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理识字教学课件 识字教学反思(优秀6
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字理识字教学课件篇一

学生学过的字很快就会忘记，在教学过程中，巧妙利用游戏，
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景使学生愿意学、喜欢学，能够主动
识字、快乐识字。

如：做字卡：让学生把难记易忘的字做成生字卡片，方便随
时记忆。玩字卡：学生小组协作学习，通过玩字卡认读生字。
摆——边摆边读，一人一张，不会的可请教小组同学；
读——在小组长的组下，学生齐读自己的字卡，可找出难认
字拿在手里或摆在一旁；考——学生互相考认字卡，自己不
会的跟人学，别人不会的想法教；收——学生快速收字卡，
边收边读。邮差送信：可选一位学生扮邮差，将生字卡片当
成书信，随意发给多个孩子，然后读生字，手执所读字字卡
的学生必须快速将字卡贴在黑板上，大家齐读生字。

采用这些生动形象、趣味无穷的游戏学习方法，学生兴趣高
昂，记忆深刻，识字效果极佳。

字理识字教学课件篇二

《识字5》是一篇采用“词串”形式识字的课文。课文围
绕“夏天”，分别介绍了夏季特有的气象、瓜果、昆虫和小
动物、花卉，读起来琅琅上口，便于诵读，同时课文配以插



图，图文对照，让学生不仅识字，还理解词语，认识事物。

在教学中，我利用课文插图，让学生观察插图，并联系自己
的生活经验，说说你眼中的夏天的特点，你从图中哪些地方
看出是夏天，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我们都知道“兴趣是最好
的老师”。学生有了兴趣就有了主动探究的重要基础。也就
轻松、自然地认识了夏天的相关事物。所以，激发探究的兴
趣是教学成功的关键，是教师应始终致力去做的事情。

同时我引导学生认识字，理解词语的意思。学生已初步具备
认读生字的能力，把主动权交给学生，有利于调动学生识字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识字的能力。我是按照这样的
程序让学生自学生字词：让学生借助拼音，结合观察字形，
初步认读生字。然后让学生连词认读，展开想象，还可以结
合看情境图，联系生活经验，初步了解字义。

在教学生字的过程中，我鼓励学生采用多种方法记忆字形，
如本课重点的生字是“雷”，要指导学生写好雨字头。学
习“雷”时，我让学生想想还有哪些生字也是“雨字头”，
学生联想到了“雪”、“雾”等，学习“梅”这个字时，将
它与“海”比较记忆，取得较好的效果。在认识生字和理解
词语的教学中，我插入了说话训练，让学生用词语来说话，
夏天到了，你周围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从而让学生不仅学会
了识字，也锻炼了语言表达的能力。

在以后的识字教学中，还要探索更多的识字方法，使学生学
得更多，记得更牢。

字理识字教学课件篇三

１、识字教学：

教学时，教师借助生字卡片安排了多种形式的识字比赛，如
开火车比赛、男女生比赛等，教学效果较好，“叠、染、



翠”三个字不常见，学生识记较慢，需在今后教学中重复出
现，复习巩固。

２、朗读教学：

教师借助图画让学生感受秋天的美丽，读文与看图结合，学
生置身其中，读出了自己的感觉。“层林尽染，叠翠流金”
较难理解，教师边讲解边范读，加深了学生的.感悟。

３、写字教学：

写字指导一课时完成，不细致，还应分在两课时学习。

字理识字教学课件篇四

人的识字能力是学习能力的基础。小学低年级学生的思维特
点是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识字教学是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学
的重点，也是难点。为了使学生在愉快轻松的气氛中主动地
识字，教师要根据儿童年龄特点，有意识地激发他们的识字
兴趣，拓宽识字途径，培养识字能力。基于这样的认识，我
对低年级识字教学进行了探索。

游戏是儿童喜闻乐见的形式，儿童喜欢模仿，喜欢表现。我
在教学中利用游戏的形式调动学生学习抽象文字符号的兴趣，
不断采用儿童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进行教学，如：猜字谜，找
朋友、摘苹果……将这些游戏引入课堂，使课堂成为学生学
习的乐园。学生在课堂上感受到了游戏的乐趣，对识字就会
兴趣盎然。

低年级学生年龄小，他们特别爱听故事、还爱讲故事，在识
字教学中充分利用学生的这些心理特点，鼓励学生根据自己
的能力学习掌握一些词语，并在讲故事时练习使用。老师也
常常随手把一些学生比较熟悉，字型又不怎么复杂的词语写
在黑板上，对一些同音字，形近字还适时适度地作一些比较。



在学生看书的时候，老师提醒学生注意看故事中有没有刚学
过的生字，它在故事中组成了什么新词，看到后把它告诉同
学或老师。这种看似无意，实为有意的做法，收到了非常好
的效果。一是学生在无意中复习巩固了学过的生字。而且又
在新的语言环境中学会使用这些生字，收到了温故而知新的
效果。

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
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
步的源泉。”在识字教学中，我根据学生思维的特点，引导
学生想象，帮助他们把抽象的符号具体形象化，培养学生的
识字能力。

小学生好胜心强，一提起比赛，他们就来劲了，所以在识字
时，穿插一些比赛，能提高教学效果。如开火车比赛，教了
生字后，开两列火车比赛，看哪组同学读得又快又准，就评
出哪列火车开得又快又好；又如组词比赛，教了生字，让学
生口头组词，看谁组得多；又如说话比赛，让学生用当堂学
的词语说话，看谁用的词多。这些比赛，既能激起学生的学
习兴趣，又能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相得益彰。

听课是重要的学习途径，又是很难掌握的学习技巧。让学生
同时运用眼、耳、脑去积极地捕捉知识。眼，要注意看老师
写在黑板上的字及笔顺。耳，要善于发现老师指出的重点，
如老师说“雪”字上面是“雨字头”，“雨字头”第三笔是
横钩，不要写成横折或横折钩；“牙”，共4笔，第二笔是竖
折，不要把它写成两笔等。脑，要牢记字的读音、字义、字
形。简单的字，如“画”“叶”可以运用已有知识，自己分
析字形；“几、用、笔”可与熟字“儿、同、毛”比较字形，
加深记忆。

课内识字是识字教学的主要途径，但并不是唯一途径。课堂
外的识字往往更加丰富、更为重要，我们应该积极引导学生
进行课外识字，这也是课程改革的重要体现。如：商店里



有“出入口、洗手间、收银台、产品介绍”，街道上的广告
牌……这些都是能充分利用的识字活教材。

新课标指出，“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只要我们老师
切实转变教学观念，努力创造一种开放、灵活、有活力的新
课堂教学模式，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进取精神，积极倡导自
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
掌握、运用语文”，从课本、课堂中走出来，走向生活，在
生活中学习，让生活成为学生学习的资源，真正体现“使教
材成为学生的世界转变为让世界成为学生的教材”的新课标
理念，我们的孩子就能真正成为识字的主人，学习的主
人。“课内课外，两条腿走路”双管齐下，让学生识字有滚
滚而来的源头活水，学生的知识宝库中将是硕果累累。

总之，小小汉字，奥妙无穷。教师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
用，()结合学生的思维特点，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使学生
积极地参与识字教学，处处从学生主体的'实际出发，鼓励学
生想象，实践，学生就能获得成功的喜悦。

字理识字教学课件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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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理识字教学课件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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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