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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教研·校园

识字是文化启蒙的基础，识字的数量、速度

直接决定着阅读质量和写作水平的高低，制约着

个体智慧和思维的开启程度。识字教学在小学

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地位。随着新课程改革的

推进，素质教育强调识字教学要与时俱进——减

负增效，教师要利用激趣识字方法促进识字教

学，让学生因为激趣的识字方法而形成自主识字

的意愿和习惯。

画画识字

《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识字教学要“运用多

种 形 象 的 教 学 手 段 ，创 设 丰 富 多 彩 的 教 学 情

境”。运用绘画激发学生兴趣，减少教师的课堂

纪律维护以及调动兴趣的引导。教师的教学能

真正被学生吸收，完成教学目标。

1.绘画“马”的图片，学习“马”字

①绘画“马”的图片，利用图画讲解。（老师可

向学生提出问题：这幅图你觉得像什么字？）

②之后老师可根据学生回答出示生字。

③让学生认读生字，相互读准字音。

④教师讲解“马”从古代的象形字演变而来，

我们能利用这种绘画一眼就能认出生字。从绘

画中解释马的含义：一种四条腿，长尾巴，跑起来

飞快的动物。

2.绘画“夫”的图片，学习“夫”的生字。

①绘画“夫”的图片，利用图画讲解，借此向

学生提问。

②根据学生的回答出示生字。

③教学生认读生字，要求学生相互读准字

音。

④教师讲解“夫”从古代的象形字演变而来，

我们能利用这种绘画一眼就能认出生字。从绘

画中解释夫的含义：一个戴着帽子伸开双臂劳作

的人，例如马夫、农夫等。

画画能引起低段学生的兴趣，从而引领学生

走入课堂，能快速地集中学生注意力，课堂氛围

也会变得轻松又有趣，增强课堂效果。

儿歌识字

儿歌是儿童喜欢的文学形式之一，孩子们在

儿歌朗读中能习得韵律美，在编写儿歌当中对生

字的字形、字义和偏旁进行理解和识记，更利于

识记生字。

1.儿歌识字方法一：偏旁凑凑凑

①出示儿歌：双耳加日阳阳阳。

②学生认读，同桌相互认读。

③请同学们说说发现（偏旁或两部分凑成生

字）。

④再出示相同的儿歌，让学生认读：女字加

且姐姐姐；水字加皮波波波。

很多生字可以用偏旁凑一凑，或者两部分加

一加的方法来识字，把这个部分用儿歌编起来，

更琅琅上口，便于识字。

2.儿歌识字方法二：根据写法编儿歌

①出示儿歌：大口吞小口（回）

②让学生自己认读，再让同桌间相互认读。

③请同学们说说各自的发现。

④再出示相同的儿歌让学生认读：左边来个

瘦瘦人，右边来棵胖胖树（休），一张大嘴吃不完，

两张小嘴来帮忙（品）。

很多生字还可以根据这个字的写法来编写

儿歌，不仅识记了生字，也记住了生字的写法。

儿歌琅琅上口，学生易朗读，学习氛围良好，

且互动多，孩子的注意力会更集中。若集中穿插

编写练习部分，学生的动手能力还能得到进一步

提升。

动作识字

爱动是学生的天性，老师要设法在课堂中让

学生动起来，再穿插知识点，这样学生更容易识

字。

1.学习生字“捡”

