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识字教学是低年级语文教学的重点，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语文课程标准》在第一学

段识字学习目标中明确指出，要让学生喜欢学习汉字，有主动识字的愿望。如何培养低年级

学生的识字能力是低年级语文教学的“重头戏”，通过各种渠道引导学生识字至关重要。

关键词：识字能力；低段教学；小学语文

孙佳超

部编版小学语文低段识字的优化教学

分的卡片，要求学生用最快的速度，

把“ 足 ”、“ 兆 ” 组 合 成“ 跳 ” 字。

接着让学生说说“跳”为什么带“足”

字旁，有学生说：“跳是用脚的，所

以是足字旁。”

心理学研究表明，低年级学生

的有效注意时间短。根据这一特征，

教师可带领学生开展识字游戏，激

发学生识字的兴趣与愿望。快乐的

教学氛围，唤起了儿童的学习兴趣。

这样既能帮助儿童记住字形，理解

字义，又能培养儿童的口语表达、

想象能力和创新意识。

( 三 ) 以奖励诱趣，激发识字动力

如在学习“收获”一词时，有

位学生说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笔者连忙表扬他：“你回答得真好，

用一句学习的名言说出了收获的含

义。”于是，笔者立刻把这句话写到

了班级的学习栏里，并作为班训。

这样时时处处挖掘学生兴趣的源泉，

给他们以亲切感，能够为他们带来

识字的动力，促使他们积极主动地

识字。

低年级学生思想单纯，喜欢被

夸奖，只要教师表扬他们，便劲头

十足，往往会有出色的表现。因此，

在日常教学中，每当学生有点滴进步

时，笔者都会适时地鼓励评价，让

学生及时体验到识字的成就感、喜

悦感，从而调动他们对识字的兴趣。

二、 以方法为抓手，帮助学

生学会识字

( 一 ) 识中辨，掌握造字规律

如《语文园地》中的“浇、烧、

挠、晓”等字，教师可让学生分析

字形，学生都知道是左右结构，左

边是日、火、三点水及提手旁，右

边都是“尧”。让学生分别读“尧”

和“浇”“烧”“挠”“晓”字，知道

烧与火有关，因此是火字旁；浇与水

有关，因此是三点水旁；挠与手有关，

因此是提手旁，等等。

遇到类似情况都采用此方法，

学生便能有所领悟。教师还可以引

导学生运用“加法”“减法”和“换

法”，使他们加深对形声字构字规律

的认识，大大提高了学生识记生字

的效率。

一、 以兴趣为前提，促使学

生乐于识字

( 一 ) 以情境诱趣，创设新奇教学

情境

如在教学《风娃娃》时，教师

扮成风姑娘，说：“今天，风姐姐带

你们到大森林去送信，想去吗？一

起坐上小火车吧。”小火车出发了，

小学生的学习兴趣被调动起来，这

时教师又告诉他们只有完成了本课

的识字任务，火车才能顺利到达目

的地。于是，小学生就按分好的小

组合作学习生字，交流识字方法，

互相帮助，在浓浓的兴趣中就愉快

地识记住了生字。

低年级的学生活泼好动，颜色、

声音、动作等都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令他们产生浓厚的兴趣。在识字教

学中，教师应打破原有枯燥乏味的

单纯识字模式，创设新奇有趣的识

字情境，激发学生的识字兴趣。

( 二 ) 以游戏诱趣，发现构字规律

如“ 找 朋 友 ”， 在 教 学“ 跳 ”

字时，把它分别制成足、兆两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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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识中用，培养遣词造句

