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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识字方法的运用要根据教材内容的特点、学生的认知程度、教学手段的使用，合理、科学、有效地选择相应的识字教学方法。每一

种识字方法都有其优缺点，在使用时，教师应自主权衡哪一种识字方法能 大限度地提高阳光识字课堂的效率，就选择运用那一种的识字方

法。笔者具体分析了四种识字方法，让读者清晰明了地掌握应用识字方法，方便同行有效提高识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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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阶段，识字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选择哪一种识字方式，能否

大限度地提高识字效率，主要看学生的年龄特点、心理特点、接受能

力、文本特性以及课堂状态。无论采用哪种识字方式，都要以增强教学

力度，提高识字效率为 终目的。 

低段识字课堂的识字方式，本人在教学实践中主要实践探讨随文识

字、字族识字、字源识字、字理识字。下面，本人对每种识字方式进行

理念内涵、优缺点、具体操作模式、实践案例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1 随文识字的实践与探索 

1.1 随文识字的内涵 

部编教材一年级课文是阅读教材，也是识字教材，一年级的阅读教

学要以识字教学为中心。这种在文本中识字的方式称作“随文识字法”。 

1.2 随文识字法的优劣 

1.2.1 随文创设了识字的语言环境 

随课文识字，首先集中识字词，然后在课文中重现，这中文本环境

是其他语言环境不可替代的。通过课文的各种形式朗读，生字词可以及

时得到复习。读课文是接受规范语言的熏陶，是进一步理解字词，对写

话中的错别字有效减少。 

1.2.2 随文便于理解字义 

解读文本的时候，教师可以运用多种方法引导学生理解字词的意思。

低段理解字义时，教师要形象化、动态化、生活化。随文解义为学生减

轻压力，为教师的识字教学设计减轻负担。 

1.2.3 随文影响识字效率 

随文忽略汉字本身的构字规律和科学系统，对字形的理解认知记忆

缺乏科学性。随文识字的实质是分散识字，不是批量识字，影响了识字

效率. 

2 字族识字的实践与探索 

2.1 字族识字的内涵 

同从一个声符的汉字，有的只起表音作用，有的不仅表音，还兼顾

表义的作用。表音兼表义的归纳在一起，叫做“字族”。在识字教学中，

相机运用字族的识字方式，对提高学生的识字效率具有一定的帮助。字

族识字是先选字后编文，以字归族，以族为文，文统字族。  

2.2 字族识字的优劣 

2.2.1 字族文利于识记汉字的音、形、义 

汉字的音、形、义三者之间辩证而统一的关系，在字族文识字教学

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种字形类联、字音类聚、字义类推的识字方式方

法，简化了汉字的识记时间，便于鉴别，利于拓展，节省了教学时间，

使学生在短时间里掌握了大量的汉字字形，大大提高了识字的效率。 

2.2.2 字族文识字利于提前阅读和写话  

字族识字法可以帮助学生增加识字量，提高识字效率。识字量的增

加，极大地拓宽了学生阅读的兴趣，提前了写话的起步。 

2.3 字族识字的教学应用 

字   族   识   字 

--------微课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标 

认识字族 、字族文； 

认识“饱、泡、跑、抱、袍、炮”六个生字。 

【二】教学互动过程 

1.介绍字族和字族文 

师：“河水清清天气晴，小小青蛙大眼睛……”这篇课文里有哪几

个字很像？ 

生:清、晴、睛、请 

师：还有跟它们相像的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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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这几个字都很像，我们怎样才能记住它们呢？ 

师：通过这篇有趣的课文，我们很容易地把这几个字记清楚了。 

3 字理识字的实践与探索 

3.1 字源识字的特性 

3.1.1 字源识字是一种遵循汉字属性与儿童认知规律的方法。 

汉字属于表义性的文字，形象直观、逻辑严密、系统性强。教学实

践证明:深入浅出地剖析汉字的构字理据，有助于儿童的理解和记忆，能

有效地提高识字效率。例如：在教学象形字“日”时，我将“日”字的

演变过程一一展示，这样，学生就能在头脑中建立起文字符号与实际事

物之间的相似联系，形成栩栩如生的表象。 

3.1.2 字源识字注重文化的传承 

字源识字法，既强调帮助学生从汉字本源出发理解汉字的构造和意

义，合理、准确、快捷地解决汉字问题，也注重充分发掘汉字文化的丰

富营养字法，一方面提高汉字教学的直观性和趣味性，实现有意义的汉

字教学，提高识字质量和识字效率；另一方面深挖汉字的文化基因，帮

助学生积累文化知识、发展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

情。例如：“学”的下半部分表示一个小孩站在门口观察外面世界的变

化，上半部分表示知识和感悟不断地积累起来；“习”是一只小鸟在不

断地练习飞行，指不断地练习。因此，“学习”的本意是为适应外界和

未来的生活，不断地练习，积累生存的本领。它的引申义指学习是有深

度和层次之分的。 

3.1.3 字源识字利用图案，让学生观察由图到线到字的发展 

一年级识字课利用字源识字的方法，就是将我们正在学习和使用的

汉字，从图画式的甲骨文，到线条化的金文、小篆、汉隶、草书，直到

现在的简化字，引导孩子观察汉字由图画到线到字，提高识字效率。心

理学研究发现：儿童把汉字当成一个个完整的图形来记忆，这种图形属

于形象识记能力的一种。幼儿期的学生认汉字的速度很快，因为他们把

汉字当作一幅幅图画，孩子就在记住图画的过程中，认识了一个又一个

的汉字。例如：部编教材一年级上册《日月水火》一课，关于象形字的

拓展，如下图示。 

 

3.2 字源识字的模式 

人生读书识字始。字源识字的具体形式：创建系统的字源识字资料；

运用网络识字课堂；开发校本字源识字读本；编制相关的字源识字课堂

游戏；字源讲解度适合学生的认知程度。这种识字法追根溯源，“音、

形、义”结合，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形、义”相行，促进识字的

有效迁移；字根为本，识字效果显著。 

综上所述，小学低段的语文教学，识字是重点。在识字教学实践中，

教师应根据不同课型不同生字选择运用行之有效的识字方法（随文识字、

字族识字、字理识字、字源识字）,从而合理高效地提高识字教学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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