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识字是低年级学生的学习重点，
也是学习语文的开始。 原国家教育委
员会副主任柳斌同志在“全国小学语
文识字教学交流会” 上谈到：“真正意
义上的教育，是从识字开始的。人生识
字聪明始， 成人识字效率高的民族才
可能是，也一定会是高素质的民族。 ”
作为低年级的语文教师， 更是自知责
任重大。 那么如何进行低年级的识字
教学？ 我觉得应该从以下几点进行：

一、 结合具体的课文内容进行识
字教学。

在以往的识字教学中， 我经常喜
欢把生字集中起来让学生认识， 往往
人为地将生字教学与课文内容理解分
解开来学。《语文课程标准》 明确指
出：“识字、 写字是阅读和写作的基
础，是一、二年级的教学重点。 ”低年
级识字教学的目标， 首先是要让学生

“喜欢学习汉字， 有主动识字的愿
望。 ”“让学生体验到识字的快乐。 ”
课堂无疑是学生识字的主要渠道，这
种脱离课文进行枯燥的识字法会让学
生失去对语文生字学习的兴趣。 这几
年的语文教学让我意识到语文生字教
学应该利用上下文， 把识字和学习课
文内容结合起来， 在整合的学习中完
成识字写字和理解课文内容两方面的
任务。 这种识字方法就叫随文识字。
随文识字就是一种“字不离词、词不离
句、句不离文”为主要特征的识字教学
方法。 这种识字方法不仅让学生知道
了生字的“音、义”和语境，也不会让
学生觉得枯燥。

二、 结合具体的语言环境进行识
字教学。

所谓在语言环境中识字， 就是把
生字放在词、句子中及语段、篇章中来
教学。 而“语言环境”则无非是书面语

言所提供的环境、 口头语言所创设的
环境。 近几年来我通过语言环境中教
学识字的教学实践， 即把阅读训练与
识字教学两种任务互相结合起来，这
样从先识字后读书变成了边识字、边
读书，让儿童自觉地闯入课文，借助已
掌握的汉字和形象插图进入具体的语
言环境，而主动地识字、解词，又能引
起其读书的兴趣。 语言环境中识字最
明显的一个特点是：可以熟字带生字，
使熟字起到记忆支柱的作用。 比如在
课文中看到“星期天” 三个字， 假如

“星”和“天”是熟字，那么“期”字也就
容易认识，多次见面就记住了。 同时，
在语言环境中识字，也有利于建立音、
形、义三者的联系，便于学生对生字的
掌握。 即在识字过程中做到音、形、义
三不离，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
篇，把听、说、读、写融为一体，从而有
效地保证了识字质量。

三、 联系具体生活环境进行识字
教学。

联系生活实际在语言环境中识
字，已成为共识。 现行的《小学语文教
学大纲》 指出：“要在语言环境中教学
识字，把字的音、形、义紧密结合起来。
“在“课程标准”中，对识字、写字教
学，又指出了更明确、具体的要求和方
法：“识字教学要将儿童熟识的语言因
素作为主要材料， 同时充分利用儿童
的生活经验，注重教给识字方法，力求
识用结合， 运用多种形象直观的教学
手段，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 ”在
识字教学中， 我们必须按照这些原则
和方法进行。《大纲》 指出的“识字教
学要将儿童熟识的语言因素作为主要
材料” 是指充分利用教材中的课文和
课外读物等“这些儿童熟识的语言因
素作为主要材料”进行识字教学，就是

