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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是小学一年级的主要教学内容之一，是学生识字、

学习普通话的重要工具，对学生后期识字、阅读、写作等都起

到奠基作用。《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汉语拼音教学要尽可

能有趣味性，宜多采用活动和游戏的形式，注重汉语拼音在现

实语言生活中的运用。

在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汉语拼音教学中利用交互式平板一体

机，可以更加直观、形象地展示拼音的魅力，创设丰富的情

境，激发学习的激情。

1  巧创情境激兴趣

有效的拼音教学，必然有一个能激发学习思维、培养学生

能力的学习情境。交互式平板一体机由于具有网络化、智能化

和多媒体化的特点，在新课导入中，能够自然而然地依据教学

内容创设有效情境，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师在利用交互式平板一体机进行兴趣激发时，主要由引起

注意、唤起探究、导向成功和增进体验四个环节组成。

例如，在教学复韵母《ai.ei.ui》一课时，首先将六个单韵

母转化成字母宝宝，创设声母与单韵母宝宝进行拔河比赛的游戏

情境。在情境中，为了保证游戏的公平，韵母小队必须要增加人

数，才能公平地开展比赛。此时，教师就可以利用交互式平板一

体机的克隆功能，将单韵母的卡通形象进行克隆，并通过拖拽移

动功能，将克隆的单韵母进行组合，进而产生新的韵母，从而引

出本节课的教学重点——复韵母。

在这个情境中，学生通过有趣的卡通形象直观的位置变化与

组合，可以轻松理解了何为复韵母，即由两个或三个元音结合而

成的韵母。同时，也能在活泼有趣的拔河情境中，喜欢上“团结

协作”的复韵母宝宝，为接下来的复韵母学习，创设了轻松有趣

的学习氛围，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再如故事教学对一年级小朋友也有较强的吸引力，教学中可

以经常使用。传统课堂中，关于单韵母“i”的标调问题，学生就

经常容易忘记。拼音是一种抽象的文字符号，遇到i上标调要去

点，这样的特殊规则如果只是都都积极，就会较为乏味。在交互

式平板一体机的使用过程中，教学初始，教师就可以将韵母i卡

通化为一个小姑娘，头上的点利用一体机的图画功能，涂画成一

个美丽的蝴蝶结，今天即将去参加一个盛大的party。跟随着老师

的讲故事，逐渐在一体机上移动变化蝴蝶结与帽子。将故事与一

体机演示相结合，情境自然生动，让学生更容易进入情境当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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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感兴趣，教学效率也更高。

2  获取资源巧呈现

交互式平板一体机可以提供非常便利的课件、图片、动

画、音频、视频等资源的呈现。以希沃白板为例，厂商在网

站上提供了各个学科的资源库，有大量丰富的视频、课件等资

源，极大程度地满足了教师们对教学资源的需求。

不同的教学内容可以充分利用交互式平板一体机选择不同的

呈现方式。例如：拼音教学中，读音的准确非常关键。而因

为地区方言等因素的影响，个别老师在区分部分拼音时也存在不

准确的现象。诸如后鼻音“i n ɡ ”与前鼻音“i n”的区分；

鼻音“n”与边音“l”的区分以及平舌音与翘舌音的区分等。

那么为了更加清晰、准确地区分这些易混淆的读音，在教学课

程中，利用音频示范将两种读音用不同声色进行准确地发音朗读；

再如拼音教学中，对于发声部位的训练较为缺乏，很多老师都会

忽略了发音器官与拼音发音的关系，导致学生在舌根音、舌边音

等方面区分能力较差，自然会对接下来的音节拼读带来一定的障

碍。对于教师抽象、笼统地描绘发声的部位，学生可能很难体会

到，甚至不知道所描绘的部位具体位置。所以，此时利用交互式

平板一体机呈现FLASH动画，通过夸张、生动的发声技巧儿歌视

频的播放，让学生更加直观、形象地观察到发声时的口型变化，部

位变化等。

在真实的课堂情境中，可能突发情况存在已有学习资源不能

满足教学需要的情况，此时，交互式平板一体机的凭借网络化特

点，可以充分发挥其与网络互联的优势，直接从网络上及时获取

所需资源，同步更新。例如，复韵母“ü e”的拼读较为复杂，在

教学中一般会利用儿歌出示的插图，从“下雪”“雪花”等情境中

反复拼读词语加深学生的记忆。但在我的实际课堂中，部分孩子

根本就没有见到过雪花，他们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此时，教师就

可以顺势利用交互式一体机的网络功能，通过及时迅速的网络图

片与视频呈现，让学生不断在情境中重复拼读“雪地靴”“雪仗”

