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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 背景下乡村学校阅读课程对促进
学校语文教学的作用

胡海成

（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泱翔中心小学，甘肃  张掖 734000）

摘要：阅读是语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语文教学的难点。

尤其是在乡村学校，学生的阅读与语文学习存在许多问题。互联

网技术的发展，为教师的阅读课程开展带来了新的思路，创新了

教师的教学方式。本文就乡村学校阅读课程对促进学校语文教学

的作用和“互联网 +”背景下乡村学校阅读课程的开展策略进行

探讨，旨在通过利用互联网技术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与阅读兴趣，

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进而促进农村学校语文教学的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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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阅读是语文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生字词、写作等各

个方面有着紧密联系，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对促进学生语文综合

素养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但是目前在乡村语文学习中，由于教

学模式落后、教学思维僵化、教学资源匮乏等原因，学生的阅读

能力比较低，对语文学习产生逃避、畏惧等心理。如何利用互联

网技术开展乡村阅读教学，提升语文教学的质量是十分值得探究

的话题。因此本文结合语文、阅读教学实践，尝试从互联网技术

的特点出发，对乡村语文、阅读教学进行探索。

一、乡村学校阅读课程对促进学校语文教学的作用

（一）以读促写，提升写作能力

阅读与写作是乡村语文教学中的两大难点，学生在写作时普

遍存在无话可写、死板僵硬的现象，这反映了学生视野狭窄、缺

乏文学积淀、对文字应用不灵活的问题。教师开展阅读课程，可

以使学生从书中了解更加更阔的世界，促进学生写作素材的积累；

使学生了解文章中优秀的写作技巧，在吸收应用之后提升写作质

量。

以《观潮》为例。草原上的学生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见到潮水

来临时的壮阔，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文章，可以使学生从文章中了

解“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的钱塘江潮，

给学生展示区别于草原的画面，拓宽学生的眼界，培养学生广阔

的胸怀。另外教师还可以以“钱江潮”为主题，引导学生阅读其

他文章，像《亘古一绝钱江潮》《抒怀钱江潮》，使学生从文章

中摘抄“只见那条横飞南北的素练和天堑……在阳光照耀下反射

出闪闪的金光”等优美的词句，为写作积累文字素材；同时引导

学生赏析句子的优美之处，比如该句中应用拟人的手法将钱塘江

潮描写的活灵活现，使学生意识到写作手法对写作质量的提升作

用，促进学生对写作技巧的掌握。教师引导学生在阅读中积累素材、

学习技巧，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克服写作困难的问题，还可以促进

学生文化素养的积淀，最终有利于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

（二）品析鉴赏，提高理解能力

理解能力是学生在学习中需要掌握的基础能力，对学生的长

远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在乡村语文学习中，学生普遍存在依

赖性强、理解能力弱的现象。教师开展阅读教学，有利于学生理

解能力的提升。在开展阅读教学时，教师可以通过组织交流活动、

创设问题情境的方式，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培养学生思维的独立性、

全面性和思辨性，从而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

以《他像一棵挺脱的树》为例。教师在引导学生阅读这篇文

章时，可以让学生思考文章中哪一部分展现了主人公像一棵挺脱

的树，为什么要用树来形容主人公。学生带着教师提出的问题阅

读文章，分析文章中的每一句话，理解了“铁面似的胸与直硬的

背”“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粗”等外貌描写对人物形象塑造

的作用，同时通过对比人与树的特点，理解了作者为什么要用一

棵树来形容主人公。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说一说“傻子似的他自

己笑了”“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以及外貌描写中主人公给

自己的印象，学生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有的说憨厚，有的说健

壮，有的说朴实。通过目的性阅读，教师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促

进了学生思维的发展和理解能力的提升。在学习完这篇文章之后，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模仿文章描述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人物，通过特

色描述勾勒人物形象，培养学生的观察习惯。教师引导学生在阅

读中提升理解能力，不仅促进了学生阅读水平的提高，还促进了

学生语文逻辑的培养，提升了学生的语文水平。

（三）感受魅力，培养学习兴趣

许多学生认为语文学习比较枯燥，需要大量的书写和记忆，

难以体会到语文的魅力。教师开展阅读教学，可以引导学生感受

语文的意境，培养学生语文学习的兴趣。在开展阅读教学时，教

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结合音乐、画面为学生创设情境，充分调动

学生的眼、耳、口、脑，使学生在环境熏陶中提升审美。

以《海底世界》为例。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这一课时，如果

单纯的要求学生阅读文字，学生可能会感到枯燥，同时难以理解

文章之美。因此教师可以为学生创设情境，调动学生的感官，使

学生将文字与画面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感受文字的奥妙。比如教

师利用多媒体为学生展示了深海之中的世界：在我们看不到的深

海里，一片漆黑，但是偶尔会闪过一些光点，这些光点是会发光

的深海鱼。深海并不全然是寂静无声的，这些深海生物会发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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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各样的声音。深海中存在着神奇的生物，也拥有宝贵的矿物资源。