在这些语言环境中进行识字教学。 除
此之外，还要“充分利用儿童的生活经
验， 注重教给识字方法， 力求识用结
合。”这是告诉我们不能把识字教学仅
仅当作一种知识来传授， 还要结合学
生的实际生活能力，即生活经验，教给
自能识字的方法， 让他们更好地了解
字义，记住字形，读准字音。 并且要识
用结合， 在语文实践活动中进一步巩
固和加深对所学生字的认知。 如教学
《识字 5 贴字卡》一课时，在课堂开始
我就展示了一个美丽家庭里的陈设、
生活用品画面， 一下子就让学生贴近
了生活，学生学习积极性骤然高涨。然
后老师把配有彩色图形的词语卡片出
示给学生， 使抽象的生字与具体的形
象结合起来， 既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
趣， 又初步地使学生认识了生字所代
表的事物形象。借助实物认识生字，学
生感兴趣， 也容易记住， 学得自然轻
松。 在巩固生字，训练说话的过程中，
通过播放小明一家人生活的画面，也
是借助现代教育技术手段， 再现生活
情境的有效手段。在复习生字时，学生
上台当小老师，大声带领同学们读，让
台上台下互动，气氛格外热烈。一节识
字教学课中， 如果一味地只围绕学生
识字上，学生多会感到枯燥，我在识字
教学中会有意识地引导他们利用生字
用自己的语言编编故事， 这不但灵活
地增加了生字在学生脑子复现的机
会，还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使
课堂更具多样性， 学生也不会感到单
一，这样的课堂效果甚佳。

总之， 小学语文的教学就应该注
重语言文字的训练。 作为低年级老师
的我们只有在语言文字的训练中进行
识字教学， 才能为以后的语文学习做
好基础，达到学习语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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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多报道中不断传递出这样
一个讯息：“知识传授的渠道在拓宽，
师生情感交流的渠道却在不断缩
小。 ”而在现实中，这种现象的确也较
普遍。 多年来，我一直在潜心探索，试
图打造出一种和谐的师生关系。 我认
为和谐的师生关系是由四个部分构
成的，即自身素质、为师观念、处事方
法和耐力恒心。

一、 更新教育理念是构建和谐师
生关系的前提

传统的师生关系中， 学生把老师
看作权威，而自己更多地扮演着“遵从
者”的角色，这种不对等的关系造成了
师生间的隔阂，影响了师生间的交往，
更谈不上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当今
社会， 师生关系的概念同封建社会的
师徒关系有本质的区别， 新型的师生
关系应建立在民主平等的基础上，在
这关系中，师生之间人格平等、相互尊
重、互相学习、教学相长。 老师是学生
学习的合作者、引导者、参与者，是学
生的朋友。老师要放下“架子”，摆正师
生的位置， 认清对学生平等相待的重
要性，从心底产生与学生交友的愿望。
老师如果能做到这些， 学生就会觉得
自己获得了尊重，因而就能尊重老师、
理解老师、从而向老师敞开心扉。亲其
师，信其道，就是这个道理。

二、 提高自身素质是构建和谐师
生关系的基础

师生关系是教育教学过程中最重
要、最基本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的性
质和水平对教育教学活动的效果具有
重要作用, 对学生身心发展会产生深
刻的影响。 笔者认为建立良好的师生
关系关键在于教师。 作为教师首先应
该结合自身的工作转变观念， 加强自
身修养， 提高自身素质， 以高尚的品
格、过硬的本领、扎实的功底去感染学
生，征服学生。老师要使自己在学生心
目中的形象永不贬值， 我认为起码应

该做到以下三点：
1、注意外表美,服装整齐,典雅大

方。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从一个人的
外表可以折射出一个人内心，外表美
不仅是一个人精神面貌的体现, 同时
也是对学生的礼貌与尊重。 它在师生
关系中起着十分巧妙的作用, 往往有
形无形地左右着师生关系的建立和
发展。

2、 注意加强自身文化素质修养,
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 作为一名教师
要获得学生的尊重, 就必须刻苦钻研
业务,要有渊博的文化知识,教师对学
生的影响决不限于某一领域, 而是全
面的, 要在知识和能力上征服学生,让
学生信服。老师要练好基本功，实践证
明，过硬的基本功运用于课堂教学，不
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学
生理解、掌握知识的能力，还能开发学
生的智力，高课堂教学效率和质量，也
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3、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坚持
不断吸收新知识充实自己， 使自己永
不落伍。

