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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小学语文个性化阅读教学探究 
◆包俊萍 

（黑龙江省大庆市杜蒙县江湾乡江湾蒙古族中心学校  166256） 

 
摘要：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我国的教育改革也倾向于往尊重学生

的个体差异，引导教师进行差别化教育的方向发展。在当今“互联网+”

的教育背景下，教师利用互联网资源开展语文教学，能够弥补传统教学

中个性化教学的缺失，真正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互联网+”背景下

的个性化阅读教学，教师要做好课前引导，注重个体差异，要善于整合

阅读内容，让评价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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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
为,不能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要珍视学生独
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2012 年 3 月，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
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首次提出实现教育信息化的
途径、方法是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在倡导个性化教学的
今天，传统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日益提升的教学需求。“互联
网+”为个性化学习提供了机遇与支持。小学语文教师将信息技
术与阅读教学深度融合，可以弥补传统教学中个性化教学的缺
失，真正实现个性化阅读教学。 

一、做好课前引导，用好网络资源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网络上的信息很多，小学生还处于一个

自控力较低的年龄，不少的学生会趁着用手机或者网络学习的时
间上网玩游戏、聊天等,做与学习无关的事情，这也是部分家长
抗拒网络作业的一个原因。因此，教师把智能手机引入课堂或者
布置课后个性化阅读任务的时候，要做好课前的引导，包括网上
搜索资料的技巧与方法、常用的网站分享、明确学习任务、限定
上网的时间等。如教师在制定任务时，可以先教会学生进行作品
名称的精确搜索，防止学生在寻找的过程中做其他无关的事情。
明确的要求能使学生节约搜索的时间，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引
导小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培养良好的语文学习思维能力，培养
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能力，给他们语文学习，甚至是全学科学习提
供一种更加多样化的分析与解题的思维能力。从国家对语文阅读
能力的含义和要求来看，老师还应该重点培养小学生的阅读思维
能力、写作思维能力、古诗文诵读思维能力以及表达交流思维能
力等，它可以提高小学生语言表达与语言建构能力，从而有益于
和他人之间交流沟通能力的增强，而这一方面思维能力的构建，
又可以对学生写作思维能力的提升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由
此可见，这些优良的学习思维能力之间是环环相扣的，这不仅对
他们语文鉴赏能力的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他们语文
阅读的提高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这都需要老师在小学语文课堂上
进行一些有计划的教授和培养。 

二、注重个体差异，制定分层阅读目标 
传统课堂中，学生只能借助课本和教师补充的一些有限的阅

读材料来学习，自由探究的时间非常有限。在进行“互联网+”
个性化阅读教学时，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制定分层阅读目
标，让学生根据不同的任务进行学习。如教学《桂林山水》一课
时，教师可以由易到难地布置学习任务：观看《桂林山水》视频、
搜索阅读桂林山水的相关文章、搜集桂林山水的相关古诗词、制
作桂林山水专题课件、撰写桂林旅游作文等。学生可以根据自己
的兴趣和特长选择 1-2 项任务来完成。如此，在“互联网+”的
环境中，学生实现了个性化阅读体验。对小学生语文阅读的培养
与提升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在当前紧锣密鼓的进行的
新课程标准改革中，老师更应该把对小学生语文阅读的构建纳入
日常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一些积极有效的方式方法的
指引，并适时地对他们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监督，以要求这些小学
生能够将这种语文阅读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真正落实到自己日常
的语文学习过程中。只有这样，在老师和同学的相互配合过程中，
这种对学生良好的语文阅读能力的培养才能够发挥它 大的作
用。 

三、整合阅读内容，提高学习兴趣 

传统的阅读教学，千篇一律的上课内容容易让学生厌烦。而
“互联网+”背景下的阅读教学，教师在设计课程的时候，可以
打破单元局限，对课内外的教学内容进行重新组织，实现各种主
题式教学，从而使整个阅读教学更适合各层次学生的学习速度和
学习方式。如在上“我国的世界遗产”这一单元时，教师可以将
这个单元的教学流程设计为“词语积累、主题再探、经典重游、
才华比拼、延伸阅读”五大环节，将单元阅读内容贯穿始终，在
不同环节设置不同的教学目标和学习任务。每个环节教学时，给
学生提供更多的展示和拓展的空间，同时利用互联网补充学生感
兴趣的资料，进行教学内容的整合，这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语文素养都是极为有利的。 

四、评价多元化，促进有效阅读 
个性化的阅读教学也要求个性化的评价。教师及时的评价和

诊断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学习状态，并随时做出调整。
个性化的阅读需要一套与之匹配的评价体系，包括评价的方式、
评价的对象等，评价不能够仅仅是一个分数，个性化的阅读评价
更加注重过程性评价。如在教学《触摸春天》一课时，教师让学
生搜索关于春天的诗文、图片等，然后在课堂上分享，让其他学
生根据讲述者对其所搜集资料的介绍进行评价，评出“ 美春天
诗词”“ 美春天文字”“ 美春天图片”“ 美春天解说员”等。
学生参与的热情很高，由一篇文章延伸出很多的内容，因为他们
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获得了同学、教师的肯定，而不是只得了一
个分数，所以他们的参与积极性很高。信息化正在影响人们的思
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信息技术素养已成为现代人的基本素养之
一。 

结束语： 
语文教学的多元化发展，使得传统的教学方式亟待变革，而

“互联网+”恰好能为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变革注入新的活力。
让学生从小学会借助网络现代化功能提升自己的阅读能力，实现
个性化阅读，这对学生的语文学习有着重要意义。“互联网+”给
予了我们一个更为优越的阅读环境，希望每一位语文教师都能用
好资源，当好学生阅读路上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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