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二年级识字教学反思(优质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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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级识字教学反思篇一

《识字4》是苏教版二年级上册语文第一单元“识字”中的一
篇，作为语文教学的基础，识字是语文教学的难点和重点，
要采取多种形式的记忆，让学生把这个基础打牢固。〈〈识
字4〉最大的特点是形声字的学习。要让学生明白一个字加上
不同的偏旁，意思也会不同。

1.知识与技能：正确认读“苗、描、瞄、锚、猫“5个生字，
会写“苗、猫”2个生字。

2.过程与方法：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初步了解形声字的
构字特点。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激发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培养识字
能力。

正确认读“苗、描、瞄、锚、猫“5个生字

初步了解形声字的构字特点。锚字的教学

生字卡片、转盘。图片

观察法，讨论法，讲授法，练习法！

导入：同学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大家有没有好朋友呢？（生



答：有）

（设计目的：从学生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可以更好的激发学
生的兴趣，提高学习效率）

（出示生字卡片“苗”）同学们看老师手中的字，大家以前
都学习过，怎么读？（生答：苗的拼音，齐读2次）“苗”一
个人现在很孤单，今天老师要和同学们一起帮它来找朋友。

（出示转盘：底盘写上了5个字的偏旁）

（设计意图：转盘的设计很新颖，学生可以在玩耍中体会到
学习的乐趣，有助于师生互动）

一．问题指导：

1（出示字盘）看一看，苗能跟哪些偏旁做朋友？

2学习“描”：

1）描为什么用提手旁？

2）谁能给描扩扩词？

3）齐读2遍生字。

3学习“瞄”

1）它的意思是什么？你是从哪里知道的？

2）读一读，瞄准，这里的准是翘舌音

4学习“锚”

1）它的拼音读什么？



2）你知道“铁锚”是什么东西么？

（设计要点：在设计这几个问题时，我总从由易到难的原则，
合理设计问题。符合学生实际。有梯度）

二．学生自学：

1．交流讨论老师提出的问题，

2．正确，流利的朗读词语。

（目的：以读为主，加强记忆，效果显著）

三．交流展示：

1．描：偏旁：提手旁（描红）（描写）

2．瞄：意思是用眼睛去看，偏旁：目字旁（瞄准）

3．锚偏旁：金字旁铁锚

（锚字的教学是一个难点，“铁锚”的意思是能让船停止的
一种东西，它的外形有两个爪。可以让学生演示：在大海中
航行的船，要想靠岸必须用力抛出铁锚，才可以停住。）

意图：在每个词语讲解完后都配了插图，形象直观，易于理
解。

四．自主探究：

同学们，识字4中还有“喵。猫”两个字没有学习呢？把同学
们分成了a.b两个小组，分别从生字的偏旁，结构，组词。造
句来共同学习。老师相信通过同学们的共同努力，大家都能
出色的完成。（激励性的语言要用的恰到好处。这样对学生
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



结果反馈：猫：反犬旁（小猫）小猫真可爱。（a组同学）

喵：口字旁（喵喵叫）小花猫在院子里喵喵叫b组同学

（这一环节的设计培养了学生的合作探究能力，初步尝试。
需要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五．点拨解惑：

描，瞄是形声字

苗是声旁

提手旁，目字旁是形旁，表示与字的意思有关的。

（形声字的教学需在今后的课堂教学中慢慢渗透）

六．当堂训练

（选字填空题）苗描瞄喵猫锚

1、地里的禾（）绿油油的。

2、小花（）喜欢（）（）叫。

3、船上的（）能停船。

4、（）红的时候要看清字的位置。

5、我们打靶是要（）准靶心。

（之所以没有分组进行是因为这些字是要求全部同学都要掌
握的）

七．：回顾总结，说说收获。



今天，你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学到了什么？跟大家一起分享
吧！

我们的祖国汉字就是这么有趣，用今天我们认识字的方法，
你将会认识更多的字

八．作业

练习册的智能积累完成

九：板书设计：

略

不足：课堂时间分配略显得不均匀，个别学生的学习没有照
顾到。

总体来说：学生在本节课收获不少，达到了预期的学习效果，
完成了教学目标。

二年级识字教学反思篇二

在识字教学中，我进行了一定的探索。我的识字教学基本分
为两类。

在教独体字时，我根据低年级学生年龄小，认识事物简单的
特点，采用形象的教学方法，把事物原来的样子临摹到黑板
上，看像什么？学生看懂图意后，再写出这个字。如“鸟”，
可以形象地告诉学生“一撇”是鸟头上的翎毛，“·”是小
鸟的眼睛。这样的教法，学生很乐意学，学得又很有趣味。

