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本文从课内、课外两方面阐述了培养低年级学生

自主识字能力的策略：课堂上通过字理、拓展、复现的方法进

行识字方法的指导；课堂外在阅读和生活中主动、独立、广泛

识字，达到识字、积累、运用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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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素养呼唤自主识字能力

语文素养是一种以语文能力为核心的综合素养， 包括语

文知识、语言积累、语文学习方法和习惯、语文能力以及思维

能力、人文素养等。 语文教学的终极目标是形成语文能力，其

中包括识字写字能力。
自主识字能力是一种终生学习能力，它拓展了学习广度，

促进了思维发展，提高了学习能动性。自主识字能力的核心是

“自主”，也就是要求学生有主动识字的愿望，想要识字；能用

掌握的识字方法进行识字，独立识字；会通过多种渠道识字，
会归纳整理，系统地识字；能在识字的过程中体会到学习的乐

趣，能积累字词，区分字词，最终养成自主识字习惯。
二、培养自主识字能力的策略

（一）自主识字能力培养之课堂篇

1.字理识字，识字需要启动思维

汉字是表意文字，根据汉字的构字规律来识字，就是我们

说的字理识字。字理识字不再把汉字进行无意义分割，不再反

复抄写进行机械识记，而是通过追寻本义，分析音形构成，形

意结合来识字。
（1）展示汉字演变，触摸造字智慧。 汉字在经历了漫长的

历史演变后，很多字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字形与字义失去了

联系。这样的字需要展示字的演变过程，找到字形与字义联结

的纽带，既能帮助学生识字，又能感受到古人造字的智慧。
（2）传授偏旁字根，学会举一反三。 偏旁和字根是汉字中

具有强大构字能力的部件，掌握偏旁和字根的形意，就等于赋

予了学生打开汉字王国的钥匙，可以帮助学生独立分析汉字，
掌握汉字。 大多数偏旁形意比较明显，如“足字旁”与脚有关，
也有一些偏旁形意比较隐晦，就需要教师重点教学。

（3）掌握构字规律，正确分析字形。汉字构字方法有象形、
会意、指事、转注、假借、形声。其中形声字构字能力最强，通常

认为占汉字总量的百分之八十左右， 因此学会正确分析形声

字的字形是提高识字能力的重要方法。形声字有声旁表音、形

旁表意的特征，这是分析字形的重要依据。如“落”和“满”有相

似的两个偏旁，学生很容易写错。 联系形声字特征，知道“落”
是指树叶、花掉落，就明白了这个字是上下结构，草字头与植

物相关，下面的“洛”是读音；“满”是指水很多，故而是左右结

构，从三点水的偏旁。 这样就不会混淆了。
（4）讲述部件含义，区分相似笔画。汉字中有很多形近字，

有些字的部件只存在细微差异，而学生因为年龄局限，对细节

的区分比较困难，所以特别容易出错。 比如“事、争”有一个部

件很相似，很多学生容易搞混。如果学生明白了一横出头的部

件表示一只手，当有笔画穿过时就表示手里拿着东西，这横就

要出头。“事”就是一只手拿着工具在做事；“争”上面表示一只

手，下面又是一只手，两只手在争夺一件物品。 这样学生就容

易辨识了。
2.拓展识字，识字需要扩充积累

（1）追根溯源，探寻汉字本义。 有些生字在课文中第一次

出现时表示声音，或者是出现在名字、地名中，这样词义与汉

字的本义就关系不大或者毫无关联，字的音形义就分离了。这

时就需要教学字的本义。如《玲玲的画》一课中，“玲”就是出现

在名字中的生字，教学时教师可以从偏旁入手引出本义。“玲”
原指玉器碰击发出的清脆声音，有词“玲玲作响”，后来又引申

为像玉器一样小巧精致，如“小巧玲珑”。 这样教学，“玲”字就

饱满了，学生不仅了解了字义，还学到了几个词语。
（2）抽枝展叶，了解一字多义。 有些汉字具有一字多义的

特点，在教学时可以根据不同的意思，不同的用法，扩充一些

词语，读读记记，既是积累了词语，又多次复现有助识记，还更

全面地了解了字义，可谓一举多得。
（3）以点带面，引出相关字词。 有效的教学需要不断地将

新知纳入原有知识系统，产生新旧知识的联系，从而达到巩固

新知识的目的。识字教学也一样，识字不是一学就会一劳永逸

的，所有学习都伴随着遗忘，所以要不断复现，不断形成知识

链。如学习“狐狸”这两个字，就可以复现学过的带有反犬旁的

字，补充其他同偏旁的字。 这样以点带面，学生积累的字词就

多了，并形成了自觉联想的习惯。
（4）活学活用，积累经典名句。语文重在积累。教生字不能

只盯着某个生字， 语文是张网， 每一个汉字都不是单独存在

的，要把识字教学放在语文这张网中，开放式地教学。 识字教

学中可以把相关的俗语、谚语、古诗名句引入课堂读一读，字

词句形成放射状关联。当然不是每个字都这样教学，教学是活

的，知识是活的，要根据需要灵活运用。
3.阅读实践，识字需要不断复现

学龄前儿童没有经过识字教学， 可是如果坚持给孩子读

绘本故事，一段时间后孩子也能认识很多汉字。这说明对孩子

而言，无意识记忆占优势，汉字不断复现能整体印入，这是一

种轻松有效的识字途径。我们识字是为了阅读，同时阅读也能

促进识字，因此可以边阅读边识字。
（1）边学儿歌边识字。 儿歌是一种内容浅显有趣、节奏明

快的文体形式，深受低年级学生的喜欢。每天抽点时间一起读

读儿歌，一学期结束，学生就会背诵很多首儿歌，不知不觉中

也认识了不少汉字。
（2）边诵经典边识字。 适合低年级学生的经典读物有《三

字经》《弟子规》《古诗一百首》等，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韵律

感强，学生喜欢念，念着念着，就记住了很多汉字。
（3）边读报纸边识字。报纸和书不一样，报纸可以打开、折

叠，翻来翻去有不同的内容，对学生来说这很有乐趣。 而且看

报纸让学生很有成就感，报纸都会看了，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双管齐下，培养低年级学生自主识字能力
王靖莅

