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8 Vol. 2 No. 03 2020教学创新

浅谈网络教学对农村小学语文教学的影响
辛福喜

（汶上县刘楼镇汶河小学，山东 济宁 272500）

摘要：近几年，远程教育和教师远程研修在农村小学得到了推广和应用，网络教学也走进了农村小学的课堂教学中，特别是 2020 年

全球公共卫生性事件的影响，网络课程教学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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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农村小学的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运用了网络教

学的一些资源和方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今天我就结合自己的

教学实践谈谈网络教学对农村小学语文教学的几点影响。

一、巧用网络教学资源，为备课打好基础

作为教学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备课，教师最基础的必须

要熟练掌握教材内容，要认真钻研教材、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教法、

学法等。既备教材，又备学生。由于农村小学，学习条件比较差，

且资料又少，见识较少。所以教师在备课时，不仅要与学生生活

息息相关，也要准备一些与课文有关的经典材料，扩展学生知识面。

根据网络经典教学案例，结合班级的实际情况，设计出适合农村

学生的教学方法。

如在备《爬天都峰》这一课时，备出了适合自己学生的教案

和课件：先让学生欣赏美丽的黄山风景图片，导出天都峰，再播

放语音朗读课文，让学生理解课文的基本内容，然后借助多媒体

课件，让学生了解天都峰的险、峻、奇和它的自然景观，学生学

习兴趣很高，不仅充分理解课文中作者表达的意境，也感受到大

自然的力量。提高了课堂活跃度，达到了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转变课堂教学情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学生对学习提不起兴趣，那么

要想上好一堂课是非常困难的。网络教学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在

课堂教学中能熟练运用网络教育资源进行教学比传统的教学模式

更富有渲染性和表现力，不仅能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也有

利于学生更容易地吸收所学到的知识，开拓思维。

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充分运用网络教学资源来

提高课堂氛围，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学会运用不同的场景模拟，

启发学生开展思维和联想。例如，教授《观潮》这篇课文时，在

现实中学生看过钱塘江大潮壮观景象的并不多，单纯的一篇课文，

讲解起来比较枯燥乏味，学生也无法理解课文中所表达的情景。

所以课中我运用多媒体资源，按照潮来前、潮来时、潮去后三个

阶段向学生展示了钱塘江大潮的壮观景象，通过多媒体的视频音

像资料，使学生觉得仿佛就站在钱塘江边观赏大潮。使枯燥无味

的讲解变为生动情景再现，从而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与作者产生

共鸣。

三、变化课堂教学模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课堂教学，是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的主要阵地。在网络教学

条件下，教师的传统角色已经在发生变化。网络教学恰恰给学生

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教学资源，让学生在现代科技信息的海洋里遨

游。在组织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教师不仅是导航者，同时也是学

习者。学生的知识获得不再靠教师讲授，而是学生在学习活动中

互相探究，互相取长补短，获得新知识。

如在教授《钓鱼的启示》一文时，我首先让学生欣赏多媒体

的朗诵，并看图画情景，分组讨论“我”和父亲的对话，然后要

求学生联系上下文谈谈自己的体会。学生此刻触景生情，如开闸

的洪水，纷纷举手发言，讨论非常热烈，课堂气氛异常活跃，大

大提高了学生的参与性。网络教学的趣味性、灵活性和多样性，

对模拟课堂教学环境的真实性，丰富课堂教学资源的多样性，提

供了有力的保障。

四、改变教师学习理念，促进教师持续发展

学无止境，教师的学习和发展是新时期教育发展的重要部分。

通过对网络教育资源储存的教学范例的学习，农村教师对新课程

体系、新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的教法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并在课堂教学中使用网络教学的技术，积极推进教育技术手段和

新型教学模式的多样化，促进了教师的学习和发展。

近几年，国家对农村基础教育加大了投资力度，给农村学校

基本配齐了网络教学的一些设备，但农村小学因师资有限，大部

分教师都不能很好地掌握基础设备，没有专业的电教教师，对网

络教学技术的学习难度较大，虽然我校想尽一切办法把设备安装

到位，但还是浪费很长时间进行调试、接收。之后组织技术人员

对教师们进行集中培训学习，使得教师掌握基本的技能。通过学

习，教师们充分意识到网络庞大的知识库，虽然教师们都接受过

不同程度的语言教学，知识指导，专业学习等，但是面对全球性

的知识储备库，教师们还是感觉到巨大的差距。这种教学危机感

迫使教师自觉学习各种知识，转变自己的学习观念和教育理念。

教师们认识到一些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无法有序地开展教学活动，

只有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才能真正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

五、结语

总之，当今新时期的教育形式下，小学语文教学的重中之重

在于如何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自主学习的精神。面对如此丰富

多彩的教学资源，培养和给予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空间，让学

生学会动脑、动手，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同时也促进了教师的不

断学习和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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