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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小学语文低年级识字教学理念和方法也在不断更新。本文旨在探讨新课程

理念下小学语文低年级识字教学的特点、教师队伍的培训与提升、多元化教学方法的应用、教学评价与

反思，以及未来发展方向。通过游戏化教学、情境教学、合作学习、信息技术应用等多种方法的实践和

探讨，提高识字教学的质量，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和个体差异，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为未来小学

语文低年级识字教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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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the teaching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literacy in lower grades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are also constantly being updated. This ar-
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cy teaching in lower grades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under the new curriculum concept, the training and improvement of the teacher team, the 
application of diversified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reflection, and future d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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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ment directions. Through the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various methods such as gamified 
teaching, situational teaching, 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we 
aim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teracy teaching, meet the practical needs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students, cultivate their self-learning ability, and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e future de-
velopment of literacy teaching in lower grades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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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识字教学是小学语文低年级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和语言表达能力具有重

要意义。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小学语文低年级识字教学理念和方法也在不断更新。本文将探讨

新课程理念下小学语文低年级识字教学的特点、教师队伍的培训与提升、多元化教学方法的应用、教学

评价与反思，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2. 新课程理念下小学语文低年级识字教学的特点 

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小学语文低年级识字教学呈现出以学生为主体、多元化教学方法、关注学

生实际需求和个体差异、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等特点。教师需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积极

参与和主动探究学习，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果。同时，教学内容和方法

要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通过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合

作学习等方式，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为其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3. 教师队伍的培训与提升 

为了适应新课程理念下小学语文低年级识字教学的需要，教师队伍的培训与提升至关重要。具体措

施包括。 

3.1. 更新教师的教学理念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教师需要深入理解新课程理念，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观念。这意味着教师

在教学中应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而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教师应该关注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需求，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学习，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同

时，教师还应该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需求，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为每个学生提供合适的教学指

导和支持。 

3.2. 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 

为了应对识字教学的挑战，教师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学科素养和教学水平。通过专业培训和学术交

流等方式，教师可以深入了解识字教学的理念和方法，掌握更先进的教学技巧和策略。同时，教师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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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与同行进行交流和分享，共同探讨识字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这样的培训和交流不仅可以帮

助教师提高自身的学科素养和教学水平，也能够促进教师之间的合作和共同进步。只有教师具备了更高

的学科素养和教学水平，才能更好地应对识字教学的挑战，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和指导。 
鼓励教师进行教学创新和探索激发教师的创新精神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应该鼓励教师勇于尝试

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不断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通过创新，教师可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同时，创新也是推动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只有不断推陈出新，才能在

激烈的教育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了激发教师的创新精神，学校和教育部门应该提供更多的培训和学

习机会，鼓励教师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让他们不断接触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同时，我们也应该

营造一个开放、包容的教育环境，让教师敢于尝试、敢于创新。 

3.3. 加强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搭建教师交流平台，促进教师之间的经验分享和共同进步，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在这个平

台上，教师可以分享自己的教学经验、教学方法和心得体会，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提高教学水平。

通过交流，教师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学习其他教师的优点和长处，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方式。同

时，教师交流平台也是一个思想碰撞、灵感激发的平台。不同学科、不同年级的教师相互交流，可以产

生新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推动教育教学的创新发展 [1]。 

4. 多元化教学方法在小学语文低年级识字教学中的应用 

为了提高小学语文低年级识字教学的质量，可以采用以下多元化教学方法。 

4.1. 游戏化教学 

游戏化教学是一种寓教于乐的教学方法，通过将识字教学与游戏相结合，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

中学习知识。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来说，识字是他们学习的基础，也是他们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但

单纯的识字教学可能会显得枯燥，此时，游戏化教学便发挥了其独特的魅力。字谜游戏是激发学生兴趣

的好方法。通过设计有趣的字谜，让学生在猜谜的过程中锻炼思维，同时加深对汉字结构的认识。例如

在教学“鸟、虫、竹”这三个字时 [2]，可找到与之对应的象形文字，并让学生结合每一个字的谜语同这

三个字的象形文字进行连接，这种游戏方式不仅增加了学习的趣味性，还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此外

还可以在课堂上开展“字迷宫”的游戏，例如在教学“草、树、花、林”这些生字时，创设游戏情景告

知学生这些生字迷路了，请同学们为它们找到家。通过这个游戏目的是让学生将相同偏旁的字进行归类，

有利于学生识记汉字 [3]。 

4.2. 情境教学 

情境教学是指创设具体的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学习汉字的教学方法它注重为学生创设真实、生动

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在情境中感受汉字的魅力。这种方法尤其适合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他们的抽象思

维尚未完全形成，情境教学能够更好地帮助他们理解和记忆汉字。角色扮演是情境教学中的一种常见方

式。通过让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模拟真实的生活场景，使学生在互动中学习汉字。例如，在教“商店”

这个词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扮演售货员和顾客，模拟购物场景。这样，学生在实际情境中不仅学会了“商

