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识字教学反思(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识字教学反思篇一

这篇韵文中的每一个词语都是一幅美丽的画面，课上我利用
多媒体把孩子们带到了海边，蔚蓝的大海，低翔的白鸥，小
朋友们在金色的沙滩上追逐嬉戏，捡着五颜六色的贝壳，多
么快乐！孩子们的情绪一下子被我调动起来，他们积极参与，
表达着他们心中的喜悦。下面是我班一部分孩子在课堂上的
精彩发言：

小浪花很美丽，海鸥忍不住要亲亲小浪花。

太阳落山了，西边的天上满是晚霞，红彤彤的，映在大海里，
大海也变红了，像喝醉了酒。

傍晚，渔船装着鱼虾、海带回家了，回到了港湾里，港湾就
是渔船的家。

沙滩踩上去软软的，小朋友们光着小脚丫在沙滩上跑，留下
了一串长长的脚印。

…………

利用多媒体可以把学生带入情境，学生身临其境，就有说不
完的话了。



识字教学反思篇二

识字是低段语文教学的重点。相比传统教学，统编教材在识
字方面，无论是内容编排，还是教学策略，都有所调整。20xx版
《语文课程标准》新增了识字、写字教学的基本字表，提出
了识字要讲究先后序列的问题，不是盲目地认为越多越快、
越难越好。昨晚7:30-9:00，中国教师报“课改中国行新解新
教材”第十三场在线直播，特级教师史春妍带来《统编教材
识字板块编写特色及教学建议》！史老师从当前识字教学的
误区及问题诊断、统编教材各年段识字板块的编排特点及教
学目标、“双线”并进科学识字策略展开讲解。

根据汉字的特点、儿童的认知规律，结合二十多年低年级识
字教学的研究和经验，史老师提出了“双线”并进的识字高
效路径。讲座中，她重点解读“双线”并进策略如何教会科
学识字。

众所周知，识字教学是低年级教学的主要任务。我们一年级
全体老师都把识字当成头等大事来抓。到底什么样的识字教
学效果最好？确实在这个摸索阶段我们也走进了一些识字教
学的误区。听了史老师的课，我也反思了自己初次任教一年
级时的识字教学。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把教学方式改变为先出示有生字的词
语、词组，带领学生认读，然后让学生自己圈出生字，再练
读，最后我用“做动作猜字”来激发学生识字兴趣。例如：
我做开门的动作，学生马上猜出“开”；我做打伞的动作，
学生猜伞；我做穿衣的动作，学生猜穿；我做缩身子的动作，
学生马上猜出是“冷”字。我做得有意思，学生猜得也开心。
我想，这样的识字方法可能还不错吧。可结果也不是特别理
想。中下生也没有全部掌握本课的十个生字。哎，又一次识
字教学的尴尬！应该来说，集中识字省时高效，但是我却显
得步履维艰，多次遭遇识字教学的尴尬。看来，我还得多学
习，多尝试，多摸索。



在今后的识字教学中我将学习史老师的“双线”识字。
即：1.探究识字的逻辑线，将汉字的构字思维和儿童的认知
规律紧密结合，引导儿童关注汉字构形构意的规律和联想线
索，科学、有趣的分析汉字，培养自主识字的能力。2.探寻
识字的情感线，引导儿童发现汉字形义之中的文化内涵，识
记字形，了解字意。

识字教学反思篇三

古语有云：“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第11单元中
的“识字交流会”就是对前三册识字方法的总括。这总结了
识字的步骤和方法，解决了独立识字应该“做什么”和“怎
么做”的问题。

独立识字应该“做什么”呢？以前我们提“四会”——会认、
会写、会讲、会用。现在我们提的是“认、想、写、用”，
四方面的次序也根据实际识字过程重新排列。在本课的语文
活动教学中，学生大部分能做到融会贯通，独立识字。

学生学过多种识字方法，并且是按照它们的难易程度学的，
与人们实际上认字的心理过程不大一致，而且比较繁杂，教
材简化为“猜一猜、问一问、查一查”。“猜一猜”包括看
图猜、看上下文猜、看声旁猜（读半边）；“问一问”包括
问周围的人（看拼音实质上也是“问”），请别人读。“查
一查”指查字典。这三件事体现了认字的“过程”：“猜”
最简便，先做；“问”也方便，但是受条件限制；“查”最
可靠，而且可以认那些自己完全生疏的字，但是慢。

在教学中，学生记住了“猜一猜、问一问、查一查”这三个
要点和顺序，并指导行为，较好地解决了《一个字》的阅读
中所遇到的生字障碍。

也许看到“组、拆”，大家会觉得奇怪，这不矛盾吗？其实
不然，它们并不矛盾。“组一组”即分析这个字是怎么组成



的，是要弄清字的结构；“拆一拆”有二：一是分析这个字
有能否表示字音的部分吗，是要弄明白字形与字音的关系；
二是分析这个字有能否表示字义的部分吗，是要弄明白字形
与字义的关系。综合起来，“拆一拆”就是要弄明白字形是
否表示字音和字义，怎么表示的。

