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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教研·校园

在平常的教学中，我们发现很多学生在做作

业，特别在写作文中，错字连篇，不是错写同音字，

就是错写形近字，甚至乱造字。字是文的基础，字

词写错，语言就不通，语句不通顺，文意就不能很好

地表达，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都会受之影响。可

见，抓好基本的字词教学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环

节。低年级是学生学习语文的初始阶段，我们更多

的是借助教材，教给他们原来已经存在的知识经

验。以下是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得出的一些让学生

更好识字的有效做法。

想象——给学生学习生字的拐杖

在学习生字中运用想象，能够有效帮助学生记

忆生字。我国的汉字是一种艺术性的创造，它结合

了数千年的文化灵魂，很多汉字具有能看字辨义、

读字辨形的特点。因此，引导学生领会这些文化精

粹是很有益处的。比如：认识“火”字的时候，与图

一齐出示，让学生先想一下，它像什么，然后告诉学

生，古人就是把熊熊的烈火用绘画描绘出来，便成

了一个“火”字。如此多次引导思考练习后，学生就

会说：老师，鸟字那一点就是它的眼睛，没有眼睛，

看不到东西就“乌”黑一片了，这样一来，学生就不

会把“鸟”和“乌”弄混了。

学习“专”字时，学生数不清它有几笔，有几个

学生说：老师，那个笔画就是一道闪电，一闪而过！

这真是好办法。在教形声字的时候，关键是让学生

弄清楚偏旁所表示的意思。如教“播”字时，学生会

说：农民伯伯用手（扌）把谷米撒在田上就成了播

字。于是每一个汉字的学习，笔者都会让学生先说

一说，这个字你看出什么特点，怎样去记，这样既培

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又发挥了想象能力。

生活——提供学生积累字词的源泉

低段的学生刚开始学生字时，认识的词是非常

有限的，但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生活体验，在日常

生活中，在电视中，甚至在玩耍中，头脑里有了这些

词语，只是不能够把它转化为语言表达出来。在教

学中，老师要根据儿童的特点描述词语意思，引导

学生说出这个词语或者是一句话来。另外还可以

用有趣的游戏认识字词，例如用“一”字开花，一个

人、一只鸟、一张桌子⋯⋯指导学生说出大量的数

量词，用“花”“树”，要求学生说出相关的植物，说出

他们玩游戏的名称、动作。笔者认为早一点学会用

字典识字对学生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而这并不是一

件困难的事。看见自己喜欢的词就把它记住，抄写

一下。当然，词汇的积累，重在理解运用。

阅读——帮助学生理解字词的手段

阅读，是字词教学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古语

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说明读比老师的讲解更

重要。学习一篇课文，首先要读通，利用课本的注

音扫除拦路虎，解决生字词，并要读准字音，读时做

到不加字、不漏字、不读错字。读的方式有很多，有

感情地集体读，分角色朗读，表演课文故事地读，结

合插图、动作、用心感受去读，都能有助于学生理解

课文，弄清课文中的重点词句。鼓励学生多诵读课

文，通过背诵积累词语，当学生认识了这些词语时，

运用时就会得心应手。从低年级开始，在儿童读物

越来越有趣，知识涉及面越来越广的时候，培养学

生读课外书，更能提高学习字词的能力，拓宽他们

的知识面。

质疑——提高学生识字的绝佳方法

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质疑也是学习

字词、理解字词的重要途径。为什么要用这个词，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能替换别的词语吗？让学生结

合上下文去意会。运用词语仿照课文说话，也是考

察学生是否理解这个词的重要方式。

字词是学生学习语文的基础，字词教学是语文

教学的根基，我们每一位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师都有

责任和义务帮助我们的学生打好这一语文基础，夯

实他们一生学习使用语文的根基，让我们的学生通

过“渔”收获“鱼”，使他们一生的语文学习、文字驾

驭都能无忧！

教学生识字如何“授之以渔”
丽水外国语实验学校 叶聪敏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育的效果

