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

2024 年第 6 卷第 6 期

教育论坛

教育前沿

信息技术与小学语文识字写字教学有效结合探究
杜东明

（陇南市武都区水濂洞小学，甘肃 陇南 746000）

摘要：随着信息化教育 2.0 行动计划全面推进，信息技术与现代教育的融合发展成为教师教学改革的重要趋势。在小学语文识字写

字教学中，教师同样可以发挥信息技术的教学优势，通过视听化效果、信息化资源以及多媒体设备的相互配合，为学生构建多模态、趣

味化、游戏化的课堂环境，从而提升识字写字教学质量。本文即在此背景下展开研究，通过阐述信息技术在小学语文识字写字教学中的

应用价值，进而提出信息技术与小学语文识字写字教学有效结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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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写字教学是小学低年级段语文课程的重要内容，但传统

教学中识字写字教学具有一定的枯燥性，因此学生的学习效率与

积极性表现低下。对此，教师应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应用价值，

通过信息化教学改革与实践，为学生创建趣味、生动、科学的教

学环境，提高学生识字写字的兴趣。

一、信息技术在小学语文识字写字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第一，强化兴趣建设，提高学生参与意识。在识字写字教学中，

教师可以利用视频、动画等视听化呈现效果强化学生的视觉感受，

并由此将识字写字教学活动趣味化与游戏化呈现，可以有效提升

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的积极性，并提高学生注意力。

第二，增强特征感知，提升学生识字能力。低年级小学生缺

乏丰富的人生经历与情感体验，因此认知与感知系统偏向故事化

与形象化事务。而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将学生理解难度较高的文

字转化为更容易理解的故事片段或动图形象，以此可以提高学生

的识字能力。

第三，丰富课程形式，提高教师教学水平。信息技术应用可

以转变传统课堂的被动性与枯燥性，同时还能为学生创建开放性、

游戏化、情境化的学习环境，以此提高师生交互和活动学习效果。

对于教师而言，信息技术教学应用也是教师教学水平提升和发展

的重要内容，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渠道。

二、信息技术与小学语文识字写字教学有效结合策略

（一）创设视听情境，在游戏中加深识字印象

针对现阶段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识字写字兴趣薄弱的现状问

题，教师应利用信息技术积极改进识字教学形式和方法，既要找

准学生的兴趣点，又要创设视听情境，还要借助多媒体形象化呈现，

从而提高学生的课堂活动参与积极性，进而既能保证学生够将生

字词记住，又能将其运用在日常生活的交流活动之中。

以《小青蛙》一课为例，教师应发挥出多媒体创设视听情境

的教学优势。首先，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展示一段动画，创建一

个“谜语人”小鲤鱼的卡通形象，并为学生们带来一个谜语：绿

衣小英雄，田里捉害虫。冬天它休息，夏天勤劳动。其次，根据

多媒体创设的情境内容，教师即可开展“我们一起猜谜语”的游戏，

要求学生根据谜题猜出谜底。最后，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进一

步开展“看图学习”活动，通过多媒体设备展示不同的青蛙图片，

并结合青蛙本身的颜色，引导学生理解“青”字的本义。同时还

可以引导学生分析“青色”和“绿色”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天

青色等烟雨”“青青麦苗”“青海湖”等词汇，帮助学生理解青

字在其中表达的意义。

又比如在《比尾巴》一课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为学生创

设一段游戏情境，展示“摸尾巴”的游戏方式：动物园管理员发

出口令，要求小动物们按照口令抚摸身体不同的部位，比如头发、

耳朵、眼睛、鼻子、膝盖、屁股等。当学生观看情境并理解游戏

过程后，教师可以扮演动物园管理员发布口令，学生扮演小动物

做出动作，当教师提出“摸尾巴”时，学生们却发现自己没有尾

巴。基于此，教师即可开展“尾巴”这一词汇的识字与写字教学，

同时还可以利用多媒体展示不同动物的尾巴，由此不仅让学生完

成了识记学习目的，而且还理解的“尾巴”的词义。

（二）运用动画演示，在内容类比中理解字义

兴趣建设是影响低年级学生识字写字学习的首要因素，因此

在教学改革进程中，教师首先要立足激趣目的，进而通过巧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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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内容形式，引导学生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学习汉字的活动之

