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生正处于能力与思想认知的高速发展时期，

在此时期，教师给予的正向引导与教学辅助，可以帮

助小学生迅速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与道德品性。语文

虽为一门语言类学科，但其教育目标并不限于培养学

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还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弘

扬民族精神，所以语文教师若要贯彻落实文化传承目

标，就要懂得借助语文教育平台，不断优化识字教学

模式，使学生透过文字感受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

一、 小学低年级语文识字教学中融入传统

文化的价值

( 一 ) 激发学生的识字兴趣

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无论是知识的吸收还是

技能的掌握，唯有学生对眼前事物抱有强烈兴趣时，

才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所以小学语文教师

若要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就要懂得以

“激趣”为原则设计教学活动。识字是语文学习的基

础，若小学语文教师的识字教学内容枯燥、模式单一，

会导致学生兴趣不足，无法提高教师的教学效率，而

将传统文化融入其中，则能够在帮助学生识字的同时，

让学生感受到文字背后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进而帮

助学生开阔眼界，激发学生探索与学习的兴趣。

( 二 ) 提高识字教学效率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载体。教师通过为学生讲

述汉字背后的故事与寓意，强化了学生对汉字知识的

记忆，利用汉字的演变与汉字的造字规律，使学生感

悟汉字的悠久历史，以及汉字之于中国人民发展的重

要意义。小学生正处于思维活跃的年龄阶段，所以相

较于死记硬背，充满趣味性的识字活动能够更满足学

生的喜好。教师在识字教学时加入优秀传统文化，可

以达到传承文化的目标，同时对提高小学生的语文识

字效率大有裨益。

( 三 ) 丰富学生的文化内涵
语文这一学科意在向学生传授文学知识的同时，

传播文化，渗透优秀民族思想。识字作为语文教育的

基础环节，更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途径。基于文化传承的小学语文低年级识字教学有助

于丰富学生的文化内涵，在潜移默化中给予学生思想

基于文化传承的小学低年级
语文识字教学
阿里米拉·那比

摘要：文字是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古今中外无数具有参考与研究价值的文献

皆以文字为主要记录方式。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年历史文明的大国，其背后积淀

的文化宝藏数不胜数，这些文化宝藏各有其特点与传承价值，值得每一个中华

儿女弘扬与传承。在素质教育理念的指引下，文化传承成为教育领域的重要内

容。利用语文识字教学渗透传统文化，能够达到为小学生的文化学习奠定基础

的效果。基于此，文章就文化传承背景下的小学低年级语文识字教学展开研究。

关键词：文化传承；小学低年级；小学语文；识字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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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精神上的正向熏陶，进而使其文化修养得以不断提

升。通过历史故事、文学典故等资源，将汉字与传统

文化衔接起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深刻感受

中国汉字文化的博大精深。

二、 小学低年级语文识字教学的现状

识字是语文学科的学习基础，也是小学生最初接

触到的语文学习内容之一，识字量直接影响着学生今

后的语文阅读与写作学习。所以提高识字教学的有效

性是语文教师一直致力研究的教育目标。小学生正处

于识字能力的萌芽阶段，激发学生自主识字兴趣有助

于提高识字效率。但纵观当下，一些低年级学生的识

字兴趣不高，识字能力也存在着些许不足。低年级学

生受到年龄阶段的影响，自律性较弱，在学习汉字的

时候需要家长和教师时刻监督，缺乏学习的自主性和

积极性。同时，因年龄较小，大多数低年级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很容易产生畏难心理，对汉字的记忆大多是

死记硬背，缺乏更为深刻的理解，这就容易导致初学

汉字的小学生识字效率不高。

三、 基于文化传承的小学低年级语文识字

教学具体策略

( 一 ) 结合人物典故，渗透爱国精神
小学生正处于思维活跃的年龄阶段，相较于枯燥

乏味的理论知识教学和死记硬背式的识字学习，学生

会更加喜欢通过听故事的方式来感受汉字文化。在中

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积淀下，涌现了大量的先进人物，

这些人物的身上凸显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也

蕴含着无数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小学语文教师为了

提高识字教学有效性，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可以结合学生思维活跃的特点，深度钻研教材内容，

充分发掘教材中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资源，在识字教学

中巧妙融入利用先进人物的典故来点燃学生的识字兴

趣，使学生在听故事的过程中激发思想和情感，能够

抱有强烈的积极性和浓厚的热情融入教师所构建的识

字学习活动中，从而达到拉近学生与汉字之间距离、

提高其汉字应用水平的效果。比如，在教学“光”这

一汉字时，教师可以借用“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让

学生在把握“光”这一汉字的读音和写法的同时，感

受司马光机智勇敢、遇事不慌的优秀品质，再结合故

事展开对“光”字的深度学习，在提高学生汉字学习

质量的同时，也为其优秀道德品质的养成奠定扎实基

础。又如，在教学小学语文人教版一年级《大小多少》

这篇课文时，针对文中的“牛”这一汉字，教师可以

为学生讲述王二小的故事。故事中放牛娃王二小与敌

人斗智斗勇、不畏艰险，歌颂了王二小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听故事的过程中，学生会被王二小为国牺牲的英勇