教师利用情境为学生展示深海环境之后，要求学生描述深海世界，

学生会发现文章中的文字与深海环境的贴合，同时能够感受到文

章中关于动物描写的栩栩如生。教师引导学生通过阅读培养语文

学习的兴趣，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

提升。

二、互联网 + 背景下乡村学校阅读课程的开展策略

（一）模拟生活情境，增强学生体验

陶行知先生说过：“教学做合一。”教师在开展阅读教学时，

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模拟生活情境，增强学生的体验。在农村阅读

教学中，教师可以从生活中获得更多关于自然的素材。教师创设

生活情境，可以拉近学生与阅读的距离；通过体验式教学，可以

促进学生情感的感知，最终促进学生阅读水平的提升。

以《慈母情深》为例。教师在准备这一篇文章的阅读教学时，

可以先通过采访家长的形式搜集素材。在乡村中无论家长还是学

生对情感的表达比较内敛，教师在搜集素材的过程中引导家长进

行情感表达，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情绪，比如询问父母对学生的

期望，从家长口中了解学生的优点等。教师将自己搜集的素材制

作成视频，在开展阅读教学时可以利用多媒体为学生展示出来，

使学生在情境中感受父母对自己的爱。在展示情境之后，教师再

引导学生阅读这篇文章，可以促进学生对“慈母情深”的理解，

也可以使学生理解“我想我没有权利用拿钱再买任何别的东西，

无论是为我自己还是为母亲”这句话的含义。教师通过创设生活

情境增强学生的阅读体验，不仅促进了学生阅读理解水平的提升，

还促进了学生思想境界的升华，最终促进了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

（二）进行拓展延伸，丰富课堂内容

教师在开展阅读教学时，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进行拓展延伸，

丰富学生的阅读内容。农村学生受到教学资源、生活条件的限制，

存在阅读量小、孤陋寡闻的现象。教师可以结合阅读内容，利用

互联网技术为学生展示相关资料、视频、图画等信息，拓宽学生

的眼界；也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补足学生阅读内容的背景，促进学

生深入阅读，同时丰富学生的学习资料。

以《蝙蝠和雷达》为例。教师在引导学生阅读这篇文章时，

可以利用信息技术为学生展示科学家进行两次实验的视频，使学

生通过直观的画面形象了解蝙蝠与雷达的关系。另外教师可以结

合文章主题为学生介绍仿生学，即模仿生物的特殊本领研制机械

和技术的学科。比如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搜集并为学生展示了人工

冷光的发展历史，使学生了解到人工冷光的发展借鉴于萤火虫将

化学能转变成光能的发光原理；利用信息技术为学生展示了一次

能照出千百张相同照片的“蝇眼照相机”，使学生感受到生物的

神奇。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在了解仿生学的基础上进

行幻想和想象，促进学生创新思维的发展。教师利用信息技术丰

富学生的阅读内容，不仅促进了学生文化内涵的培养，同时有利

于促进学生将各学科知识融合在一起，培养学生融会贯通的能力。

（三）设计趣味微课，培养阅读习惯

教师在开展阅读教学时，可以设计趣味微课，通过微课培养

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农村学生普遍存在沉迷于电子游戏、阅读

对象单一、阅读能力弱的问题。教师设计趣味微课，可以激发学

生的阅读兴趣，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拓宽学生的阅读面；利用

微课指导学生阅读，可以促进学生阅读技巧的掌握，提升学生的

阅读能力。

教师可以利用微课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平时阅读的习

惯。像在引导学生阅读《“诺曼底号”遇难记》之前，教师可以

截取影视片段中的场景，融入到微课视频中，激发学生的情感和

探究欲望，进而引导学生阅读文章。像《乡下人家》的阅读。这

篇文章主要描述了乡下的景物，学生一般对这一类文章或科普性

文章不感兴趣。教师在引导学生阅读文章时，可以利用微课设计《乡

下人家》的动漫，通过生机勃勃的画面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培

养学生全面阅读的习惯，使学生的阅读更具全面性。另外教师可

以在微课中利用思维导图创设问题情境，像这篇状物文章的描写

顺序是什么，表达了作者什么思想；细分到每一段落中，是如何

体现出来的；等等。教师通过微课引导学生掌握阅读技巧，培养

学生正确的阅读习惯，提高了学生的阅读效率。教师利用信息技

术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为学生语文学习能力的提升做好了铺垫。

三、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从互联网技术下阅读教学的开展以及阅读对

乡村语文教学的促进作用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学生阅读能力与

阅读素养的培养，不仅是学生语文水平提升的重要途径，也是促

进学生其他方面发展的重要因素，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希望本文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将互联网技术融入到乡村语

文、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能力和习惯，促进学生

语文素养和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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