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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讨论 

1.如何让学生快速掌握识字？ 

2.拼音教学的技巧和方法。 

二、活动总结 

在低年级识字教学和拼音教学上，经过我们的集体研讨，

我们商讨出以下比较适合我校学生的一些方式方法： 

（一）关于拼音教学 

1.注意拼音教材的整体性，加强整合 

教材采用了多种方式体现出语文学科的综合性、整体性，

要把汉语拼音部分视为一个多元化的整体，将学拼音、看图

识字、看图说话、阅读短语和儿歌等多个知识点互相渗透，

分层次有机整合，千方百计调动学生的兴趣。教学中要做到： 

（1）字母发音与课文插图的整合。 



声母、韵母是记录汉语拼音音素的符号，就其本身而言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单靠死记硬背早晚会让学生失去兴趣。

所以，我们在教学中要充分利用直观形象帮助学生学习抽象

的拼音字母。教学时，可以让学生自己找一找图中的哪些部

分和字母的形相似，通过观察画面，说出本课要学的字母或

音节，要充分地利用这些图画培养孩子自主发现拼音字母的

发音和形态。 

（2）拼读音节与生活经验的整合。 

音节的拼读是学生拼音入门的难点，根据新教材增加了

许多与学生生活紧密联系的音节的编排特点，教师可以调动

孩子已有的生活经验，直接切入音节、拼读的难点。如，让

学生拼水果名、蔬菜名、动物名、教室里的物品、家里的物

品，可以拼家庭成员的称呼等，再让学生选择其中的词语进

行说话练习。 

还可以把学生的姓名做成卡片，一面写汉字，一面写拼

音，让学生在拼拼读读中认识全班同学的姓名，并进行简单

的自我介绍，既增进了同学间的友谊，又提高了拼读能力和

口语交际能力。 

（3）拼读音节与识字、阅读儿歌的整合。 

识字是学生由拼音的学习转入高一层次的学习活动，教

材在拼音教学内容中编排了大量的儿歌，有机地把拼音与识

字结合起来。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通过拼读音节读准汉字，



阅读儿歌。这部分内容的儿歌只要让学生读熟即可，不要求

学生背诵，更不宜分析讲解。 

2.采用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 

对于小学生来说，具体形象思维和形象记忆占主导地位。

让他们看图发音、看图记形，不但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注意

和想象，而且能帮助他们认知和记忆，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

于是，笔者采用了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 

（1）发音示范法。 

在教韵母和声母时，首先让学生观察教师发音的开口度

和唇型，然后让学生模仿，最后观察学生发音时的开口度和

唇形，发现学生的发音毛病，及时指导纠正。 

（2）看手势读音组词。 

在学四声时，为了让学生大量地进行练习，笔者采用了

看手势读音的方法，如学完“ɑi”，举起了四个手指，学生马

上读“āi、ái、ǎi、ài”“热爱”的“爱”;举起了两个手指，学生马

上读“ái、ái、ái”“挨打”的“挨”，或者教师读四声，学生做手

势。这样不但训练了四声，而且帮助学生积累了词汇，达到

了一举两得的教学效果。 

（3）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 

在字母教学时，充分发挥教学挂图和课件的作用，把图

形和字母形体结合起来给学生讲。如 b、d、p、g、q 这几个

是学生容易混淆的字母，笔者在教学时分别出示“小朋友听广



播”、“骏马奔驰得得得”、“小男孩爬坡”、“鸽子衔树叶”、“气

球”的图片或课件，让学生领会字母发音，说出记忆的方法：

b 的竖像收音机的天线，右半圆像收音机的机体，d 的发音像

奔跑的马蹄声，形状像马蹄印，p 的右半圆像小朋友手举的

红旗，一竖像旗杆，g 像数字 9 下面加弯、q 像 9 字，这样学

生的头脑中容易形成表象，并储存在记忆中。 

（4）歌谣法。 