在以前教学中，教师一步一步地教学生“组一组、拆一拆”，
然而这里是在学生熟悉的基础上的小结，只要问一问“我怎
么记住这个字”就可以了。但是，在课堂上，我们还见到有
些学生分析字形，只说了左边是什么，右边是什么，这样的
分析对识字意义不大，识字效果仍有待提高。

在“想”的基础上，就可以“写”了。识字到这个阶
段，“认”“写”合流应该已经不成问题。当然，写字之前，
我们要注意两点，教材中也提到了，那就是引导学生把字
写“对”，把字写“好”。

在课堂上，要求学生小组中分析一下汉字应该注意什么地方
容易写错，并请“小老师”提醒一下。这就是要把字
写“对”。让学生注意观察汉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以及教师
的范写，都是引导学生把字写“好”。除些之外，写字教学
中，教师提醒学生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

学以致用，如果不“用”，“认、想、写”将都没有意义。
这就是说，不应脱离阅读和写作单独考查认字和写字。组词、
搭配词语和造句都是识字时自己练习“用”的方式。除此之
外，还可以用对对子的办法看自己会不会用，即找找与这个
生字意思相对、相反、相近的字。

在运用这一环节中，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我采用平时
常用的方法，即用生字词让学生写一两句话，生字的运用不
限顺序和个数。练习中，学生常常能将它们从不同的角度编
成一个小故事。当然，这对于学困生就将较难了，一般作为
选择性作业，让学生自己根据兴趣爱好去做，这样的学习也



更富有弹性。

总之，识字教学是低年级教学的重点。以上四个方面识字方
法相辅相成，教师教给了学生学习方法，多在实践中让学生
体会，多在实践中记住，还在实践中补充，这样融会贯通，
相信独立识字效果有一定的保障。

识字教学反思篇四

低年级的孩子喜欢有趣的学习方式，枯燥的教学方法往往使
他们不能集中注意力，失去对语文学习的兴趣。在平时，我
通过自己的教学、听其他的老师的课，以及参看别人优秀的
教学生字的方法，找到了几种学生乐于接受的识字方法。

低年级孩子由于年龄小，喜欢有趣、生动的学习氛围，所以
在教学生字时，我会编一些儿歌让学生更好的记住这些字，
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仅让学生记住了“喝”和“渴”，也很好
的区分了两个形声字。

这类方法在教学中会经常用到，如“柏”是由“木”
和“白”组成，“萝”去掉“草字头”再加上“竹字头”就
变成“箩”，在课堂上，我经常让学生说说怎么记住这个字，
学生自然而然会用这样的方法来记住这个字。

教材编写就是让学生根据不同的偏旁所表示的`意思来记住这
类字，如“木字旁“的字和树木有关，“禾字旁”的字和庄
稼有关，“竹字头”的字和竹子有关，“草字头”的字和草
本植物有关。这样的识字方法能提高学生的识字能力。

语文教学不单单是在课堂上，最终还是要回归生活。我让学
生留心观察身边的路牌、文明标语，开展一系列的活动，让
学生不仅自己认识这些字，还能带动身边的同学扩充识字量，
学生也非常乐于参与这样的活动，积极性也非常高。



识字教学反思篇五

“识字3”是以对对子的形式识字，对子的内容都与大自然的
景物有关。教学这篇课文既要引导学生多种方式识字，引发
学生喜欢对对子的兴趣，同时也要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
感。

这一课中的字词主要是自然景物，而且“霞、霜、雾”都是
雨字头。“蝶、蜂”都是虫子旁，“杨 、李”都是木字旁。
在识字教学中可主要运用归类识字的方式，借助图片、课文
引导学生反复认读，帮助他们逐步发现这几组汉字的规律：
它们都是虫子旁、雨字头或木字旁的字，都与动物、雨水、
植物有关。

对对子的课文的朗读方法是注重节奏，大声读，读地朗朗上
口就可。教学时我先范读，在我有节奏的范读声中，学生情
不自禁地用手和脚为我打起了节奏。我顺势引导学生用手边
打节奏边读，一遍下来学生有了初步的节奏感。接下来又通
过师生对读，男女生对读等方式，使学生沉浸在中华经典文
化之中。

这篇对对子中有众多的景物很美，而且学生对有些景物只懂
词面，具体事物的形象不一定很了然。于是，在学生初步理
解课文的基础上，我就借助课件中的图片让学生观赏。晨雾
弥漫的山村，树叶上层层粒粒的秋霜，火红的朝霞，五彩的
晚霞，喷薄而出的朝阳，留恋花间的彩蝶，辛勤采蜜的蜜蜂，
这一幅幅生动美妙的图片深深吸引着学生的眼球。从学生一
声声的惊叹声中，我感受到学生不仅通过图片认识了这大自
然中美好的景物，激发了学生审美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