（浙江省杭州市所前镇第二小学，浙江 杭州 31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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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崇高美德，

爱国主义教育的重点是青少年。初中古诗文中含有丰富的

爱国主义因素，我们要充分利用学生的年龄、注意力特点，

利用古诗文教学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把古诗文中的

爱国主义内容让学生轻松接受，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爱

国主义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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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崇高美德， 是中华民

族繁衍成长、兴旺发达的巨大精神力量。若论中华民族根植最

深、影响最大的精神品质，必定是爱国情怀。
初中语文新课标总目标提出：“在语文学习过程中， 培养

爱国主义感情。 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 吸收民族文化智

慧。培植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因此，对学生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既是历史的传承，又有现实的要求。

一、初中古诗文教学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渠道

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情感、精神、信念，它的产生离不开环

境的长期熏陶、习染。 学生的主要时间是在课堂上，我们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阵地也应放在课堂，结合教材内容，有针

对性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在各门学科中，语文课的古诗文教学有着独特的优势。因

为古诗文 饱 含 着 中 华 民 族 几 千 年 来 爱 国 志 士 抒 发 的 爱 国 情

怀、治国方略，抵御外侮的坚定意志，描绘了祖国大好河山的

雄浑广袤、美丽多姿，记录着中华文化的广博、深厚，古代科学

技术的高超、灵巧，民族历史的悠久、灿烂等。只要采用针对性

的教学方法，充分挖掘其中的爱国主义内容，就一定能够在学

生提高语言文字能力的同时，使其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潜移

默化地培养一种对祖国、对人民的爱。

初中古诗文爱国主义教育方法刍议
杨慧芳

（河北省邯郸市荀子中学，河北 邯郸 056000）

低年级学生推荐《儿童故事报》。 拿到报纸先一起看看报头报

刊，再自己选读，然后找几篇全班一起读读议议，遇到新的词

语学一学。
（4）边看绘本边识字。 绘本是低年级学生特别喜爱的读

物，利用电子绘本进行全班共读是阅读起步的有效途径。绘本

阅读课形式丰富，可以讲，可以读，可以猜，可以老师读、学生

读、合作读，一本绘本可以多次读，重复读，读着读着，就又有

一些字印入脑海了。
（二）自主识字能力培养之课外篇

通过课堂上的学习，学生逐步掌握了一些汉字知识、识字

方法，接下来就要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在课外阅读中自觉地运

用所学方法进行自主识字。
1.随时随地收录汉字

语文是母语，生活即是课堂，随处都有语文学习资源，要

利用这些生活中的学习资源，在生活中识字。
要求每个学生准备一本汉字收集本， 通过各种途径广泛

收集汉字，可以剪贴，可以摘抄，也可以拍照，然后注上拼音，还

可以写上相关的词语，有联系的汉字。 能分门别类地收录就更好

了，画上点图画，注意一下排版，那就是别具一格的收集本了。
2.各显神通学习汉字

光是把看到的汉字收录下来是不够的， 还要通过识字方

法掌握字的音形义才算习得了这个汉字。 中医有“望闻问切”
之法，识字也可用“看猜问查”四法。

看：观察汉字，看看这个汉字是独体字还是合体字，是什

么结构、什么偏旁的，是不是形声字，跟学过的哪个汉字有点

像，这个汉字还在哪里看到过。看的过程就是一个观察分析的

思维过程，是对汉字的初步解读。
猜： 根据这个字的偏旁字形猜猜这个字的意思可能跟什

么有关，根据这个字所在的语言环境，猜猜可能发什么音。 猜

的过程是用学过的识字方法尝试判断。
问：思考过后，“问”是最直接有效省时省力的学习方法。

通过询问，快捷地解决了识字问题，但要注意，有时候未必是

正确的，所以更保险的方法是“查”。
查：首先是要学会查字典，并养成勤查字典的习惯。 字典

是学生识字的随身老师， 但很多学生因为查字典麻烦而不愿

意查，所以开始可以在家长的帮助下查字典。
3.每天阅读巩固汉字

识字的目的是为了读和写，让识字从阅读中来，到阅读中

去。 每天坚持阅读课外书，是对识字的实践运用，同时也是最

有效的巩固。我们提倡亲子共读，一年级刚入学时以家长讲读

为主，逐步过渡到亲子合作读，孩子读给家长听，到二年级开

始独立阅读。 家校合作共同培养孩子良好的阅读习惯。
通过课内外 的 识 字，学 生 的 识 字 量 大 大 增 加，识 字 能 力

也得到了提高。 但是还有个别孩子不爱阅读，识字遗忘率很

高，难以区分形近字，如何帮助这些学生识字，还有待进一步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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