在第一二册掌握了大部分独体字的基础上，再学习三四册出
现的合体字时，就有了一定的识字基础，这时可以采用多种
方法进行合体字的教学，下面再具体说说合体字的识字法。



（一）形象字的识字法。

把生字编成一个故事来学，如：一个人走路走累了，正好看
到路边有棵树，他就靠在树上休息一下，这个字是“休”。
再如：闻，有人听到门外有动静，他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一听。

（二）以旧带新的识字法

这个方法是识字教学中最常用的。因为合体字一般都是有两
个后两个以上的字组成的。笔画虽然多，但把这些字分开来
记，就显得简单明了。如“解”，可分成角十刀十牛；有些
字既可以肢解，又可在肢解的基础上体现出这个字的意义，
那就更易记。例如“熟”可释为丸子放在水里煮发出香味就是
“熟”字。

（三）比较识字法

汉字中有许多字在字音、字形方面都很相象，字义却相差很
远，怎样来识记区别这些字呢？可以用比较法学习，就是把
这些字写出来进行比较。如：请、情、晴清，可对这些字编
成儿歌，“言来互相尊重，心至令人感动，日出万里无云，
水到纯净透明”进行字形、字义上的比较，再组词，就易记
住了。

(四)偏旁识字法

在学生学过部分合体字的基础上，学生基本上了解了常用字
偏旁所代表的含义。如木字旁：大多是与树木有关联的字：
如松、柏、桦、树等，代表与水有关联的字：如河、清、湖、
海等，代表与动物有关联的字：如猫、狗、狐狸等，多与人
手的动作有关联的字：如提、抬、挑、担等。这样的形声字
有许许多多，知道了偏旁的意义，看看声旁，就大体知道了
这个字的读音和含义。这样学生有了认字的积极性。



还有许多其他教学生字的方法，如通过猜谜识字，画画教学
生字，借助实物识字，动作演示识字，笔画添减等。在教学
中各种方法可结合使用，调动学生学习的自觉性、积极性和
趣味性，培养识字能力。

二年级识字教学反思篇三

我通过第一课时的教学，基本达成了教案预定的教学目标及
要求。尤其在生字的读音及书写方面着力较多。

但是作为一名年轻教师，在很多方面还有欠缺和不足：

首先，教师在课堂中偏重于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主动性、参与性。一堂课40分钟，教师的讲解过多，
大概占掉了25分钟以上。过多的讲解，一方面，打击了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由“主动学”转变为“被动听”。知
识点较细小、琐碎，学生很难有兴趣听进去，更何况记住、
记牢;另一方面，不利于学生独立、自主学习能力的养成，著
名教育学家陶行知说道：“教的最终目的是达到不需教”，
只有培养学生逐渐养成良好的自主学习习惯，才能给老
师“减负”，彻底改变课堂教学中满堂灌的现象。

其次，对识字教学投入了较多时间、精力，忽视了学生说与
写的练习环节。识字教学是小学语文低年级教学的重心，但
并不意味着全部。考虑到小学三年级的作文和学生未来的发
展，需要教师培养学生说话、写话的能力，由于我在第一课
时钟占用过多时间讲解字词，，再加上经过苏老师的指导，
在第二课时我重点设计了说的练习，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
交流、讨论课文中每一幅图话的内容，并给出充足时间，让
学生编成小故事讲出来。学生的反响很强烈，主动参与意识
也很高，于是我顺水推舟，指导学生写作，让学生在接下来
的课堂中写话，锻炼了学生的说与写的能力。

第三，教学过程中环节设置不紧凑，衔接不紧密。缺乏过渡



语，语言艺术还有待锤炼、提高。教学环节之间，缺乏过渡，
这在备课中容易被老师忽视，在课堂生成性教学中，问题便
明显凸显出来。例如，当我让学生齐读完一遍课文后，学生
的注意力开始分散，此时我说道：“请同学们看黑板”，打
算讲生字发音。这样的过渡语对好动的低年级学生显得十分
单调、乏味。学生出现了做小动作、回头说话的现象。这时，
我要么只能讲课堂纪律的重要，维持课堂纪律，要么就采用
非常手段，来调动学生的注意力。显然，后者效果要优于前
者，我鼓励了部分表现较好的学生，课堂秩序才开始恢复正
常。因此，我意识到好的过渡语设计的重要性。对于儿童，
应多采用儿童式的语言吸引其注意力，例如，“同学们，告
诉你们一个小秘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等诸如
此类生动鲜活的语句，才能充分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从而让学生达到乐学、好学的境界。