教育者必须具备过硬的自身素
质。 这一方面是由教育本身的特殊需
要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教师的良好
风范能增强对学生的吸引力，有了这
个吸引力，学生才乐意从情感上接纳
老师。

三、 关爱学生是构建和谐师生关
系的关键

要热爱、关心、帮助学生，真正做
他们的引路人。“教育不能没有爱，没
有爱就没有教育”， 爱是教育的灵魂。
只有热爱学生、关心学生，才能正确对
待、宽容学生所犯的错误，才能耐心地
去雕塑每一位学生。 这一点对于班主
任老师来说尤为重要， 也最有条件做
到。学生在家、在校总免不了发生这样
那样的问题，涉及学习、生活、情感、交
往等诸多方面， 这些都需要老师帮助

解决。事情不同，处理方法就不能一概
而论。 关爱学生笔者认为老师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去下

1、多鼓励，少批评。 对学生学习方
面所出现的问题，应该及时指出，耐心
地帮助他们， 避免在公共场合使用严
厉的口吻，不伤害学生的自尊心。

2、尊重家长，不可动不动就把他
们“请”到办公室“谈话”。 向学生家长
了解和介绍学生情况时，注意用词，不
要让家长难堪。 尊重家长也是尊重学
生，爱学生的表现。

3、尽最大努力帮助学生解决实际
困难。 如：送生病的学生去医院，为困
难的学生提供经济援助等。

4、进入青春期，学生的心理发生
微妙的变化，他们开始把自己封闭起
来，作为班主任，此时不能一味强求
他们说出心里话，而要有意识地对他
们进行积极的引导，培养他们高尚的
情操。

5、学生在家有父母，在校靠老师，
要多给学生必要的提醒。 如：多提醒他
们加衣服、理发、早睡早起等，让他们
觉得你就像他们的家长一样。

唯有如此， 学生才会觉得自己的
班主任可亲、可信；也唯有如此，学生
才能向班主任敞开情感的大门， 师生
关系才能积极健康地发展。

当然， 也有人会觉得这样太理想
化、太神圣了。 是的，我们是人类灵魂
的工程师， 我们正在塑造者国家的明
天，我们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如果没有
超乎寻常的细心、耐心和恒心，我们就
打造不出和谐的师生关系。

综上所述，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更多的有赖于教师自身观念的更新和
素质的提高，人格的不断健全和完善；
有赖于教师对学生无微不至的爱和时
时刻刻的尊重。 相信良好的师生关系
的建立将会迸发强劲的教育能量，促
进教育效果的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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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文是学生在成长
中感知生活， 与文本交流而
产生的文字记录， 它真切地
反映了学生人生经历中发生
的点点滴滴。 教师在指导学
生作文时， 不要泛泛而谈地
传授写作方法和技巧， 而是
要引导学生把真切的想法，
用简洁的文字加以整理，让
他们有说的兴趣和写的素
材，给学生理性的思维，向着
更高的目标进发。 因此，教师
在指导学生习作时， 要用最
简单的方法来激发学生习作
的兴趣，让他们喜欢、甚至爱
上作文。

一、引导学生善于表达
说是写作的第一步，很

多学生面对作文觉得无从下
笔， 主要是他们对所写事物
还比较陌生，没有认知，自然
难以下笔。 写作前，教师应该
精心设计导入环节， 让学生
有表达的欲望， 唤起学生对
所写事物的认知、情感，进而
把说的记录下来， 这也就产
生写作的第一次雏形， 再加