①出示生字“捡”，检查认读情况。

②演示“捡”这个动作，添加解释，人用手蹲

下去捡东西。所以是提手旁，右边最上边是个人

字。

③请同学们相互做做动作，并认读生字。

④给生字找找好朋友，组词，看看能不能用

动作演示出来，让大家来猜一猜。

教师的动作教学很具象，学生易理解，而且

运用范围更广，课堂氛围也会变得轻松有趣。

识字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中之重，小学语文

教师务必要利用有限的时间去唤醒学生对识字

的无限热情，激发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更爱识字，

要善于发现各类识字方法，慢慢养成自主识字能

力。真正做到识字教学过程“身轻如燕”，实现语

文课堂“减负增效”。

对“巧妙解字，激趣识字”的研究
莲都区水东小学 吕小妃

文字是构成语言内容的基本单位，也是语文

学习的根本所在，是小学生打开精彩语言世界的

必备钥匙，是感受绚烂文化的重要前提。不同于

拼音文字，现代汉语由象形文字逐渐演变而来，随

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新兴事物出现，人们对

客观世界的认知不断丰富，汉字的释义也愈发宽

广，字典也就成了独有的语言工具书。

小学阶段是学习语言的关键时期，拥有一个

正确的文字学习方向和高效的方法能够为建立一

个完备的语言系统打下夯实的基础。小学生通过

查字典可获得文字的正确释义，树立对文字规范

的识字和写字方法。

字词学习的意义

1.提升语言感知能力

孰能生巧，语言是一门不断运用的学问，学生

在小学阶段汲取知识的内涵，必定是来自纸面的

文字或日常的对话交流，对文字的理解程度直接

关系到语言学习的快慢和深浅，而笔者所理解的

“语言的感知能力”即是在掌握了一定的文字基础

上，产生的对语言运用的理解能力。查字典即是

查语言文字，不断地和文字“打交道”便是提升语

言感知能力的关键途径。

2.培养阅读兴趣

小学阶段的常用识字量大约在三千字左右，

识字过程本身较为枯燥、乏味，而阅读是饶有兴致

的一件事情，在阅读过程中碰见的生字生词，需要

借助字典来进行解释，在理解字词的意思后方能

将语句融通，从而体味文章的“趣味”。

如何“用好字典”

1.善引导

教师是学生学习道路的引导员，通过合适的

方式让学生学会、学好“查字典”是每个小学语文

老师的必修课。机械地查字典是枯燥无味且效率

低下的，甚至容易让学生对“查字典”产生厌恶感，

对于一字多义的教学难点，教师更需要联系字词

所处的语境，配合教学进度，通过设计多彩有趣的

教案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明白字词的含义。

以“会”字为例，它在字典里的解释既有“会

面、理解”的意思，又包含了“有一定目的的集会”

等多重含义，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对后者往往缺乏

深刻的认知，老师可以联系字典释义和创新语境，

让学生们明白每周一的集体升旗仪式，是一次重

要的“会”，在会上，我们和全校师生会面，“学会”

爱国主义知识，在情境中引导学生翻阅字典让语

文学习事半功倍。

2.多思考

小学阶段，学生的文字储备量较低，遇到新字

与难字是语文学习的常态，翻阅字典的过程即是

获得新知识的过程。一方面，将字典里的释义带

入语境中要避免“想当然”，多思考整句话的整体

意义，多看一遍字典里的例句和释义，为语境中的

字找到最正确的解释。另一方面，对一个生字或

生词的学习要做到举一反三。例如“清澈”一词，

可以形容水：一湾清澈的河流；形容一个眼神：一

双清澈的眼睛；形容一颗赤诚的心：清澈的爱，只

为中国！学生在理解字面含义后，需要发散思维，

不断联想，在思考中加深对字词的理解，达到熟练

掌握知识的效果。

3.勤翻阅

字典是汉语的权威解释，桌前常备一本方寸

大小的字典，利用零散的时间随意翻阅，“漫无目

的”地将字典当作一本期刊读物，在轻松的状态下

享受汲取新知识的无穷魅力。所谓“书读百遍其

义自见”，熟读书籍，才能真正领会其中的含义，将

翻阅字典培养成惯性，让学习变得更加主动。

语文课程是学习语言知识和文化的综合体

现，字典作为语文学习的工具书，各级语文老师需

要结合教学实情，做出正确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

查字典的习惯，真正做到让字典为语文学习所用。

谈“查字典”在小学语文学习中的重要性
莲都区中山小学教育集团中山校区 潘萧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