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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文识字学习是小学生学习其他学科内容的基础,而对于一年级的小学生而言认字、写字并不

是件容易的事。因而,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在理解教材与汉字特点的基础上,运用学习策略挖掘汉字

在音、形、义中存在的规律,改进教学方法,促进学生更有效的掌握所学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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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literacy learning is the basis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o learn other subjects, but it is not 

easy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grade one to read and write.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Chinese characters, Chinese teachers should use learning strategies to 

explore the rul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pronunciation, shape and meaning, and improve teaching methods to 

promote students to master the Chinese characters they have learned more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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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一直以来在强调“授人以鱼不

如授人以渔”,即是教授学生学习方法比

教授知识更重要。研究证明,学习策略可

提高学生学习的效果,提升学生学习能

力。而这些学习策略可通过教师教给学生,

学习策略的学习可从学龄早期开始[1]。 

小学生一般是6岁进入小学,该阶段

学生思维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认识事

物时需借助具体形象或实物。而汉字作

为抽象的语言符号,一年级的学生又将

如何有效的认知、记忆？面对“零基础”

的一年级学生,作为语文教师需思考：如

何激发小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如何提

高小学生学习汉字的效率？语文教学中

可教授学生哪些学习策略？ 

学习策略是指学习者为完成一定的

学习任务与目标或提高学习效率,所采

用的有效的认知活动。学习策略分为认

知加工策略,元认知策略和资源管理策

略三个部分[2]。一年级的小学生对学习

策略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因而,语

文教师在教学时既要教授知识,又需教

授学生学习策略。 

1 在课堂中教授小学生学习

策略 

1.1上课伊始可运用的学习策略 

一年级的语文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心

理特点及学习阶段,在教育中采用不同

的学习策略。上课伊始,教师一般会告诉

学生该节课的学习目标,使学生的注意

力集中到学习的重、难点上,或利用游

戏、视频引出课题和学习目标,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学习动机。

后面的学习中,学生会有意识的调节注

意力,将注意力指向于需重点掌握的知

识点上。 

如：人教版语文一年级上册中,需会

写的字有100个,会认的字有400字。针对

不同的学习要求,教师可教给学生不同

的学习策略。针对会写的字,教师需使学

生在记住汉字结构、笔顺、组词的基础

上书写,达到再现的目的。针对会认的字,

在了解汉字结构、组词的基础上多读,

实现再认的目的。 

1.2上课进行中可运用的学习策略 

在上课中,应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

进行教学,在潜移默化中教授学生学习

策略。一年级的学生以具体形象思维为

主,应采取联系实物或具体形象的方式

进行教学,将抽象的汉字与具体事物或

形象相联系。使汉字变得更生动、有趣,

有利于学生学习与记忆。 

象形字是汉字的起源,研究发现在

汉字中有许多象形字。如：日、月、目

等。这些汉字在甲骨文中如图画般存在：

“日— ”,“月— ”,“目—

”等。案例中的汉字用图画表示

出来,使抽象的文字符号变得生动；同时,

这些文字又与学生的实际有关,拉近了

学生与汉字的距离。这些将汉字进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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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加工并建立多种联系的学习策略,利

