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平台

2022年第19期

汉字有悠久的历史，满载文化与智慧，可以延伸出许多内

涵、许多故事。对语文知识的兴趣，可以从一个汉字开始，抓

好低年级随文识字教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目前，在低年级

随文识字教学中，有些教师想要结合语境，但不知道如何吸引

小学生、如何整理教学资源，教师与学生之间，始终存在一定

距离，难以达到“共同融入”、“共同协作”的效果。探讨低年

级随文识字教学策略，旨在总结经验，助力小学语文教育教学

工作，让越来越多小学语文教师灵活、高效地开展随文识字教

学，打开小学生的兴趣之门、创新之门。

一．随文识字教学内涵分析

在识字教学中，有些教师会单独地提炼生字，用一节课的

时间教授生字。这样的教学方式，确实可以详细地讲解生字，

带领小学生反复地读、写。但问题在于，生字脱离语境之后，

可能会变得晦涩难懂，失去感染力，让小学生感到十分抽象、

乏味。尤其是低年级小学生，很难准确地理解生字内涵。“随

文识字教学”指的是结合语境，从生活视角、情感视角，循序

渐进地展开识字教学，重点突出“生字与句子”、“生字与段

落”的联系，帮助小学生更好地理解生字。采取随文识字教

学，要注意：

第一，“文”的定义。随文识字教学中的“文”，不仅仅指

课文，课文只是其中一种形式。“文”主要指语境，存在于小

学语文课本，也存在于课外阅读，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作为小学语文教师，要深刻理解“文”的定义，积极创建多样

化语境，灵活开展识字教学，让小学生在课堂内、课堂外，都

能通过随文识字，认识生字[1]；第二，“识”的内涵。在随文识

字教学中，“识”指的是认识生字、理解生字，并学会独立、

规范地使用生字。如果小学生只是会读、会认，并没有真正达

到随文识字教学的目标。小学语文教师设计随文识字教学方案

时，要注意连贯性，将“读”、“写”、“用”这几个环节紧密连

接起来[2]，提升小学生对生字的综合应用能力，激发小学生识

字兴趣。第三，内在关系。开展随文识字教学时，小学语文教

师要分析句子、分析段落，甚至分析整篇文章的思想、情感。

这个时候，有些教师可能会忘记初衷，忽略主次关系。小学语

文教师要意识到，“随文”是方法，最终目标是“识字”，“识

字”才是重点[3]。当小学生沉浸于某种语境时，小学语文教师

要适度地提醒，转移小学生注意力，引导小学生关注：生字的

应用技巧、应用价值。总体来说，小学语文教师要理解随文识

字教学中的各个环节，判断内在关系，抓住核心目标，保证随

文识字教学的有效性。

结合以上几点来分析，小学语文教师要真正理解随文识字

教学的特点，才能恰到好处地应用这种教学方法，发挥其优

势。目前，有些小学语文教师已经摸索出经验，有些小学语文

教师还在模仿、复制，内心充满困惑。虽然随文识字教学具有

诸多优势，但在低年级语文教学中，相关教师不能盲目尝试，

要关注小学生的反应、态度，不能因为片面强调“随文”，降

低“识字”效果，要将“随文”与“识字”有机结合起来，在

有限的课时内，指导小学生高效识字，让低年级小学生感受

到：识字并不难，识字并不枯燥。

二．随文识字教学的主要优势

随文识字教学的优势表现为：“激发小学生识字兴趣，让

识字变得轻松、快乐”、“增进小学生对生字的理解，指导小学

生边学边用”、“帮助小学生牢固地记忆生字，快速提升语文储

备”。作为小学语文教师，要懂得发挥随文识字教学的优势。

具体来分析：

1.激发小学生识字兴趣

随文识字教学强调结合语境，而不同的文章，往往有不同

的语境。小学语文教师开展随文识字教学时，可以通过不同文

章，呈现不同语境，带给小学生“不断变化”、“不断创新”的

感觉，激发小学生识字兴趣。此外，在随文识字教学中，小学

语文教师可以“欲扬先抑”，先增添生字的神秘感，再来详细

讲解生字[4]，逐步调动小学生对生字的学习兴趣。例如，在

《金木水火土》中，小学语文教师可以介绍宇宙知识，展现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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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行星的运行图，通过奇妙的宇宙世界，打开小学生想象力，

