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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教研·校园

人生识字聪明始。识字是阅读、习

作的基础，也是低年级语文教学的重点

和难点之一。新教材大幅度提高识字

量，一年级第一学期要认 400 个常用字，

会写其中的 100 个。第二学期要认 550
个常用字，会写其中的 250个。如何把枯

燥无味的识字教学变得生动有趣？如何

提高识字的速度和质量是摆在我们广大

新教材执教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在

实践中，笔者进行了以下尝试：

寻找规律
让孩子在识字中体验快乐

在识字教学中，教师应努力做到让学

生去挖掘识字的方法和规律，培养识字的

能力，体验识字的乐趣，从而乐于识字，进

而主动识字。

抓住特点，认识生字：如在教学认识

同一偏旁的生字时，“早、星、晨、春、阳、

晚”应鼓励学生自己去探索它们的秘密，

发现它们的共同点，知道这些字都是与太

阳“日”有关联的，揭示构字的规律，起到

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效果。

对于会意字的教学，教师可帮助学

生揭示一些会意字的构字特点，编一些

朗朗上口的儿歌，如“不正歪，日光晃，三

口品”，从中了解会意字的构字规律，自

己学会同类别的字。

游戏识字，感受识字乐趣：在识字教

学中，教师还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

学习规律，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进行识

字教学，如摘苹果、走迷宫、找朋友、配配

对等，让学生在轻松、活泼的气氛里进行

有趣、有效的识字。如识“影”字，有学生

自编顺口溜：“红日高高挂，照在北京城，

投下三撇儿，那是它的影”。是不是生动

形象呢？

突破课堂，走进生活识字：语文学习

有着广阔的母语社会背景，教师还可指

导学生充分利用课本以外的教育资源识

字，坚持大语文教育观，突破封闭的课堂

和单一的课本，走进生活、走进社会。教

师可指导学生用本子自做一个“识字乐

园”，鼓励学生去认身边的字，生活中的

字，如各种商标、牌匾、广告牌、报纸，并

尽可能地把剪下来的字贴在“识字乐园”