今后我将从以上几个方面，加强自我训练，努力提高自我修
养和教学水平。

二年级识字教学反思篇四

我发现我们二年级学生有一个缺点：书写错误，做题粗心，
错题多，原因是书写随意，不讲格式，作业做完了，从不检
查，针对这种情况，我注意强调书写格式，并要求字写得慢
些，写得工整，格式不对，书写不工整，一律重新做过，经
过一段时间，书写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但题还是错得多，
于是我在班上宣布了这样一条规矩，如果语文作业连续五次
既工整又正确，老师就奖奖品，这样激发了优生的积极性，
一部分学生是懒习惯了，对此无动于衷，怎么办呢？当然还
有办法，每天作业错了的重新改过，改正确了才算过关。

学生在"玩"中学语文，体验学习语文的快乐。

二、



这一学期学生学习用部首查字法查字典，学习利用汉字的表
意特点来分析字形，并对认字方法有比较系统的归纳整理，
学生基本上都学会了运用不同的认字方法来独立识字。在教
学中，我还注重将学生引领到生活当中去识字，激起学生识
字的极大热情。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整体识记生字，提
倡个性化的识字方法。让学生寻找出自己认为最有效的识字
方法，通过不断的求异，激活学生思维，"玩"出价值。一个
字有多种识记方法：看字形认字、跟据部首猜字义等等，学
生的发散思维的"玩"中学得快乐。再如画画的方法记一记会
意字；将所学的字、词贴在家中的实物上"复现"

三、

写字是一项重要的语文基本功，是巩固识字的手段，对于提
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起着重要作用，必须从小打好写字的基础。
"一个人的字写得好与否，不仅仅是个人的"门面"，而是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他的学习习惯、意志品质及性格特点。因
此，教学时我采用了"读字、范写、评议、试写"的程序："读
字"时，让学生讨论"写这个字时哪一笔最关键""写这个字哪
一笔最容易写错"或"你想提醒大家注意哪些地方"等问题，整
体把握写字的规律；在范写之时，让学生评议老师的范字，
引导学生观察、发现、把握写字的要领；让学生对老师评头
论足，运用形体动作学写笔画、作业展览、评选书写闪耀明
星等方法，激发了学生写字的兴趣，提高了学生写字的技巧。

二年级识字教学反思篇五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小学生的学习动机的激发与维持，很大
程度上不是由于内在的学习需求，而是更多地借助他人的肯
定、课堂气氛、情境创设等外在因素，因此，其学习过程往
往伴随着浓厚的个人情绪，他们觉得有趣，就学得积极、主
动;反之，就学得消极，被动。在本节课中，我努力创设良好
的教学情境，变抽象为形象，变无趣为有趣。



上课伊始，我请学生看优美的画面，并充满激情地说
道：“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景色优美，今天，老师就带大
家一起去游览一番，好，我们出发了!”课文导入直观、自然。
课伊始，趣即生。学生充满了好奇心，马上就被老师给吸引
过来，使整堂课对学生有吸引力，让学生有滋有味地学，兴
趣盎然地学。

在这堂课的教学中，我始终让学生进入课文的情景，带他们
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风景秀丽的江南，细雨蒙蒙，杏花格
外娇艳;海岛盛夏，骄阳似火，高大的椰树绿荫如盖;塞北秋
风瑟瑟，骏马在草原上奔腾;冰雪覆盖的高原上，牦牛在缓慢
前进。课堂上，我让学生展开想象，用自己的话介绍风光美
景，设计了“我是小导游”的环节，学生的语句完整，语言
丰富，仿佛真的当上了小导游，正向大家介绍美景呢。最后，
我让学生说说自己家乡的风光，并让他们用词串的形式写了
下来。如果能同时配上相关的音乐《天堂》等，生动的画面，
各具风情的音乐，调动学生多种感官，使学生仿佛身临其境，
获得深刻的体验，让学生被深深打动，效果会更好一些。

