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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研活动目的

文字是当代社会交际的必备工具，是学习一切科学文化的基

础。《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识字、写字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

是第一学段的教学重点，也是贯串整个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教学

内容。”统编教材特别重视识字教学，本学期我们教研组结合二

年级下册教材中合体字增多，第三单元识字单元中大部分是形声

字这一特点。尝试探索围绕形声字形旁表意，声旁表音的特点，

引导学生大胆地猜读生字，摸索自主学习生字的方法，激发学生

识字兴趣，提升自主识字能力，形成学生爱学、会学、能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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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活动主题：提升自主识字能力，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好的爱学课堂教学新样态。

3.分管主任与全年级语文教师听课，并参与评课

二、教研活动主要流程

1.结合二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的教学确立本次教研活动主题。

2.在集体教研的基础上，高丽丽老师进行《“贝”的故事》

《中国美食》两课的课例展示。

。



（1）目标明确，扎实落地。第三单元出现的生字大多是形声字

4.结合教导主任的评课指导，年级组教师开展进一步研讨。

三、教研活动主要内容记录

1.主任点评两节课。

主任就两节课例进行了点评，这两节课比较突出的优点是：

，

教材编排时，在课文和语文园地中设计了多个维度的训练。在

《“贝”的故事》练习中，看图猜加点字的偏旁与什么有关；在

《中国美食》课后练习中，用部首查字法查字典，发现带“火”

和“四点底”的字多与“火”有关。

通过前面三册的学习，学生对形声字的构字规律有了一定的

了解，认识了一些常用的偏旁，知道了声旁表音、形旁表意的基

本规律。在此基础上，本单元引导学生发现“四点底”与“火”、

“贝”字旁与钱财之间的关联，体现不同册次之间识字教学的衔

接和发展。两位老师两节课的设计基于学生前期学习的基础，关

注了本单元教材编排层次，结合每节课的侧重点，引导学生运用

形声字的构字规律识字，帮助学生建立生字音、形、义之间的联

系，目标明确重点突出，课堂上浓厚的语文味儿，让学生深刻感

受到中国汉字的魅力，在提升识字能力的同时，激发了其主动识

字的兴趣。

（2）形式多样，侧重能力。视频、动画演示、图片……课

堂上两位老师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和识记生字的不同需要，运用

各种直观形象的手段，引导学生发现形旁表意的特点，并掌握借



助这一规律识记生字的方法。从课堂呈现的效果来看，充分激发

了学生的探究兴趣，在提升学生识字能力的前提下，还向他们开

启了一扇探寻汉字构字奥秘的大门，为学生以后主动识字打下了

基础。

（3）拓展提升，感受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本

单元的编排就是基于引导学生感受汉字文化的同时，感受中国的

饮食文化、传统节日习俗以及祖国壮丽的山河。两位老师分别结

合本节课所学内容进行了相应的拓展：王老师给学生推荐了书籍

《中国汉字故事》；王老师则引导学生继续探究，在中国美食的

世界中，“火”字旁和“四点底”的字与“火”的关系，并且向

家长请教学会制作一道美食。这些拓展活动让学生们走出课堂，

在实践中开展自主探究，在爱学、会学的基础上，能自主学习，

并且学好，学出自己的特色。

在肯定了两位老师的优点后，主任也进一步指出了这两节课

存在的缺点：

（1）需要及时关注学生的课堂生成，教师给予评价和指导。

（2）教学节奏要适中，关注各个教学环节的时间分配。

（3）进一步加强识字课朗读指导的研究。

2.年级组老师开展集体研讨。

结合第一学段《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现阶段二年级语文

课重点做好两件事：一是扎实落实识字任务，培养学生自主识字

能力；二是引导学生读好课文，让学生爱读、会读、读有所悟。



第三单元的课文以浅显的韵文为主，易读易记，虽然识字单元的

重点任务是识字，但要同样重视朗读指导，课堂上，给学生充分

朗读的时间，不仅做到在读中识字，突破“音”和“形”的难点，

还有培养学生的朗读兴趣，读有所悟。

通过本次教研活动，我们看到老师们对识字教学的研究比较

到位，方法多样，效果好。下一步，我们要把研究重点放在寻找

识字教学与读好课文有机结合的切入点上，尤其针对识字单元的

教学中朗读课文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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