上。

趣味评价
提高孩子的识字积极性

这个学期一开始，笔者看到学生很

愿意做涂色的小游戏，于是，我将所有单

元的课文题目隐藏在一张识字寻宝图

中，按照书上课文的顺序设计寻宝。寻

宝规则是这样的：每当学生掌握了一课

的生字，便可以将课题涂色。生字学完

后当天就通过的涂红色，第二天过关的

涂黄色，以后通过的涂绿色。这样学生

们的识字积极性很高，前两单元生字似

乎没费什么劲全班都涂上了红色。

就连识字困难的学生，常常放弃中午

时间来过关。之后，我在识字寻宝的规则

中多了一条这样条目：如果没有学习生字

前将课文中的生字认识了，可以在涂红色

的基础上描一条金边。我发现小金边不仅

带动了识字量大的孩子，哪怕有识字困难

的孩子也为了小金边在课外自学生字。到

开学第四周，全班 37名学生，有 20名学生

已认识了 20课的生字。

创设平台
提前阅读，以阅读促识字

为学生创造阅读的氛围：想让孩子喜

欢阅读，教师必须为孩子创造一个氛围。

首先，作为教师应该率先垂范，自己爱读

书，并让孩子知道你学识渊博，是因为你爱

读书。所以笔者经常在课外与孩子们一起

读故事书，还利用每天晨读的时间，由老师

声情并茂地朗读或讲述学生感兴趣的故

事。

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对于一年级的学

生，培养他们良好的习惯最重要，这就需要

老师在时间上给予保证，我每周拿出一两节

自习课让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把作业量加以

控制，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去读课外书。如

果学生每天都能坚持读书，哪怕每天只读书

15分钟，两年下来就会远远超过课标第一学

段 5万字的阅读量。这样不但增加了识字

量，还培养了学生自主识字的习惯。

为学生搭建展示成果的舞台：为了使

课外阅读更加深入，教师应该适时地组织

学生开展各种活动，为学生搭建展示成果

的舞台。如开展讲故事、课外朗读比赛

等。这些活动可以满足学生的表现欲和好

胜心，也会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同时

让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快乐，从而促进更好

的课外阅读。

说写结合
帮助孩子提高语文素养

语文课程应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言的

思想感情，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

言，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

使他们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

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提高学

生的人文素养。

在教学实际中，我根据学生年龄小的

特点，在班级开展“我来说”“我来写”的活

动，让学生紧密结合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

勤说勤写。

总之，识字和阅读是相辅相成、互相促

进的。只要采取多种方法和渠道，树立大

语文教育观，就可以从小培养学生的识字

兴趣、阅读习惯。学生就会把握住每一个

识字和阅读的机会，达到较好的识字目的

和提前阅读的效果，促进学生对祖国语言

文字的理解和运用能力，提高学生的人文

素养。

抓特点创舞台巧评价
——低年级识字教学之我见

青田县油竹实验小学 叶丽燕

丽水山清水秀，八百里瓯江源远流长，作为中国摄影之

乡，在学校开展摄影教育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学校依托丽

水摄影之乡的本土资源，立足校本，积极实践“童心童眼看世

界”摄影拓展课程。让学生用手中的镜头记录下我们光和影

的故事，完美感悟成长足迹的精彩瞬间，促进师生健康成长。

做好基地建设 给孩子建个家

创建摄影基地工作室：学校有一群热爱摄影的教师，喜

欢在工作和生活中捕捉最美的瞬间并传递瞬间的感动。在

他们的热情感召下，部分学生也跃跃欲试，开始尝试着用自

己的童心童眼去观察世界。于是学校抓住机遇，开设了摄影

兴趣课。在此基础上，学校在师资的培训、摄影社团活动的

组织形式、摄影活动内容以及评价维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

探索与实践，创设了“童心童眼看世界”社团。宽敞明亮并具

备先进设备的摄影基地工作室让社团的同学有了归属感。

建摄影名家作品展厅：为了让小小摄影师们深刻感受艺

术熏陶，学校创建了“摄影名家作品展厅”，90平方米的展厅

里展示着丽水本土摄影名家吴品禾、高金龙等人的一百多幅

经典作品。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感受到摄影艺术美，更重

要的是，让孩子们觉得自己跟“大师”的距离并不遥远。

建摄影校园：孩子们用自己的镜头拍摄下校里校外的精

彩瞬间，这些作品又装扮了校园的橱窗、廊道、宣传牌、展板、

走廊、楼梯等，艺术的熏陶辐射到校园的各个角落。

聚齐“一群人”做好队伍建设

学校摄影教育由点与面两部分组成。各年级摄影活动

课是摄影教育的普及面,学校摄影社团是摄影教育的提高

点。点面结合、点面互动是学校摄影教育运行机制的组成部

分。班级摄影爱好者由班主任推荐到校级摄影社团,这些孩

子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学习,掌握了一定的摄影基础知识,能
独立拍摄出一定质量的摄影作品。回到班级,这些学生就成

为班里的小老师和小摄影师,带动了班里同学开展摄影活

动。而学校摄影社团由于课外训练多,拍摄机会多,参赛机会

多,学生的拍摄能力相对较强。在学校的组织下,摄影社团的

学生也可以利用双休日或寒暑假进行校外采风。对创作出

的摄影作品组织参加各级摄影艺术节活动及各级各类摄影

比赛，以增强学生兴趣。

摄影教师对推进学校的摄影教育至关重要，学校的一批

专业摄影教师，为我校摄影教育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此外，一些家长也是摄影爱好者，也是孩子们兴趣的启

蒙老师。学校将学生、教师、家长三个层面的力量形成合力，

将摄影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同时，学校还利用现有的摄影

教育基地的优势，邀请摄影大师进校园，让孩子们跟大师们

面对面接触、零距离对话，促进孩子们在摄影道路上健康成

长。

把课程融入生活 让童心童眼看世界

天宁小学推崇“适性”教育，以兴趣为切入点，开设摄影

社团，成立摄影协会，培养爱摄影、懂摄影、会摄影，把摄影作

为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的学生和教师。在教师的努力下，天

宁小学从学校的实际出发开发了校本课程《童心童眼看世

界》。学校以《童心童眼看世界》拓展课程的实施为载体，根

据课程实施教学，学生在课程学习中提升摄影的技能，增强

摄影的兴趣。

社团开展的各类摄影活动，以校园活动和生活为载体，

让孩子们学会记录校园中的点点滴滴。学校还开展了一系

列文化节、艺术节、体育节，以此为契机，让孩子们来跟拍抓

拍，内化于行，感悟

校园之美。

除 了 学 习 时

间，学校老师还引

导孩子们拿起相机

经常到外面转转、

看看、拍拍,一边学

习,一边感受……让

孩子们学会仔细观

察生活,观察周围的

事物,用手中的相机

传播美，传递爱，让

摄影见证每一个成

长的足迹。

走进光影世界
促进健康成长

——浅谈“童心童眼看世界”摄影拓展课程
莲都区天宁小学 高超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