店”这个词，还理解了它的实际意义。故事讲述也是一种有效的情境教学方式。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

将汉字的学习融入其中，使学生在听故事、读故事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学习和运用汉字。这种方法不仅

能够提高学生的识字效率，还能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情境教学让学生在学习汉字的同时，

也锻炼了他们的实际运用能力 [4]。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4261


杨洁 
 

 

DOI: 10.12677/ass.2024.134261 4 社会科学前沿 
 

4.3. 合作学习 

合作学习是一种创新的教学策略，尤其在汉字学习中，其效果尤为显著。通过小组讨论，学生们围

绕某个汉字进行深入探讨，各抒己见，增强了理解与记忆。分工合作则更具实效，学生们按照各自特长

进行分工，搜集资料、整理归纳，共同完成学习任务。这种合作模式不仅提高了学习效率，更培养了学

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5]。在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们对汉字的理解更加深入，记忆更加牢固。

合作学习真正实现了教学相长，让学生在汉字学习的道路上更加自信、从容。例如在教学时可以采取汉

字接龙的方式，将班级的同学分成若干小组，每组学生在黑板上写出自己找到的生字，哪一个小组在固

定时间内写出的最多，该小组就可以获得一枚奖章。在这一过程中每个小组的学生需要一起合作，找到

自己所发现的生字，以及帮助自己的小组成员找到生字。通过合作学习，让学生既学习了很多生字，又

能够发挥集体写作精神。 

4.4. 信息技术应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提高识字教学质量已成为一种趋势。例如，可以利用

多媒体课件、网络资源等，将汉字的音、形、义等元素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出来，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此外，信息技术还可以实现个性化教学，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学习风格，提供定制化的学习资源

和教学策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例如，在教“金木水火土”时，教师使用希沃白板，将这些

汉字的演变过程以动态的形式展示出来，同时可以进行适当的提问，让他们思考这些汉字被创造出来的

依据时什么，同时可以播放浅显易懂的视频，让学生结合视频发现汉字造字的规律，及调动了学生的积

极性也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性 [6]。 

5. 教学评价与反思 

教学评价在小学语文低年级的识字教学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不仅是对学生学习成果的反

馈，更是对教师教学质量的检测。通过评价，教师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学生的学习进度，识别出学生在识

字过程中的难点和困惑，从而针对性地调整教学策略。此外，教学评价还能及时揭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为教学方法的改进提供有力依据。 
考试是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传统方式。通过定期的笔试和口试，教师可以系统地检测学生对汉字的

掌握程度。但在小学语文低年级的识字教学中，仅依赖考试作为评价手段显得过于单一。传统的笔试和

口试往往只能检测学生对汉字的记忆程度，而无法深入了解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例如，有些学生可能

在考试中表现出色，但一旦进入实际语境，他们可能无法恰当地运用所学汉字。因此，为了更全面地评

价学生的学习效果，需要引入更多元化的评价方式。 
观察法确实是一种非常细致且有效的评价方式。在小学语文低年级的识字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在课

堂上密切观察学生的反应，还要注意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运用。通过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

对于汉字理解和应用的能力，以及作业的完成情况，教师可以获得关于学生学习效果的更全面的反馈。

同时，观察学生在真实语境中的表达和运用能力，也是评价其学习效果的重要依据。因此，教师应该在

课堂教学中充分利用观察法，更深入地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并据此调整教学策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

握汉字，提高学习效果。 
口头表达的确是评价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有力手段。在评价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时，口头表达的方

式比书面表达更具优势。通过口头造句、简短作文或即兴表达，教师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学生是否真正掌

握了汉字的用法，以及他们在实际语境中的表达能力。这种评价方式不仅能有效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

还能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同时，口头表达的互动性更强，可以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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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氛围更加活跃，增强课堂的趣味性。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充分利用口头表达的方式，全面评价学生

的语言运用能力，并据此调整教学策略，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 
除了上述方法，教师还可以结合学生的日常表现进行评价。例如，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专注度、回

答问题的积极性以及与同学的互动情况等。这些细节都能反映出学生的学习态度和习惯，为教学策略的

调整提供参考。此外，教师也应重视教学反思的过程。每次教学结束后，教师应总结本节课的得失，思

考哪些方法有效、哪些策略需要改进。通过不断反思和调整，教师可以逐渐形成一套更为完善的教学策

略，提高教学效果。 
总之，教学评价在小学语文低年级识字教学中起着关键作用。通过综合运用多种评价方法，教师可

以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6. 结论 

综上所述，新课程理念下小学语文低年级识字教学需要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多元化教学方法的应

用以及教师队伍的培训与提升。通过游戏化教学、情境教学、合作学习、信息技术应用等多种方法的实

践和探讨，可以提高识字教学的质量，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和个体差异，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同

时，教师需要不断进行教学评价与反思，总结经验教训，为未来小学语文低年级识字教学的发展提供有

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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