精神深深吸引与感动，在敬佩这一小英雄的同时，也

可以对“牛”这个字产生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记忆。这

种应用人物典故的教学方式，既能够激发学生的识字

兴趣，又可以有效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

进学生综合素养的发展。

( 二 ) 借助信息技术，提高识字效率

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由

科技衍生出来的先进技术与便利资源被广泛应用于各

行各业中，且取得不小的成效。与此同时，教育界也

开展了以信息技术为助力的信息化教学模式革新，将

先进信息技术融入课堂教学中，能够起到提高教学效

率、烘托课堂教学氛围的效果。小学语文教师在组织

学生开展识字学习的过程中，可以借助信息技术将原

本存在于课文中的汉字更为直观且动态地展现在学生

面前，让其感受汉字的演变过程及汉字的构造，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加深其对该汉字的印象。

汉字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语言文字之一，每一个

汉字都有其独特的意义及内涵，也彰显了自己独特的

价值。在小学语文低年级识字教学过程中，为了帮助

学生更好地理解汉字的含义、提高其学习效率，可借

助信息技术中的图片、视频、动画等形式，使汉字变

得更加直观、生动。例如，在教学“木”字时，教师

可以让学生通过动画片观看“木”字从甲骨文到现代

汉字的演变过程，以及了解其富含的意义。这样的方

式不仅能够便于学生理解汉字，也可以加深学生对这

一汉字的记忆。然后带领学生展开对“木”字的书写，

通过多媒体视频的演示，掌握笔画顺序，降低学习难度。

在“木”字的学习过后，教师也可以带领学生进行适

当的拓展延伸，比如“木”字在生活中的运用，通过

讲述中国优秀木匠鲁班的故事来加深学生对这一汉字

的认知；也可以将其拓展延伸为“林”和“森”二字，

通过层层递进式的引导，让学生知道森林是由许多树

构成，所以“森”字是由三个木构成，同时对小学生

渗透爱护环境的意识。小学语文教师借助信息技术，

落实德育教育的目标，在丰富课堂教学内容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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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 三 ) 开展趣味游戏，激发学生兴趣
小学生正处于活泼好动的年龄阶段，所以相较于

枯燥乏味的理论知识学习，学生会更喜欢通过充满趣

味性的学习活动来获取知识和掌握技能。因此，为了

激发学生的汉字学习兴趣，教师可借助充满趣味性的

游戏来烘托课堂教学氛围，开展识字教学。游戏是小

学生喜闻乐见的学习活动，在游戏中学生能够抱有更

多的热情参与交流和互动，在游戏的过程中提高学生

的团队意识和竞争意识，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大有裨

益。在小学语文的识字教学过程中，要想有效渗透优

秀的传统文化，就要将其融入游戏中，进行适当整合，

力求在营造趣味游戏氛围的同时，使学生感受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并在游戏的过程中感受古人的

智慧与生活情趣，让学生在玩中学、在学中玩，实现

寓教于乐的目标。

比如，在教学小学语文人教版一年级《一个接一

个》一课后，语文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为汉字找

朋友”的游戏，结合中国传统民间游戏“找朋友”进

行创新，将本堂课所学到的“种”“接”“伙”“伴”“趣”

和“样”等汉字的偏旁部首进行拆分，分别张贴在提

前准备好的头饰上，让学生带上这些头饰，找到与自

己能够构成一个完整汉字的好朋友。在“找朋友”的

过程中能够巩固和加深学生对本堂课所学汉字的记忆，

使学生感受到学习乐趣，提高课堂教学的趣味性。

( 四 ) 发掘文字渊源，感受汉字魅力
受传统应试教育理念的影响，许多语文教师往往

更加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而忽略学生的学习过程，

对于学生的识字学习更加注重识字的数量，而忽视了

识字质量。在此种教育理念的影响下，学生只能够死

记硬背汉字的字形与结构，没有做到深刻理解其中内

涵与渊源，对汉字的理解表面化和形式化。长此以往，

学生的学习兴趣不仅无法提升，还会影响到学习质量。

为了解决此问题，就需要语文教师积极更新教育观念，

在识字教学中秉持着以生为本的思想，重视学生的课

堂主体地位，给予其更多自主学习与思考感悟的机会。

低年级语文教师可借助发掘文字渊源来达到深化学生

理解的效果，通过让学生感受汉字的起源，将汉字结

构下的深刻内涵彰显出来，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使

其能够在获取汉字知识的同时也可以得到情感理解方

面的正向引导。

中国汉字有着象形，会意，指事，形声，转注，

假借这六种不同的造字方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

以开展对造字方式的分析，帮助学生感悟更多的文学

知识，使汉字的学习更为系统。比如，在讲解到“人”

字的时候，教师可以结合“人”字的象形特点，鼓励

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思考“人”字看起来像什么；

接着通过古时候“人”字代表着人力劳动的内容展开

讲解，使学生了解“人”字的由来，加强学生对这一

结构的认知；再让学生列举此前所学过的其他象形字

来达到巩固旧知识和学习新知识的效果。语文教师通

过讲解造字方法，让学生对汉字的学习更为热情，也

可以加深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不仅有效丰

富了学生的文学知识体系，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弘扬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随着素质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学生的

思想道德品质与人格修养发展成为教育领域的热点话

题，语文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成为帮助学

生增强爱国主义与民族自豪感的重要途径。作为低年

级学生的引导者与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小学语文教师

应充分发掘潜藏在语文课本中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粹，

借助识字这一基础教学在潜移默化中渗透传统文化，

使学生能够在识字的过程中感受文字承载的浓厚历史，

进而从中感悟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作者单位系新疆

阿勒泰地区青河县阿格达拉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参考文献

[1] 邹周 .统编版教材小学低年级识字教学有效策略研究 [D].西宁 :青

海师范大学 ,2022.

[2] 倪林 .趣味识字法在小学低年级识字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J].智力 , 

2021(33):94-96.

219

总第 234 期  课程教学与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