于学生记忆。 

研究学生语言习得阶段发现,一年

级语文课本中有许多汉字与生活相关。如,

与运动有关：操场,踢毽子等；与学习有

关：字典,书本等；与食物有关：面包,

牛奶等；与生活有关：衣服,裤子等。这

些汉字指向的事物在生活中经常出现,

利于学生将学习与生活建立联系,使学

习不再局限于学校的围墙内。 

学习汉字要会说、会用,更要会写。

书写汉字对一年级的学生而言并不是件

容易事。为提高学生习字效率,教师可采

取精细加工策略提高学习效果。如：采

用类比策略分析“口—日”的异同,采用

同音联想策略学习“木—目”。学习并不

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

仅是知识获得的过程,也是遗忘的过程。 

1.3课后可运用的学习策略 

根据艾宾浩斯遗忘规律,我们知道

信息输入大脑时,遗忘也就随之开始。遗

忘的规律是先快后慢,特别是在刚识记

的短时记忆里,遗忘的速度是最快[3]。那又

将如何有效的降低遗忘带来的影响呢？ 

艾宾浩斯根据遗忘规律提出对所学

知识及时进行复习,这种提高记忆的方

法即为艾宾浩斯记忆法[3]。对所学知识

及时进行复习,利于提高记忆效果,而复

习是艾宾浩斯记忆法的主要方式。为让

学生记住在课堂上学习的内容,语文教

师会布置各种类型的作业,如采用抄写、

组词等不断重复的方法(复述策略)加深

记忆。同时,也会让学生有意识的运用所

学的汉字,如用学过的汉字做生字卡等。 

2 从汉字的特点出发探学习策略 

汉字在华夏历史传承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其拥有着不同与表音文字的独特

魅力,她是集音、形、义为一身的表意文

字。为深入的理解汉字,提高学习汉字的

效率,找到学习汉字的有效策略就需要

从音、形、义三个方面入手。 

2.1从字音探学习策略 

汉字是集音、形、义为一身的表意

文字,但是音、形、义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认识汉字时,很少出现“因形求声”,

“因声求义”的现象。在生活中,经常会

出现某个字看着眼熟,但不知读音的现

象。建立音、形与义间的联系,也是汉字

教学和学习的一难题。 

学生学习汉字的主要方式是借助字

音认识生字。为记住某个字需重复读,

重复记。当学生认识一定量的汉字后,

发现许多汉字的字音或相同或相近。如：

“几—机”,“花—画—划”,“和—禾

—喝—合”等。根据音同与音近的关系给

汉字建立某种人为的联系一起学习,比

孤立的出现更符合学生的学习心理[4]。

在这一识字过程中,体现了精细加工策

略中的谐音联想法。 

2.2从字形看学习策略 

研究证明,识别汉字的过程一般是

先整体后局部,即是先认识整个字再分

析字的构成要件[4]。教学中,教师采用精

细加工策略将字进行分类,促进学生对

汉字的识记。如：“口”加一笔：日,中

等；“口”加二笔：目、白、由等。这些

以“口”基础的字,通过“口”建立联系,

利于记忆和书写。 

小学生学习汉字时,教师采用类策

略让小学生学习汉字。如形近字：“士—

土”,“天—犬”,“干—千”等。通过

类比发现汉字的异同,加深记忆。每个汉

字均具有一定的构字结构,构字结构分

为：上下结构、左右结构、半包围结构

等[5]。学习汉字的结构利于学生更好的

习字。如：“叶”是左右结构,“古”是

上下结构。在了解汉字结构的基础上,

运用类比策略对汉字进行分类,将汉字

分为简单的汉字部件,降低习字的难度,

提高小学生的习字效果。 

2.3从字义探学习策略 

习字的目的在于运用,汉字的运用

要考虑字义和语境。借助汉字的字义,

可巩固学生对汉字的记忆。汉字中有许

多的部首,如“氵、扌、讠”等。如在汉

字中看到某个偏旁,可猜出该字的大义。

如：看到“河、海、洋”等字,可猜出这

些字是与“水”有关；看到“提、插、

摸”等字,可猜出这些字与动作有关。由

上述例子可知,这些偏旁在汉字中代表

着字义,称为形旁(意符)。利用偏旁的表

意作用,建立汉字间的内在联系,利于学

生对汉字的理解、记忆与运用。 

另外,认识汉字也可从语义出发,

如：语文课本中出现的反义词：“大—小”,

“远—近”等；同义词：“道—路”,“蹦

—跳”等。语义上的相近或相反也可作

为学习汉字的一种精细加工策略。 

每一个常用的汉字,不仅需读其

音、认其形、知其义,更需知道每个字的

词组与语境。其实,记忆看起来枯燥、实

则有趣的文字,可通过运用联想法、顺口

溜、歌谣等策略加强学生对汉字的理解与

掌握。 

3 结束语 

学习策略,不但可在学习汉字时运

用,也可在学习其他内容上使用；不仅可

在语文学科中运用,也可在其他学科中

运用。学习策略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学习

效率,完成学习任务,达到学习目标。但学

习知识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掌

握学习策略这一学习的方法、学会学习。

运用这些方法,学习不断发展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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