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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识字教学运用于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关键意义 
单蓉 

（淮安中欣实验学校  223200） 

摘要：识字教学作为语文教学中的重要部分，不仅是为后续语文的学习奠定基础，同时也是培养语文核心素养的关键。

因此，语文教师必须注重识字教学的趣味性，以培养兴趣为主要的教学目的。本文就趣味识字教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作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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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课改的颁布和推广，各教育单位开始注重学生的

素质教育，将教育的重心转移到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上。在

新课改的教育思想要求下，在职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必

须始终遵循“以人为本、以学为本”的教学原则，深入研究

新教材内容，结合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学习能力以及学习

情况，创新学科课堂教学方式，让学生在全新的教学氛围下，

主动投入到教学活动中，从而推动课堂教学的发展，提升教

学质量和效率。 

1.趣味识字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意义 

在以往的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大部分语文教师采用的

教学方式都是以认知型的教学模式为主，在学习过程中，学

生对于文字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表面，并不能进行深入的理

解，这导致学生无法长时间，有效的记忆生字[1]。在初次接

触生字学习时，如果采用直接的识字教学方式，如通过拼音，

对生字的读音进行教学，在通过笔画练习，让学生掌握生字

的书写，最后简单的讲解一下生字的意思就算完成了一个生

字的教学，这样的教学方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学生的学习

兴趣，降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导致学生对生字学习产生厌

恶感，从而增加教学的难度。因此，打破传统的识字教学方

式，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开展趣味识字教学，让学生在学习的

过程中，培养对识字的学习兴趣，发挥自身学习的主体作用，

积极、主动的投入到识字的学习中，从而提升学习效率，促

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形成和发展。 

2.趣味识字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优势 

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活动中，趣味识字的开展，其可行

性较高，语文教师仅仅需要根据语文课堂教学的内容，将其

趣味化，就能够有效的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语文学习变得

更加富有趣味性。为此，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应用趣味识字

的教学方式，能够进一步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趣味

性，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相较于其他教学方式而言，趣味识字的教学方式更加符

合小学阶段的学生的年龄特点，能够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对于小学低年级阶段的学生而言，刚好是在幼儿园过渡到小

学阶段的重要阶段，为此，语文教师需要注意学生的性格特

点，采用趣味性较高的教学方式，帮助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有

效的渡过该阶段的学习，从而让学生能够更快的适应小学阶

段的学习生活，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信心。 

此外，趣味识字模式不仅仅局限在课堂教学中，还能够

延伸至日常生活中。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语文教师可以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开展一些趣味性的小游戏，既丰富了课

堂教学活动的内容，又活跃了课堂教学的氛围，还能够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能够主动的参与到游戏中，同时，

在下课后，还能够延续游戏的内容，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

继续游戏的参与，从而不断的巩固字词积累，为日后的语文

学习打下牢固的字词基础。 

在家园共育的教学模式中，融入趣味识字教学，让家长

参与到教学中，不仅能够发挥出家长的监督、引导作用，还

能够增进学生和家长之间的感情，让家长能够更加全面的掌

握自己孩子的学习状况，更有利于家长和教师对学生的学习

状况进行沟通和交流，从而有效发挥出家园共育的作用。趣

味识字的模式相较于其他教学方式而言，更加简单，语文教

师可以将制作好的一些趣味识字的课件，共享给家长，让家

长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引导学生开展趣味识字的小游戏，让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一点点积累字词，夯实自身的字词基础。 

3.小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3.1 教学方式单一 

在以往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大多数语文教师采用的

教学方式都较为落后，完全无法满足现代学生的学习需求。

再加上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导致语文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

时，都仅仅只是在黑板上，写一些全新的汉字以及拼音，让

学生跟着教师一起拼音，一起拼写，从而帮助学生熟悉这些

新的字词。之后，在让学生对这些新的字词进行反复的、机

械的诵读和写作，以此来巩固字词的记忆。这种教学方式较

为单一，且较为枯燥，取得的教学效果欠佳。同时，由于小

学阶段的学生，年龄较小，天性活泼，难以长时间的专注于

一件事情上，而这种单一枯燥的学习方式，会降低学生对语

文知识的学习兴趣，久而久之，易产生厌学心理，从而对语

文知识的学习产生抵触。 

3.2 教学方法过于呆板 

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其教学重心主要集中在汉字的积

累上，同时，基于学生的兴趣爱好、学习习惯等，设计相关

的教学活动。但是，由于小学生年龄小，理解能力有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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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语文教师过于重视教材中的知识讲解，毫无创新，呆板的

