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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教研·校园

识字是语文学习的起点，是学好语文的基

础，识字教学是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低年级的语文以识字教学为重点，教

师要抓住低年级学生的心理特点，运用新颖多

变的方法进行识字教学，激发学生对识字的主

动性，让学生在快乐的环境中积极地学习识字，

乐于识字，提高识字效率。

图片识字图片识字
让学生对象形字有初步概念让学生对象形字有初步概念

中国汉字中象形文字是最原始的造字方

法，根据事物的形体特点而造，把抽象的汉字形

象化。例如：我们在教学“日”时，就要借助图片

来教学，结合图片与汉字的关系，让学生对象形

字有初步的概念。

（1）出示太阳图片，说说“日”与什么有关？

（2）出示甲骨文的“日”：说说和现在的“日”

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3）像这样根据事物的形状特点，创造了象

形文字，再演化变成现在的文字，这样的字就叫

“象形字”。

这样的识字教学，通过观察图片，能更直观

地了解和学习文字，让学生了解汉字的变化，感

受其中的乐趣。

结合形象识字结合形象识字
让学生直观参与课堂让学生直观参与课堂

每个汉字本身就是一个生动的故事，结合象

形识字的方法更能增强教学的情节性与趣味

性。例如：在学习识字单元第三课“口 耳 目”的

“目”字时，先提问：你知道“目”指什么吗？再由

学生回答“眼睛”来延伸到身体器官上，让学生加

上动作，摸摸自己的眼睛，引导学生“目”字里面

的两横代表着两个眼眶。并联系生活，说说平时

会用眼睛做什么，来了解眼睛的作用，教育学生

平时要注意保护好它。这样的识字教学，通过形

象的体验，再结合生活，让学生更加直观地参与

到课堂中，识字学习的兴趣一下就提高了。

编儿歌猜谜语编儿歌猜谜语
让识字变得生动有趣让识字变得生动有趣

猜谜语，是低年级学生非常有兴趣的活动。

针对一年级小学生好奇心强这一特点，编一些谜

语让学生猜，能激起他们的识字欲望。猜谜语可

分为字谜和物谜两种。例如：在学习“告”字时，

可让学生猜字谜：一口咬掉牛尾巴。学习“王”字

时，让学生猜：一+一等于几？学生不仅在轻松的

氛围中学习了新字，又复习巩固了旧字，还能激

发出学生的创编意识。这样，渐渐地，学生就学

会开动脑筋自编五花八门的谜语了。

游戏识字游戏识字
让枯燥的识字变成有趣的符号让枯燥的识字变成有趣的符号

教师可以将枯燥的识字变成有趣的符号，

让学生在游戏中识字，在识字中玩，感受乐趣，

体验学习的快乐。如在学习“站”和“坐”字时，

可以玩集体“站”和“坐”的游戏。类似这样表示

动作的字，都可让学生体验学习。在低段教学

中，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加一加、减一减”。我们

利用学生已有的识字经验加笔画，由简到繁，由

易到难。如给“日”字加一笔会变成哪些字？以

此提升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通过多种方法趣味识

字，让静态的汉字“动”起来，“趣”味玩汉字。除

了以上列举的识字方法，还有一些识字方法也

能激发学生的识字兴趣，如：故事识字、情境识

字、偏旁识字、形近字比较识字等等，让孩子在

生活情境中学汉字，也能很好地激发学生的识

字兴趣。

趣味识字，带低段孩子轻松认字
——以一年级上册教学案例为例

莲都区大洋路小学教育集团城西校区 支跃红

音乐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

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伴随着人类历史

的发展。在教育信息化 2.0的背景下，将信息技

术融入音乐教学，极大地提高了课堂教学能力，

增强了教学的情景性、示范性、直观性，能有效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它使枯燥的音乐理论生动化、抽象的音乐

形象化，拓宽了学生对音乐的视野和理解音乐

的思路，使学生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能深刻地

感受音乐形象，理解音乐内涵，自然地表现音

乐，能满足学生的情感和心理需求，从而培养学

生的音乐审美能力。本文主要通过解析当下的

音乐教育模式，结合自身教学实践经验，希望能

为音乐教育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巧妙运用现代巧妙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信息技术

构建音乐情景构建音乐情景课堂课堂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成功的教学需要的不

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兴趣。”音乐知识的传

授单凭教师的讲解往往是片面的、空洞的、枯燥

的，所以音乐课应努力创设与其他学科不同的

环境，将相关的知识编制成集声、像、文字于一

体的教学软件，则能有效浓缩时间和空间范

围。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为学生学习音乐创设一

个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

音乐教学情境在音乐教学的不同阶段发挥

着不同的作用。它可以用于音乐教学的开始和

结束阶段，创造一个愉快的审美环境，唤起审美

关注，激发审美欲望。也可以做好教学过程中

各环节与教学内容的衔接，达到前后衔接，培养

新的审美情趣，唤起新的审美关注和审美欲

望。运用多媒体技术创造声形兼备的音乐教学

情境，全面增强画面和立体感，激发学生的音乐

审美意识，从而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科学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科学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
改善音乐教学效果改善音乐教学效果

主题音乐在一首音乐作品中有着非常明显

的特征。它通常表现出一个完整的或相对完整

的思想，这是音乐的核心，也是音乐结构和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欣赏教学中，让学生多

次聆听、演唱、表现、记忆主题音乐等尤为重要。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将音乐的主题结合画面通过

多媒体反映出来，这样，才更有助于学生的记忆。

合理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合理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
实现音乐思维转换实现音乐思维转换

音乐要素，是指构成音乐的基本元素，包括

音的长短、高低、音色、快慢和强弱等，由这些基

本要素互相结合，形成音乐常用的“形式要

素”——节奏、曲调、曲式、和声、调式和调性等。

我们要充分地意识到将现代信息技术融入

音乐课堂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音乐课堂教

学具有一定的实践性和抽象性，仅依靠传统的

教学手段，很难帮助学生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而

落实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将会提升教学的形象性

以及趣味性，确保学生能积极主动地融入学习

过程中，从而获得良好学习体验。

现代教育理论指出：教师不再是知识的灌

输者，而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指导者、促进者

和协助者。这就要求教师改变以往的教学理念

和策略，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优势和价值，

为显著提升学生音乐素养以及提升教学质量奠

定坚实的基础。

信息技术与小学音乐教学有机融合的探索
莲都区城北小学 吴森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