在朗读指导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本文中一个个词组成了
一个诗篇、一幅图景，应该让学生充分地读，读出自己的感
受，读出韵味。如果能给学生的朗读配上音乐。如，朗
读“塞北”这一组词串时，配上一段塞北风情的音乐，学生
会读得更高昂、激扬;在朗读“江南”这组词串时，如果配上
一段江南风情的柔和些的音乐，学生就会读得轻柔、悠扬。
让学生入情入境，以感情朗读的方式外现表达自己的感受，
激发学生对祖国河山的热爱，这样的教学效果会更有效果。

二年级识字教学反思篇六

《识字5》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人教版）二
年级上册内容。本课内容由五条关于团结合作的谚语构成，
这几条谚语通俗易懂，给人以很深的启示。作为第一课时，
我将本节课的目标锁定在：



（1）认识10个生字，会写“斤、折”两字。

（2）能正确、流利朗读谚语，并有积累谚语的兴趣。

在开课时，我以游戏的形式导入，分别请两位同学上台来折
一折筷子，引起了学生的极大兴趣，随即引出本课中“一根
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难折断”这句谚语，然后简要介绍了
一下谚语的特点；接着，提出具体要求让学生对课文进行了
初读，与生字初次接触，有一个初步的整体印象。这两个环
节衔接自然，所花时间并不长。紧接着进入了识字写字环节，
引导学生运用各种方法进行自主识字，在此过程中相机引出
要学写的两个字进行重点指导；再出示词语认读；最后回归
到课文，在一遍遍的读中理解感悟，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
即交流所搜集到的关于团结合作的谚语。

我将整个环节的重心放在了识字与写字的教学上，先出示了
本课需要认读的生字，让学生自己圈出来并读一读，同时想
一想有什么好方法记住这些字。接着，我又出示了带拼音的
生字，以开火车的形式检查了解学生们的学习情况，并相机
正音。然后全班进行交流，说一说自己记住了哪些字，是怎
么记住的，在学生说的过程中贴出相应的生字卡片，并进行
组词扩句，想方设法地让学生们辨清字音、记住字形、感知
字义，运用了多种方法对生字进行了再现巩固。可是，最大
问题就在这里出现了！

在这一环节中，其实学生们在引导之下说的`很好，当有一个
学生说出在动画片里见过这个字时，我很欣喜地赞许了他，
应为他能将课堂所学与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这也是一种很好
的学习方法呀！生活就是我们最大的老师嘛！但是，我一心
想让学生们牢牢记住本课生字，所以在教学本课生字时没有
一个侧重点，十二个生字平均用力，几乎每个字都细细分析
了字形，弄清了字义，并扩词造句，显得繁复，时间也就在
这里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原本以为这下生字的认读应该没问
题了吧，可当我将生字融入词语再来检查认读时，没想到还



是会有同学根本不记得。当那个刚转入的同学看着我发愣时，
我的心里呀，真是长长叹了口气！其实在这时我应该马上直
接告诉她怎样拼，可我一时忘了她的拼音基础不牢，忘了大
部分同学还等着，还让她自己拼出来，并且又再一次地说明
怎样怎样记，作为老师，话繁无简，实在是一大弊病！为什
么在识字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巧借文本，在后面的读文中还会
与生字碰面呢？学习语文，本就应该在具体的情景中识字，
脱离了文本，机械记忆实属一大忌。

在写字教学中，由于“斤”和“折”是即要求会认又要求会
写的字，因此在识记生字的过程中我便一并出示了出来，先
让学生仔细观察，再来说一说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之后又
分别进行了书空练习。这一点在老师们后来的评课中，我意
识到了又犯了平均用力的错误。是啊，重点指导“斤”，再
引伸到“折”，稍作引导便可以了，让学生学会自主发现，
我又何必每个字都书空一遍呢？时间，就在这一遍遍的重复
中被消磨掉了。由于识字环节所花费的时间太多，因此写字
的时间就少了，再到后来的拓展时间也没了！

回想起整节课，心中充满无限感慨！有些遗憾，有些失落，
更多的是深深的反思！作为老师，首先，我应该尊重学生之
间的个体差异，允许出现接受慢的现象的存在，且应该放眼
整体，当好舵手；其次，我应该时时提醒自己“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教方法而不是授死知识，学会放手，让学
生学会自主学习，提高课堂学习效率。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要多向前辈们学习好的经验与方法，同
时不断对自己进行反思总结，改进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希
望在一次次的教学过程中领悟到教育精髓，教学水平能有所
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