取决于学校家庭的一致性，如果没有这种一致性，

学校的教育、教学就会像纸做的房子一样倒塌下

来。”笔者所在的学校位于城乡结合部，很多家长

依然觉得教育是学校单方面的活动，只要孩子开

始上学了，万事有老师，不管是课上还是课下。对

于孩子成长过程所面临的问题，家长的参与度极

低，这种落后的观念迫切需要改变。大家知道，家

校关系良好才能共同为孩子撑起一片蓝天。如何

做好家校沟通，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用心，了解孩子的家庭背景

孩子接受教育的第一个环境来自于家庭，父

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们在班级管理中，总

会遇见形形色色的家长，性格、职业、文化程度、家

庭结构等等这些都是班主任日常工作中应该考虑

的因素。

笔者现在所带的班级是从一年级开始的，最初

接这个班的时候，通过家访、电聊、微信、朋友圈等

不同方式对本班家长进行了一个归类。我们班有

多个单亲家庭的孩子，还有重组家庭的孩子，这一

类型的孩子，大多父母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不多。

班上的小张父母多年来异地分居，从三四岁开始就

和爸爸两人生活。母亲又是外省的，长期以来缺少

家庭的温暖。通过几次接触，我发现小张爸爸玩心

重，还没有承担起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对小张不

管不顾，但是他对老师有一定敬畏之心，也就是这

点敬畏之心让我看到了希望。与这类家长沟通要

恩威并施，我喜欢面对面沟通，于是小张爸爸成了

我办公室的“常客”，另一边我也不放弃找小张妈妈

谈谈孩子的现状，一次次的面谈，一次次的视频电

话，我为小张换来了一个完整的家。

共情，搭建家校沟通桥梁

在班级管理中，大多时候很难做到班主任和

家长换位思考。家长觉得现在做家长难，班主任

觉得做老师难，家校彼此理解是一件非常不容易

的事情。我们不能一味对家长提要求，更应该静

下来听家长说话，才能让班级更有凝聚力，才能更

好建设班级。家长感受到老师的同理心，沟通就

会变得简单，在后面的日常工作中他就不会成为

一位拖后腿的家长，甚至能在班级中起到正面的

引领作用。

交心，善于与家长做朋友

在工作中笔者认为，一位和家长有距离的班

主任很难让自己真正融入到学生中。在七年的班

主任工作中，我觉得班主任更应该善于和家长做

朋友。因为我们和家长既志同道合，又是合作伙

伴。家长和老师在孩子成长中扮演着不同的角

色，并且各有优势，两者相辅相成才能让孩子更好

地成长。

都说隔行如隔山，在教育孩子时，面对孩子的

种种问题，很多家长一筹莫展，根本不知道如何应

对，有的甚至简单粗暴。怨老师怪孩子，面对这样

的家长，我们一定要诚心地帮助家长。

班上的小华，妈妈对孩子很没耐心，动辄打

骂，在她眼里孩子一无是处，导致孩子越来越不自

信，成绩越来越差，于是便形成了恶性循环，长此

以往对孩子伤害最大。于是笔者改变策略，先和

小华妈妈套近乎，然后在课上尽量把简单的问题

留给小华，给孩子展示的机会。若孩子的回答出

彩就在班级群里@小华妈妈，给孩子点赞！之后

私信家长，猜测她最近一定是很用心地教育孩

子。孩子和家长的表现都让我惊喜，隔了几天又

私信小华妈妈，还因为孩子上课认真，给孩子发了

喜报。之后小华妈妈说，她觉得自己应该反思，之

前批评太多了，以后要多表扬。对于小华妈妈的

表现，我马上给予了肯定，并且在自己的朋友圈表

扬了这位妈妈，认可她从反思型家长变成智慧型

家长，还发了班级点赞卡。并且告诉她要去赏识

孩子，发现孩子的闪光点，多表扬孩子才会多进

步，一味批评指责只会让孩子对学习失去兴趣。

从这以后笔者发现小华妈妈变了，会主动了

解孩子的学习情况，不像以前那么消极，对孩子的

学习也越来越上心了。这样的帮助，让我们的心

靠得更近了，也更利于家校沟通了。

其实班主任就是家校沟通的桥梁，我们在教

育教学中一定不能忽视和家长的沟通，不管多少

方法和技巧都应建立在以诚相待上。

搭起家校心桥 为孩子撑起一片天
莲都区联城小学 徐伶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