调动小学生好奇心。然后，提出问题：同学们，你们会写五大

行星的名字吗？这样一来，小学生会迫不及待地进入识字环

节，积极配合语文教师。

2.增进小学生对生字的理解

从片面地识字到随文识字，小学生对生字的理解能力越来

越强。具体来说：一方面，在阅读中理解。在随文识字教学方

案中，识字过程往往伴随着阅读过程、分析过程。小学生可以

通过多读、多品、多请教，逐步理解生字内涵，带着个人理解

去使用生字、积累生字；另一方面，在情感中理解。小学语文

教师实施随文识字教学方法时，并不是单纯地讲发音、讲笔

画，而是联系具体语境[5]，分析生字的情感色彩，先从情感切

入，再从情感中总结，不断加深小学生对生字的理解。比如

说，在《小小的船》中，小学语文教师可以根据课文情境，发

起“我与月亮的故事”交流活动，帮助小学生回忆月亮下的故

事，将小学生带到快乐中，带到温馨中，带到无忧无虑中……

然后，正式教授生字：“船”、“头”、“里”、“星”、“闪”、

“看”等。

3.帮助小学生牢固地记忆生字

在随文识字的教学情境下，小学生并不是机械化地记忆每

一个生字，而是结合生活画面，牢固地记忆生字。举例来说，

在《青蛙写诗》中，“雨点儿淅沥沥，沙啦啦，青蛙说，我要

写诗啦”，对“诗”字的理解、记忆，小学生可以联系自己的

生活经历，先想象出一个画面：下雨的时候，池塘上到处都是

雨滴，小青蛙活泼地跳来跳去……这样的画面，童真童趣，带

有诗意。小学生记住这个画面，自然就可以记住“诗”这个

字[6]。另外，课文还描写道：“荷叶上的一串水珠说，我们可以

当省略号”，这其中，“串”字也是课文的重点生字。记忆这个

生字词时，小学语文教师可以提问：同学们，在什么场景下，

你们会用到“串”字？小学生开始想象一个个画面：（1）爸爸

将羊肉串起来，制作香喷喷的烤羊肉；（2）妈妈将五颜六色的

小珠子串起来，制作出一条美丽的项链；（3） 奶奶的十字绣

上，有一串串的葡萄和一串串的小红花……这些熟悉的生活画

面，均可以与“串”字联系起来，让“串”字形象、生动，留

在小学生脑海里，成为深刻的记忆。

三．低年级随文识字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低年级随文识字教学中，小学语文教师要积极应对一些

问题，如：“小学生注意力分散，难以进入特定语境”、“受到

传统教学的影响，教学形式不够新颖”、“教学节奏过快，没有

关联小学生的生活体验”。小学语文教师要解决问题，优化随

文识字教学。具体来分析：

1.难以进入语境

低年级小学生活泼好动，其注意力很容易被某一个事物吸

引，也很容易发生转移。在随文识字教学中，如果小学生一直

处于注意力分散状态，很难走进特定语境，不利于实施随文识

字教学计划[7]。小学语文教师要善于抓住低年级小学生的注意

力，先引导小学生进入语境，再进行识字教学。此外，有些小

学语文教师设计随文识字教学方案时，没有重点突出低年级小

学生的个人兴趣，创建的语境过于严肃、沉闷，令小学生产生

抗拒的心理。在这样的语境中，小学生的思维比较被动，只是

循规蹈矩地学习生字，没有用心感受生字背后的语境。在小学

语文课堂上，教师既要懂得创建语境，又要掌握有效方法，带

领小学生进入语境。

2.教学形式不新颖

随文识字教学的实施，可以有多种形式。目前，有些小学

语文教师被某一种形式所限制，难以体现随文识字教学的特

色。具体来说：一方面，单向灌输形式。为了突出语境，有些

小学语文教师主张多讲解、多灌输，希望通过详细的分析，帮

助低年级小学生进入语境，快速理解每一个生字[8]。在这个过

程中，教师的主观分析可以影响小学生，但不能完全代替小学

生的独立思考，小学生不一定能认可、接受。相反，在单向灌

输的氛围中，小学生可能会越来越低落，内心缺乏参与感；另

一方面，机械化阅读形式。为了进入语境，有些小学语文教师

强调多阅读、多背诵，认为“书读百遍其义自见”。阅读确实

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低年级小学生比较活泼，如果长时间地

处于独立阅读状态，小学生可能会心不在焉，失去耐心。小学

语文教师要避免机械化的阅读形式，灵活开展随文识字教学。

3.不注重生活体验

小学语文教师有自己的生活体验，低年级小学生也有自己

的生活体验。当前，在低年级随文识字教学中，有些教师创建

的语境，只是教师单方面认可的语境，并不是小学生熟悉的生

活化语境，小学生表面上很投入，其实，内心并不理解这种语

境，注意力很难集中。在这种情况下，从“语境分析”到“生

字教学”，小学生一直在跟随教师，甚至是依赖教师，小学生

自己的想象力没有打开，思维也没有打开。长此下去，不利于

锻炼低年级小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心理素质，也不利于提升

低年级小学生识字水平，小学生可能会越来越依赖教师。另

外，有些小学语文教师分析生字的语境时，主张大胆想象、积

极交流，鼓励小学生虚心地聆听，很少创造亲身体验的机会。

在小学语文教学体系中，虽然课时有限、资源有限，但“聆

听”与“参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小学生的生活体验很

重要。当低年级小学生拥有足够的生活体验时，只要教师稍加

引导，小学生便可以豁然开朗，很自然地进入语境，很自然地

吸收生字内涵，牢固地掌握生字。作为新时代背景下的小学语

文教师，要密切关注小学生的生活体验，要鼓励低年级小学生

多体验、多思考，带着个人生活感悟，认识每一个生字。

四．低年级随文识字教学的改进策略

不同的小学语文教师，可能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随文识字

5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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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关于低年级随文识字教学的改进，小学语文教师要采取

