级学生对学习

还没有形成十分清晰和明确的认识。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

引导学生的学习意识，使学生可以

自主学习。建立一个好的学习习惯，

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而言有着极其

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一年级学生对

事物的认知还不够明确，教师要善

于从学生熟悉的生活实践出发，构

建学习和生活之间的联系，从而有

效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

例如，在部编版一年级语文“春夏

秋冬”识字教学中，教师要善于结

合春、夏、秋、冬的具体景物以及

环境的变化，帮助学生学习和理解。

再如，在教学“春风”时，教师可

以让学生回忆和想象微风吹拂细柳

的场景和画面，帮助学生加深理解。

( 四 ) 抓好课堂教学

图文并茂法。低年级学生以直

观形象思维为主，他们往往更喜欢

色彩鲜艳且美丽的图画，如果教师

能够把枯燥无趣的文字转变为色彩

丰富且极富趣味性的图画，一定能

激起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在教学

“燕”字时，找到楷体“燕”字中燕

子对应的头部、身体、翅膀、尾巴，

让文字变得更加直观、形象。学生

一方面理解了“燕”字的形成特点，

另一方面在日后书写时也避免因笔

画多而写出错别字。

猜谜法。例如，教师在教学“香”

字时，可以出示谜语“千字头，木

字腰，太阳出来从下照，人人都说

味道好。”这样的认知可以在学生心

中慢慢渗透，学生在日后的识字中

也可以出一则谜语，帮助自己识记

生字。

字族文识字。一年级语文下册

“识字三”中，通过“青”字家族的

一个字族文带领学生识记了“青、请、

清、情、晴”等生字；在教学“也”

字时也通过字族文“有水能养鱼虾，

有土可种庄稼，有人不是你我，有

马走遍天下”学习“也、他、地”，

并拓展了“池、驰”两个字。字族

文读起来朗朗上口，容易记住，教

师可以借此帮助学生准确区分同音

字和形近字。

溯源法。在教学“羊、鹿、象”

等字时，通过讲述它们的发展演变，

知道现在的“羊”字从何而来，不仅

直观形象，学生理解起来也更容易。

动作演示法。《小猴子下山》一

课中有很多关于动作的生字，如“掰、

抱、摘、扔”，这些字都有提手旁；

虽然“掰”没有提手旁，但其中包

含“手”字。可见，这一类字都和

手部动作有关。学习这样的生字可

以通过动作示范让学生领会动词意

义，鼓励学生联系生活实际做动作，

掌握动词构形特点。

故事法。在教学“休”时，教

师可以先给学生讲一个故事，“有一

个人在走路，走着走着感觉自己十

分劳累，此时他刚好看见路边有一

棵大树，便靠着大树休息了一下，

因此‘休’这个字，结构就是左边

一个人，右边一棵木。”这样的方式

可以帮助学生更快识字认字，学生

也可以通过积累，自己给字编故事。

( 五 ) 用好课外元素

通 过 课 堂 教 学 的 引 导、 感 染。

一年级语文教师可以在学生有了一

定的学习兴趣后，推荐学生阅读一

些适合他们的有关汉字的书籍，在

课外阅读中识字。每读完一篇自己

喜欢的文章，都让学生用自己喜欢

的 方 式， 如 思 维 导 图、 学 习 小 报、

小视频等，记录下自己的学习收获。

这个过程是学生将课堂中学到的识

字方法用到课外学生中的过程，也

是对课内知识巩固拓展的过程。在

汉字小报的制作中，学生会呈现汉

字的演变、故事；思维导图则帮助

学生理清学习思路，理顺所学内容。

这样的过程也是提升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的过程。

举办与汉字文化相关的活动。

追根溯源，汉字演变到今天不是一

个个简单的符号，而是祖先的智慧，

是一幅幅动态的图画，是一个个“精

灵”，在《十二生肖》的汉字动画

里，学生可以充分体会到这些“精

灵”的灵动。当汉字以直观形象，

如画、如故事般出现在学生面前时，

他们才会印象深刻。当学生在学习

汉字时就像在看一个个有趣的故事、

欣赏一幅幅美丽的画，学生才会有

欲望去学习，形成自主识字的能力，

提高识字效率。

在小学语文教学阶段，字理识

字教学是教学中的重点以及难点内

容。教师要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注重

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积极调整

学生的学习意识和学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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