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阶段要掌握大概3000个常用汉字，这些生字的掌握，要读准音、认清形、理解义。低年级孩子记忆
汉字的弹性很大，有易学易忘的特点，而汉字字数又多，结构复杂，有些字的结构或部分形状相似、差别细
微，因此低年级学生在运用汉字的过程中，在很多同音字面前，不知道用哪个，造成同音字互相替代或者
是形近字混淆而出现错别字。以下便是我针对这一现象而采取的几点纠正错别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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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南 师 范 大 学 附 属 小 学 语 文 教 师 ， 从 教 至
今，一直担任语文教学和班主任工作。热爱教育
事 业 ，在 学 校 育 人 目 标 的 指 引 下 ，以“ 培 养 有 爱
心、负责任、善思考、能合作且心态阳光的人”为
自己的教育目标。2016 年 12 月被评为昆明市“教
坛新秀”，2017 年 10 月被评为昆明市五华区语文
学科带头人。积极参与了国家教育部“十二五”
规划课题研究，多篇教育教学论文发表于《素质
教育》《教育学》等杂志。

纠正错别字 走好这几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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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畅

在语文课上，我们经常组织一些找错别
字的活动。材料都来自日常生活中的海报、
图书、菜单甚至手机信息，让他们来找一找
错别字，写一写“错别字诊断书”。这样的情
景创设，来自生活，体验感强。每隔一段时
间，我就组织一次“错别字诊断书”交流会，
哪些同学的诊断书写得好，哪些同学错别字

的情况减少了，哪些同学是有进步的，都能
得到老师的奖励。当语文学习不再是简单
地重复，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也就提高了。

纠正错别字是语文教学中不可忽视的
重要部分，我们在教学中要不断总结，找出
更多有效的方法，力争让孩子们在第一次学
习时就牢牢掌握最正确的写法、用法。

1.归类比较法

教材识字学词学句中有许多是把形近
字、同音字、音近字安排在一起学习，对于这
些字，学生一开始就在头脑中留下了印象，清
楚地意识到它们不一样。在老师的帮助下，
从音形义三方面找出它们的异同，强化记忆
点，所以他们掌握得特别牢固。根据这一特
点，我就在复习时，把平日零散学习的学生易
混的同音字、形近字归类，排在一起，如未—
末、牛—午等，根据学生知觉选择性的规律，
我用彩色粉笔，将两个字的不同部位标示出
来，给学生的视觉以强烈的刺激，再让学生观
察比较两个字的异同，使学生注意识记容易

忽略的部分。

2.奇特联想法

低年级儿童识记字形只注意大体轮廓，
而对细节隐蔽的部分则往往注意不够，由此
产生的错字很多。这就要求在识记汉字时
针对字形易错的部位予以联想，以引起学
生的有意注意。如“虚”字，学生总记不住
下面的“业”字，我就让学生大胆想象，创
造好的方法：“老虎写作业，说明很虚心”；
再如：“厉害”的“厉”字，许多学生写成了

“历”，我就让学生这样记：这个人万分厉
害。学生在想中出乐趣，想中出智慧，记忆
效果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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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借鉴造字法

汉字的造字方法，古代有六书之说，
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
只要我们对汉字的字形进行分析，就不
难理解它的含义。我在教学中对每个易
错的汉字全面分析，研究如何把它教给
学生，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掌握好这
些汉字，不出现误差。汉字有 80%以上
是形声字，对于它们，我注意以基本字为
记忆支柱，由它带出一串字，如以包为声
旁的字：有水冒气泡，防火别放炮，有足
可赛跑，伸手相拥抱。学生看形知意，并
从中悟出形声字的规律：形声字好识记，
音形义有联系，声旁帮着读字音，形旁帮
着辨字意。由于低年级儿童形象思维能
力占主导地位，教师运用象形、指事、会
意等造字规律训练学生分析记忆，活跃
了思维，在理解字义的过程中，学生观
察、想象、记忆，兴趣十足，记忆字形的效
果十分明显。

2.连词成句法

学生写错别字的具体表现是在具体
的语境中不能正确运用，说明他们对字义
理解不够，缺乏练习运用。如：“兰天，完
耍、在见”等，是极难纠正的。因此我便把
字组词，词写句：“蓝天下，我们种下一棵
兰花。”“写完了作业再玩耍。”让学生在抄
写时不是抄写生字，而是抄写词语、句
子。通过结合语言环境来理解这些字，通
过比较与学过的同音字区别开来，以后学
生就不会用错了。

3.巧用字典法

字典是学生学字的工具书，是帮助学生
打开识字大门的钥匙。根据教材特点，我及
时教会学生用音序查字法、部首查字法查字
典。学生在写作业时，人手一本字典，遇到
不会的或记忆不清的，随时查阅，弄懂字的
意思及用法，这样既培养了学生自觉查字典
的良好习惯，又减少和纠正了错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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