精准的策略。比如说，在氛围上，巧妙地呈现语境。在形式

上，积极引入信息化工具。在感受上，重点突出小学生的生活

体验。具体来分析：

1.巧妙呈现语境

小学语文教师可以针对低年级小学生的认知特点，引入动

物卡片和表演活动，巧妙地呈现语境，将小学生带入到一个个

精彩的语境中。举例来说，在《小蝌蚪找妈妈》中，为了呈现

“肚”字的语境，小学语文教师可以依次展示“动物卡片”，小

熊、小猪、小兔子、小金鱼……邀请小学生上台，指出小动物

的肚子，调动小学生识字积极性。动物卡片非常直观，可以快

速抓住低年级小学生的注意力，让小学生对“肚”字产生浓厚

兴趣。另外，为了体现“跳”字的语境，小学语文教师可以组

织“小青蛙跳跳跳表演活动”，鼓励小学生即兴表演：刚睡醒

的小青蛙、快乐的小青蛙、愤怒的小青蛙，以小组表演的方

式，展现“跳”的姿势，让低年级小学生理解“跳”字的内

涵，并进入到一种积极、快乐的学习状态。

2.引入信息化工具

要想突出随文识字教学的新颖性，小学语文教师不能被某

一种固定形式所限制，要主张多样化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信

息化工具可以展现很大优势。例如，在《妈妈睡了》中，“蛋”

字出现在：“睡在妈妈红润的脸蛋上”。小学语文教师可以借助

多媒体工具，列举大量与“蛋”字相关的词语，如：鸡蛋、蛋

糕、捣蛋、彩蛋等，以图文一体的方式，打开小学生思维，鼓

励小学生一边组词，一边感受“蛋”字的应用语境。此外，在

讲解“窗”字时，小学语文教师可以播放“识字微课”，呈现

课文中描写的场景：“窗外，小鸟在唱着歌，风儿在树叶间散

步……”带领小学生一步步进入“窗”字的语境，让小学生感

受生活中看得见的“窗”，以及人们内心深处的那扇“窗”。然

后，小学语文教师可以围绕“窗外”这个主题，指导小学生进

行口语表达练习，鼓励小学生大胆说出自己看到的“窗”，以

及“窗外”的种种风景。小学生可以一边记忆“窗”字，一边

体会汉字的精妙，在具体语境中欣赏汉字。

3.重点突出生活体验

小学语文教师不能以自己的生活体验，代替低年级小学生

的生活体验，要在随文识字教学中，重点突出低年级小学生的

生活方式、生活感悟。比如说，在《田家四季歌》中，主要介

绍不同季节的农事，出现的生字为：“麦”、“苗”、“谷”、

“粒”、“桑”、“肥”、“农”、“辛”、“苦”等。这些生字并不复

杂，但需要有一定乡村生活的积累，才能更好地理解。对于从

小生活在大城市的孩子来说，可能根本不认识“麦苗”、“谷

粒”、“蚕桑”、“肥料”、“农场”等事物，在学习相关生字词

时，这些孩子可能会感到很陌生，脑海中没有具体的形象。小

学语文教师可以结合课文语境，设计出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随

文识字教学方案，将识字教学与低年级小学生的生活体验关联

起来。如：开展“农事体验一日行——趣味识字活动”，将低

年级小学生带入到各个乡村，在教师、家长的陪伴下，看一看

绿油油的麦苗、摸一摸饱满的谷粒、听一听田间地头的耕作之

声……通过“亲自观察”与“亲自参与”，低年级小学生可以

形成自己的具象认识，独立地理解一部分生字词，摆脱过度依

赖的学习心理。这个时候，作为小学语文教师，只需要循循善

诱，巧妙地提示小学生，便可以落实生字词的教学任务。

结语：

综上所述，关于低年级随文识字教学，相关教师要认真探

索，掌握其精髓。具体来说，相关教师要联系实情，从这几点

切入：（1）从生字的语境切入，巧妙地呈现各种语境，让低年

级小学生“身临其境”、“全心投入”；（2） 从信息技术切入，

将信息化工具应用于低年级随文识字教学；（3）从生活体验切

入，了解低年级小学生的生活体验，丰富低年级小学生的生活

体验。此外，相关教师还可以采取“送红花”、“送星星”等方

式，激励低年级小学生，让低年级小学生边学边玩，乐在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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