以修饰，就变成了一篇具有连贯表达学生自己思想的
作文了。

为了写好《我的老师》这篇作文，我特意选了自己
学生时期在运动会上与老师的合影：穿着背心的男孩
手捧着奖状，显得格外阳光和精神，美丽的女老师则
轻轻扶着他的肩膀，满脸的笑容温馨甜蜜。 我打开多
媒体播放着音乐，对学生说道：“同学们，小时候我在
农村学校读书，是个顽皮的学困生，每天只知道下河
摸鱼，上山掏鸟窝。 现在我偶尔会把这张照片翻出来，
不由自主地想起照片上我四年级的班主任老师。 ”这
时，只听到学生不断地发出惊讶声，稍停片刻，我接着
说道：“同学们，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我今天又成为
了你们的老师，但我依然忘不了自己的老师，下面请
同学们听一个顽皮少年蜕变成三好学生的故事……”

讲完后，课堂响起了一阵掌声，我趁热打铁，鼓励
学生们大胆地说，一下子学生们就你一言，我一语地
述说起老师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课堂气氛一下子活
跃起来，感人的一幕幕展现在师生们面前，触动了学
生埋藏在心底最真实的情感，产生了共鸣，拨动了学
生的心弦，习作也就水到渠成。

二、引导学生观察体验
信息化时代的班班通、电子播放白板已经普遍应

用，它把文字化静为动，变得形象直观。 在作文教学
中，使用多媒体一帧一帧地再现情景，反复地播放，那
些容易忽视的细节， 让学生通过仔细观察把习作写
真、写实、写活。 鲁迅先生说过：“静观默察，烂熟于心，
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 ”因此我在指导学生《课间
十分钟》习作时，事前不打招呼，在学生毫无防备的情
况下，用远焦镜头摄下学生活动的场面，在课堂上播
放：有的在打篮球、跳绳，有的踢毽子、跳橡皮筋，也有
的在一边当旁观者……一些平时不被注意的小细节
通过我的刻意放大，如动作、神情、语言以及围观者的
种种表现，都展现在画面中。 学生看着自己的形象，课
堂一下就“炸”开了锅：“原来我没有投进篮，是他在背
后推了一把。 ”“小雯比我硬是跑慢了一步。 ”学生们在
课堂上重温着休息的一刻， 热切讨论同学们的表现。
我又放大某个重要的特写镜头， 并适时地让画面定
格，让学生仔细观察，有针对性地引导他们把过程描
述得详细完整，这样习作时就变得很容易，有话可说，
有文可写。

艺术来自生活，作文同样以生活为蓝本，我们教
师要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生活，走进自然，用心去体
验生活，认识生活，感受生活，这样在写作时才不会没
东西写。 在指导学生习作《春天》时，我带领学生来到
公园，漫步自然：绿色的小草，破土而出的嫩芽；飘荡
的柳絮，还有摩天轮呼呼上绽放的笑容……一切都带
着春天万物复苏的气息，身临其境的所见、所闻、让学
生感受到春天的气息。 一幅幅五彩斑斓的世界就展现
在同学们面前，一篇篇接地气，充满童真、童乐、童趣
的文章也就跃然纸上了。

冰心老人说：“专心地学习，痛快地玩。 ”我们教师
要给学生玩的自由， 让他们在实践活动展露天性，驰
骋思维，在玩耍中探究，探究中体会，体会中感悟，把
思想通过思考传递出来。 如在指导学生写 《难忘
的××比赛》时，我在课堂上给学生分组，举行扳手腕
比赛，个个跃跃欲试，情绪高涨，你双脚死抵着地面，
我埋头一声不吭，两人都小脸憋得通红，一会过来，一
会又被压了下去，难分伯仲，个别淘气的同学喝起“倒
彩”，希望自己的队友胜出……这参与的过程，活生生
的画面变成学生写作的活水源泉，也让写作变得简单
而充满乐趣，孩子们发自肺腑地说“作文其实一点都
不难，不就是把要说的话写在练习本上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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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市桃源漆河镇中心小学 胡光惠

浅谈识字教学的语言魅力

岳阳县第八中学 李美爱

构建和谐师生关系之初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