一年级的学生在幼儿园里对顺口溜、绕口令、儿歌、谜

语等最感兴趣。初入学，他们对字母形体非常陌生，为了引

起学生的兴趣，笔者在教学时把字母编成许多形式的歌谣。

比如，在复习韵母时让他们记住“仔细看，记住韵母并不难，

a、o、e、i、u、ü带头各五个，挑头各三个。 

（二）关于识字教学 

1.以生为本，激发识字兴趣 

教师鼓励小学生自主识字，并不是对其识字学习听之任

之;而是要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千方百计地调动学生参

与识字的积极性，重视培养他们自主学习意识和习惯，正确

引导他们采取有效识字方法，帮助他们解除识字困惑，从而

使其自主识字更见成效。 

教师还应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关注每个学生生理、心理

特征和语言认知特点，结合不同教学内容采取科学教学方法，

切实做到因材施教，使全班学生识字效率整体提高。 



由此观之，小学语文识字教学应该认真实施新课程理念，

以生为本(一切以小学生识字为中心)，创设自主学习情境，

尊重学生个体差异，采取有效教学方法，不断激发小学生识

字兴趣，培养他们良好识字习惯，助其不断提高语文素养。 

2.授之以渔，提高识字效率 

小学语文新课标指出：“识字教学要将儿童熟识的语言

因素作为主要材料，同时充分利用儿童的生活经验，注重教

给识字方法，力求识用结合。运用多种形象直观的教学手段，

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环境。” 

这告诉我们：在小学语文识字教学中，教师既要恰当选

取小学生熟识的语言材料作为教材，让他们借助已有认知经

验，沟通新旧知识内在联系，提高识字效率;又要运用多种形

象直观教学手段，帮助小学生从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

促进他们快速认识、理解和接受生字，进而建构新知识;还要

为小学生创设丰富多彩识字教学环境，为他们自主识字创造

条件，使他们能够长时间保持浓厚识字兴趣。诚然，教师应

该结合实际教给小学生识字方法，助其提高识字效率。 

那么，教师应该教给小学生哪些识字方法呢?一是教师

应该引导小学生按照汉字构成规律识字。汉字是“形、音、义”

结合体，有着自身规律。教师在识字教学中应该带领小学生

探究汉字构成规律，注重指导他们从汉字“形、音、义”三方面

认识生字。 



如归类识字法，教师可引导学生把生字按象形、指事、

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种类型进行归类认识。二是教师

应运用多种形象直观教学手段指导小学生识字。 

形象直观教学手段(如表演、绘画、编故事、计算机演示

等)能够把一个个抽象汉字演变得具体形象，能够使小学生

更容易认识和理解生字。三是教师应创设丰富多彩教学情景，

促进学生自主识字。 

如“组字游戏”、“猜字谜”、“编顺口溜”、“编口诀”、“编

儿歌”、“编字歌”“加一加”、“减一减”、“换一换”等识字方

法，能够有效增加识字教学趣味性，激发小学生浓厚识字兴

趣，助其提高识字效率。四是教师应指导小学生在课外识字。 

如生活识字、阅读识字等。小学生在丰富多彩课外活动

中，如看电视、上网、逛商场以及课外阅读等等，都会接触

很多汉字，只要他们处处留心，就会识字不少。 

总之，教师只有根据汉字构成特点和儿童认知规律，引

导小学生科学运用多种识字方法，才能提高其识字效率，保

证识字教学质量。 

3.识用结合，增强识字能力 

著名语文教育专家斯霞说：“在识字教学中，学用结合是

开启儿童心扉的好办法。识了字就要用。用多了，用熟了，

就能“生巧”。这个“巧”，就是智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识

字和听说读写应是一体，不能人为地把他们分割开来”。 



因此，教师不但要教给小学生多种识字方法，引导他们

大量认识汉字，而且还要鼓励他们大胆地运用汉字，以增强

其识字能力，发展其创新思维能力。其实，小学生识字和用

字是紧密联系的，缺一不可。 

三、活动成果 

经过教研活动，学生对于拼音和识字的积极性有了很大

的提升，学习质量也有很大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