中。在信息化教育改革视域下，教师可以利用信息化资源与多媒

体设备开展趣味化的识字活动，比如设计识字游戏、创建生活对

话情境、展示动画片段，又比如借助汉字本身的文化特征与结构

特点展开分析等。

以“众”字的教学课程为例，教师可以借助汉字结构特征进

行趣味活动设计。首先，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看图猜字活动。

第一步利用幻灯片展示一个人的图片，让学生猜出“人”字。第

二步改动幻灯片，展示“一个人后面跟着一个人”的图片，让学

生猜出“从”字，并由此提出“随从”“跟从”等词组。第三步

教师可以展示一组图片，包括“杂技演员中两个人托举一个人”“一

群人”“春运时期火车站广场上的人海”，让学生猜出“众”字。

该过程即充分引导学生理解了这三个字的关系与字义。其次，教

师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解释，引导学生理解“群众、观众”

等词组的含义，并鼓励学生提出类似的汉字组合。

（三）开展答题竞赛，在竞争合作中全面成长

对于低年级学生识字速率低的问题，教师还可以采用小组合

作的方式，通过两名或多名学生的互相帮助与提示，将识字学习

与写字训练的过程简化，甚至还可以通过信息技术设计识字游戏，

激发小组同伴之间的协作、沟通与竞争关系，从而达到更好的学

习效果。

例如教师可以开展“汉字古堡大冒险”活动，利用 PPT 制作

一座古堡，通过不同图片展示古堡不同的区域位置，并设定每个

位置存在一个守护怪兽，学生要想获得古堡中的宝物就必须完成

怪兽的任务。在该游戏情境下，教师可以设定学生四人一组，在

古堡中遇到怪兽后，需要完成对应的识字写字任务。比如根据怪

兽给出的汉字，第一位学生需要对生字进行拼音标注，第二位学

生需要正确写出其笔画顺序，第三位学生要将其进行组词，第四

位学生则要将生字的字义表述或写出，必须四名学生一致正确，

小组团队才可获得一分。在该答题游戏下，教师可以设计多轮竞

赛活动，既可以强化学生的识字写字能力，又可以激发学生之间

的竞争意识。最后，对于得分最高的前三个小组，教师还可以为

他们用心准备奖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识字写字活动，提高学生

对字形、字音、字义等各方面的掌握。

（四）改进教学形式，在媒体支持下创新教学

除了正常的课堂教学之外，教师还可以开发与创新易于学生

接受的多种识字教学方式，比如利用儿歌、绘本故事、辩论会、

幼儿书法活动等，通过信息技术载体将汉字与其他艺术形式或文

化内容进行联系整合，为学生提供与众不同的学习体验，进而获

得更有效的学习成果。

例如在学习形近字时，教师就可以为学生编写儿歌，并借助

信息化设备进行播放，通过朗朗上口的儿歌来区分不同字形表述

的字义，不仅可以让学生更加快速地形成关联记忆，而且还能引

导学生自行进行创编儿歌，掌握一种新的生字学习方法。比如在

学习“请、晴、情”三个字时，教师就可以结合这些字之间的结

构差异，编写出“有日天就晴，懂礼要用请，用心做事情，我看

你能行”的儿歌顺口溜，通过每日课间播放这段儿歌，可以让学

生在日积月累中形成深刻记忆，一方面可以根据偏旁部首快速区

分这三个字的字形与字义，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掌握了汉字字形与

字义上的关联性，可以进一步提升学生对汉字文化的理解。

教师还可以利用微信平台与家长建立良好联系，并进一步拓

宽识字写字教学的渠道。一方面可以通过家庭教育知识普及，引

导家长在居家环境中掌握教育孩子的技巧与方法，比如在看电视、

看电影、逛街等过程中，家长要利用其中的关键汉字与孩子沟通，

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锻炼和展示自身的语言基础。另一方面，则

可以通过亲子活动开展更多的识字练习途径。比如可以在学校手

工课上，引导学生制作生字卡片，而在放学后，则可以布置你画

我猜等亲子游戏活动，由此达到家校共育的效果。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信息技术与现代教育的融合发展进程中，教师

应全面推动信息化教学模式构建。在小学识字写字课程中，教师

即可发挥信息技术辅助优势，通过创设视听情境、运用动画演示、

开展答题竞赛、改进教学形式等策略方法，提升学生的学习质量

与效率，为学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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