“雪橇犬”等词语，复现音节，进而读准字音，加深理解。

3  有效突破重难点

拼音教学中，复韵母的区分认读以及音节的拼读是拼音教学

的重点，也是学生学习的难点。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需要循循

善诱，引发学生的思考，从而逐步理解学习内容的重点、难点，灵

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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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互式平板一体机的使用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一体机的

众多功能来帮助学生迅速聚焦学习中的难点与重点，使学生通过

一体机的放大镜、图像提示等功能来突破重难点，实现提升学习

效果的目的。

例如，音节拼读中，字母“ü ”的两点省略的书写古泽，是

教学重点，也是教学难点。在第一次学习整体认读音节“ｙｕ”时，

教师就可以利用交互式平板一体机的透视镜功能， 进行重点提示，

引起学生的注意。再通过聚光灯的功能，以此来强调突出动画演

示的两点变化过程，此时再合理利用音频工具播放《字形变换歌》

的歌谣，就可以更快速地突出重点。

再如遮罩——拉幕功能的使用，在呈现书本插图或者学生课

堂练习的时候，能够极大地吸引学生注意力，更加完整、清晰地

呈现内容，引导学生的思维发展。

当然，繁多的交互式平板一体机功能，是为了更好地教学服

务，教师在选择使用功能时，也必须从具体的重点、难点出发，合

理、恰当地使用。一昧地炫技也可能会导致过多的功能吸引了学

生的注意力。

4  互动参与促巩固

课堂互动的价值在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改变教师一言堂的

状态，打造崭新的以“自主、合作、探究”为特色的课堂，

最终引导师生共同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在拼音教学中，充分

发挥交互式平板一体机的交互作用，可以有效改善师生的互动、

学生与技术之间的互动、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情况，不断提

高学生在拼音教学中的参与度。因此，教师在利用交互式平板

一体机进行教学活动时，可以采用智能游戏、小组竞赛等形

式，来实现多种互动。

例如，在音节拼读的学习中，为了让学生更迅速、准确地

拼读准确并理解词语，可以设计画涂抹的小游戏。游戏中，老

师发出指令，学生利用交互式平板一体机的绘画工具，画出拼

读的词语。如三拼音节“h - u - a”、“g - u - a”等，学生再拼

读准确之后才能正确画出相应的词语。接着进行填充颜色的游

戏，拼读音节“h - o n ɡ ”、“l - v ”等，进行对应的颜色填

涂，使得学生在互动中巩固对内容的掌握程度，既增强了学习

的趣味性，也使知识在游戏中印象深刻。

又如，在学习《ɑ n ɡ  en ɡ  in ɡ  on ɡ  un》这一后鼻韵

母一课时，根据课本创设的家庭情境，为了让学生准确拼读并

理解词语，教师可以邀请学生使用交互式平板一体机的拖拽功能

进行配对游戏，将拼读准确的词语正确拖拽到客厅相应的位置进

行拜访，在课堂交互中还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及行为习惯。

此外，交互式平板一体机还提供了大量的动画游戏，如遮罩

层游戏、刮奖刷游戏，单人游戏以及小组游戏和pk游戏等不同的

形式，针对不同的拼音类型可以采用更加具体有针对性的互动游

戏，从而达到师生互动齐参与，巩固学习的作用。

5  结语

交互式平板一体机的引入，可以帮助教师更有效地整合多方

面的资源，优化教学方式，为教师的教学创设了更有利的条

件。拼音教学策略将对于教师和学生在拼音教学中，充分合理

地使用交互式平板一体机起到一定程度上的指导作用。同时，

教无定位，我们也必须承认，没有一种“万金油”能够解决教学

中的所有问题，策略的实施与运用需要根据实际的教学情境和问

题作出适当的调整，以此，才能真正发挥交互式平板一体机在教

育教学实践中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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