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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如何抓好低年级识字教学工作

◎黄婉励
摘要：在进行了一个学期的主题实验中我感觉能在语文课堂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那样学生就会爱上阅读，就是要

立足于课堂，依托教材扩展阅读，总结出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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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识字

写字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是 1―2 年级

的教学重点。”识字教学是低年级语文教

学的重要内容，也是教学的难点。这一阶

段，学生识字如何、养成怎样的识字习惯

和能力，对今后的识字及整个语文学习影

响很大。我在识字教学过程中，将儿童熟

识的语言因素作为主要材料，充分利用儿

童的生活经验，开展了识字教学，且识字

效率较高，主要是从以下几点入手的：

一、培养识字环境

在低年级识字教学中，识字不仅是一

项新的任务，更是一项重要的内容。积极

创设各种识字环境，引导孩子们认识生字，

牢记生字，掌握并在一定的句子语言环境

中运用所学习的生字。可以通过社会环境

识字。例如，在认识“灯”的时候，我就

引导孩子们，大家知不知道过马路要注意

什么。很多同学都会说：“红绿灯”。因

为大街是同学们经常走的路，对路灯也非

常熟悉，所以每个同学都能说上“红灯停，

绿灯行。”这时再让同学们认识“灯”，

就会将“灯”字印到学生的脑海里了。并

强调过马路一定要听灯的指挥，注意安

全。又比如在班级让学生采用轮流发放作

业本的“姓名识字”。引导学生展示自己

课外识字的成果，把一个人认识的字变成

全班认识的字。家庭环境识字也很重要，

这是孩子最为熟悉的环境，很多生字的认

识渠道来源于家庭生活。生活中经常遇到

的事情，对孩子们影响就会很大，因此，

识字教学要紧密结合学生生活，创设大家

都常见的家庭环境来引导孩子识字。比如

说“爸、妈、爷、奶”等生字时，我就找

几个学生，一个扮演家长，一个扮演孩子，

演示父母长辈的样子，边演示边教学生认

这些生字，孩子们就能在欢笑声中记住这

些字，轻松愉快地学习。

二、培养识字兴趣

在教学中，我发现学生识字的方法多

种多样，不拘一格。任何稚嫩的方法，只

要能成为学生识字的“良方”，我们都不

应该予以否定。当然还是需要对一些好的

方法，进行肯定和发扬，这样学生就可以

按自己的认知特点和需要来选择自己愿意

并能接受的识字方法。

（一）字谜识字

低年级小朋友活泼好动，用猜字谜的

方法，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从字

谜中牢记了字形。如教“暖”时，学生很

容易和“爱”字混淆。我给他们出了字谜：

爪字头下一个小朋友，坐在地上晒日头。

“是个‘暖’！”“那你们能变一变，使

谜底变成‘爱’吗？”“爪子头下秃宝盖，

小朋友团结多可爱。”

（二）顺口溜识字

这种方法以幽默风趣、朗朗上口的特

殊魅力深受小学生喜爱。它能满足儿童的

好奇心，激起他们学习和识记汉字的浓厚

兴趣；3、游戏识字。低年级学生识字学

得快，忘得也快。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通

过实践，我发现在识字教学中，最佳方法

是让学生进入“游戏乐园”，使学生在轻

松的氛围中，记住汉字，并能有效地防止

生字回生。

三、培养识字技巧

在识字教学中，引导孩子识字的方法

有很多种，可谓五花八门。老师可以用自

己独有的方式去认识事物，让孩子们在识

字过程中掌握识字技巧，从而更好地体验

和创造识字的乐趣，更加积极地去探索新

知。一是通过正音识字。我国人口众多，

方言现象非常明显，如何帮助学生掌握正

确的普通话的读音，就成了学习汉字的第

一关。在教学过程中，有些同学 n 和 l 不分，

经常把 ni 读成了 li，很明显，只要区分开

了声母，学生自然就会纠正带有这两个读

音的汉字；二是通过对比识字。比如在学

到“堆”字的时候，我就有意识地问学生，

“堆”字右边的部分我们在哪儿看到过，

当学生通过努力回忆，说出“准”“谁”“难”

的时候，我及时将它们写在黑板上，再不

失时机地让学生抄写在书上；三是通过象

形识字。中国的汉字有一部分为象形字，

它来源于对生活中实物形状的模仿；四是

通过查字典识字。勤查字典是主动识字的

一个重要有效办法。“查字典”是学生独

立识字的一个工具，也是语文的一项重要

技能。五是引导探究识字。让学生发现汉

字的规律，唤起学生主动识字的情感，这

是新课标所提倡的。

总之，在识字教学中，教师要结合儿

童的认知特点和心理发展规律，激发他们

的识字兴趣，教给识字方法，拓宽识字途

径，培养识字能力。在自主识字中提高识

字效率。就可以为高年级学习语文中的阅

读、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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