如教学“重”时，学生一口气

说了重量、重心、重金、重要、重视

之后，卡住了。这时，笔者及时引导：

“要是把‘重’字放在后面，能组什

么词呢？”学生恍然大悟，又组出

轻重、举重、负重、承重、体重等，

一连说了十来个词，极大丰富了学

生的词汇量。

低年级学生的词汇大多是两个

字的双音词，而且常常是把新字放

在首位模式化地去组词。教师要有

效引导，开拓学生思维，培养学生

遣词造句的能力。

( 三 ) 识中思，促进独立思考

如教“器”字时，有的学生这

样说，上部分是两个口字，中间是一

个大字右上角加一点，下部分是两

个口字。这样识记比较凌乱，容易忘。

笔者就询问学生：“有没有更简便的

方法记住这个字呢？”学生认真地

思考着，有位学生举手说：“老师，

我有一个好办法，中间‘犬’就是狗，

四个口围着一条狗。”这位同学富有

想象力的发言赢得了全班同学的热

烈掌声。通过这样引导，学生识记

字时就乐于积极思考，能用形象简

便的方法去记住生字，从而提高了

识记生字的能力。

三、 以积累为基础，培养学

生良好的识字习惯

( 一 ) 生活积累，形成识字敏感

在一节课结束后，笔者会鼓励

学生做生活的有心人，注意自己生

活周围所看到的一些生字，然后利

用学过的识字方法去主动识字。例

如， 在 家 中， 可 以 让 家 长 在 电 器、

家具、玩具等地方贴上名称。外出

时，认一认车站牌、广告牌。这么

一来，一处处生活场景、一件件家

庭摆设都成为引导学生识字的鲜活

资源，拓宽了学生独立识字的渠道，

使识字与其生活实际巧妙地结合起

来，唤起了学生大脑皮层中沉睡的

信息，产生亲切感，提高其识字效率。

( 二 ) 体验积累，锻炼自主识字

例 如，“ 识 字 成 果 展 示 ” 让 学

生把在课外认识的生字写在卡片上，

做成自己喜欢的形状，并涂上自己

喜欢的颜色，然后进行评比，选出

比较好的作品贴在教室“我的作品”

中进行展示。学生的作品很多，有

识字娃娃、识字树、识字苹果、识

字月亮、识字太阳等很多形状。学

生在不断识字的过程中反复锻炼自

主识字的能力，既增长了见识，开

阔了眼界，又丰富了词汇，增强了

自信。

在教好生字的同时，笔者也会

采取多种方式组织和引导学生开展

丰富多彩的识字活动，如猜字谜专

场、词语接龙大比拼、评选“识字

大王”、识字成果展示、“夺红旗”

等兴趣盎然的竞赛活动。（作者单位

系杭州师范大学附属文正小学）

（上接第 102 页）好人好事层出不

穷、善行义举普撒大地的生动局面。

（1）要营造宣传氛围。通过交流平台、

电话热线等媒介及时了解群众的想

法，围绕“群众希望了解的”和“需

要群众了解的”这两个重点，及时宣

传报道有关见义勇为工作的相关情

况，推介见义勇为工作中涌现出来

的亮点和先进典型，介绍见义勇为

工作政策措施，正确把握宣传方向，

通过舆论引导形成全社会关注、支

持、监督见义勇为工作的良好局面。

（2）要发展宣传主体。新的形势和

任务要求“谁来宣传”方面不仅要

有专业的宣传部门和宣传主体，也

需要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作为

党的执政骨干的各级领导干部树立

“人人都是发言人，个个皆是宣传主

体”的理念。要积极发动身边的每一

位共产党员主动拿起“麦克风”，率先

成为见义勇为宣传者，并自觉把善心

善行散播到日常生活中。（3）要拓宽

宣传渠道。在充分利用广播、报刊、

电视等传统媒介基础上，积极利用

新兴媒体，如创建微信公众号，拍

摄微电影，上传短视频等。（4）要

完善宣传内容。这是帮助民众打消

“能不能为”思想顾虑的一种有效方

式。鼓励见义勇为之举，但不鼓励

莽为之举，要注重引导民众当“不

能为”时是否可以借助外力做到“能

为”，当“能为”时更要注重保护好

自身安全，要掌握好方式方法，不

可鲁莽行事。尤其是要注重对青少

年群体的引导，当面对他人处于危

难时，一定要结合自身能力考虑。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

对于一座城的文明发展亦是如此。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提高政治

站位，让见义勇为精神在新时期不

断发扬光大，着力汇聚起仪征高质

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向“强富美高”

新仪征目标奋进。（作者单位系中共

仪征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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