开展教学活动，不仅不利于学生提高字词的积累，还会导致

教学活动脱离实际生活，难以让学生真正体会到语文知识的

学习乐趣。在语文教学中，应该充分和实际生活相联系，打

破呆板的教学方式，创新教学形式，让学生在趣味性强、多

样化的教学模式下，更好的认识汉字、学习汉字、理解汉字、

掌握汉字，从而逐渐提升学习水平，养成良好的汉字学习习

惯。 

3.3 课后作业缺乏创新且繁重 

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小学生通常都需要在课后完成大

量的作业，通过作业的完成来增强自己对新字词的记忆和理

解，从而提升自己的语文知识学习能力。但是，若过多的布

置课后作业，同时，作业形式不加以创新，反而会加重小学

生的课业压力，压缩小学生的自由时间，不利于学生学习兴

趣的培养，不利于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更加不利于学

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在字词的学习过程中，如果仅仅通

过反复、机械的诵读或者写作来学习，会降低学生的学习兴

趣，从而产生抵触情绪，难以培养学生对汉字学习的兴趣。

为此，在课后作业的设计上，语文教师要注重作业的形式和

内容，要以学生兴趣为出发点，多以实践活动为主，让学生

能够主动的参与到课后作业中，在实践中加强对字词的理解

和记忆，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4.趣味识字教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运用策略 

4.1 运用多媒体技术，创新教学形式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信息技术的不断优化和创新，我

国的信息化建设普及已经到了全面覆盖的地步。在现阶段的

小学校园内，几乎都已经配备了多媒体设备，因此，在小学

教学过程中，语文教师需要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通过视频、

音频、动画、图片等技术手段，来丰富教学的内容，让教学

形式焕然一新，让学生耳目一新，从而有效的调动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活跃趣味识字教学的课堂氛围[2]。例如，以《看

海》为例，针对课文中的一些生词，如“潮水”、“沙滩”、“奔

腾澎湃”等等，语文教师就可以通过小视频的形式，播放潮

水涨落的画面，引导学生观察画面，“同学们来看，这个画

面，是不是就是海水上上下下，来来回回的样子，我们有时

候也会将海水的这种形式，称之为潮，这种上上下下，来来

回回的样子，我们也会称之为涨潮和退潮。”从而引出“潮”

字，接下来，针对“潮”字的读音和书写，进行分析教学。

如此一来，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多媒体技术让生字的

学习更加具体化、更加形象化，从而更加有利于学生记忆和

理解，进而激发学生对识字教学的兴趣。 

4.2 增设教学小游戏，提升教学趣味 

在小学教学阶段，学生的年龄都普遍偏小。这个年龄段

的学生，其天性就是爱玩好动，因此，在开展趣味识字教学

时，语文教师必须利用学生的天性，在教学过程中，增设教

学小游戏，通过游戏的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

学生的学习兴趣[3]。例如，在《金木水火土》的识字教学过

程中，语文教师可以通过“看图猜字”的课堂小游戏来开展

教学。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展示不同的图片，让学生根据图

片的信息来猜是什么字，从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勾起学生

的兴趣。此外，教师还可以创新游戏的形式，提升学生的互

动性，将“看图猜字”转变成“你看我猜”的形式，请一位

同学上台，老师出示需要猜的图片，再让这位同学观看后，

进行模仿，通过肢体动作来让其他同学猜，这不仅能够增强

学生之间的互动性，还能极大的活跃教学氛围，促进教学效

率的提升。 

4.3 结合生活小事例，构建教学情境 

识文断字的目的是为了在生活中能够和他人进行有效

的交流，能够在生活中通过文字来接收其他信息。因此，在

小学趣味识字的教学中，就必须贴合实际生活，将教学内容

和生活事例进行结合，充分发挥出学生生活经验的作用。例

如，在《柳树醒了》的课文学习中，教师可以让学生想象一

下生活中，见到的柳树的样子，通过绘画的方式来描绘出来，

同时用文字来描述柳树的样子，如笔直的柳树、蜿蜒的柳树

等等。如此一来，不仅能够增强学生对文字的理解能力，还

能够培养学生对识字的学习兴趣。 

5.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课改和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语文教师要

积极的创新教学方式，让识字教学更富有趣味性、更加生动，

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促进

其语文核心素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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