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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7_82_E6_95_99_E5_c38_60367.htm 在数学、物理、化学、

生物、语文、历史、地理、外语等学科的教学中，都有一个

图形和文字的正确结合的问题。图形和文字结合的情况也是

多种多样的。有的效果好，有的效果就不一定好；有的结合

正确，有的结合就不一定正确。图形在学生学习活动方面的

作用主要是：(1)唤起和组织学生原有的知识经验中的感性材

料，帮助学生确定所学文字的意义；(2)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3)进行语言和形象双重联系，便于学生理解和记忆文字的

意义。在教学中图形和文字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图对学生理

解课文不但没有帮助，反而产生干扰作用。低年级学生初识

的字词的意思，一般都是学生在口头言语中已经掌握了的。

识字的活动只是用字音带出字形并用图来帮助学生从原有知

识经验中提取和组织相应的表象，以确定这个字的意义。所

以，识字教学的一般程序应该是：首先，呈现这个字的音节

的拼写字母，让学生把音听准发好；然后，才呈现这个字的

字形和图片，进行字形的分析和词义的组词。有的教师往往

单从提高学生的兴趣方面着想，先呈现图片，让学生看，让

学生说出自己的想法，然后再呈现字形，再组词确定字的意

义。这样做，表面上好像是学生学得生动活泼，但实际识字

效果却不见得好。根据知觉的理解性，知觉受旧知识经验的

影响以及知觉的对象和背景的关系等方面的特点，先出示图

让学生看，不同的学生对同一张图的知觉便会有不同的“理

解”和“联想”，其中有些理解和联想不一定符合要识的字



在词义方面的要求。例如，教学生识“老师”的“师”字用

的图，是一张中年妇女的半身像，既可以和“老师”这一词

联系在一起，也可以和“妈妈”“阿姨”以及其他的一些词

联系在一起，如果先呈现图，不呈现字，让孩子说了一大堆

事，分散了孩子的注意，搞乱了孩子的思路，给扎扎实实识

好“师”字造成许多不利的因素。学生识“师”字要不要图?

也是个争论的问题。有的人认为没有必要，教师本身就是“

师”字的直观形象。尽管如此，实际上在低年级教这类字词

有图结合的教学效果一般比没有图结合的要好。因为图既具

有直观性又具有一定的概括性，让孩子识记字词时，进行双

重联系比较方便。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字词都需要一对一地把

字和图结合起来教。有些字词是虚词或者意思比较抽象，就

很难找到恰当的图来表示。如所以的“以”，因为的“为”

，就可以不采取一对一地看图识字的办法来教，而是结合学

习整个句子时，用表示整个句子的意思的图来教。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