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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互联网 +信息技术”——使阅读教学“活”起来
王丽萍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第七小学，宁夏 中卫 755100）

摘要：阅读教学对于增长学生见识，累积知识有着重要的作用。如何让阅读教学“活”起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能够感

受到阅读的乐趣，体会阅读教学中的情感熏陶是当前教师教学的重点。在“互联网 +”背景下，学生的认知，接触的事物往往不局限于

教师的教学与教材上，对此教师应当利用好“互联网 +信息技术”寻找吸引学生的有益素材，让学生能够快速融入到课堂当中，激发学

生阅读兴趣，让阅读教学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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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信息技术”时代到来让传统教学发生了一定的改

变，让教学方式更加的多元化，也更能符合当下素质教育理念。

学生阅读能力培养是语文教学当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学生往

后的学习生涯或是职业生涯都有着重要作用。

因此，用“互联网 +信息技术”让阅读教学更加多元化，让

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感受阅读的乐趣，进而不断的提升学生的

核心素养。

一、利用“互联网 + 信息技术”导入新课，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

互联网技术出现后产生了微课让学生能够突破时间地点的局

限来进行随时随地学习，对于阅读教学也是一样适用，教师可以

提前录制阅读课堂的重点部分，并将视频发送到班级 QQ群或是

微信群当中，让学生能够提前预习。

然后教师在进行新课导入时学生已经对于新的阅读文章有一

定的了解，教师可以利用一些与课文相关的视频、动画来进行课

程导入，吸引学生阅读兴趣。

例如在《白鹭》这一篇文章的阅读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工

具播放一些大自然风光，白鹭在其中停留、飞翔的样子，让学生观

察是否和文章描写的是一样的。让学生对应文章进行视频中白鹭的

观察。或者是让学生根据自身的认识来进行白鹭的描写，看看自己

认识的白鹭是不是和作者描写的是一样的。然后给予学生一定的阅

读时间，让学生自然而然的进行阅读，通过阅读在自身脑海中形成

一幅画面，并让学生探讨自己观看到白鹭时的情感。根据学生自身

的经历调动学生体会阅读是的情感，增加学生的审美。

二、利用“互联网 + 信息技术”多元化课堂，营造良好阅读

氛围

互联网技术让阅读、让枯燥的文字更加的灵动性，能够让学

生直观的进行文章中描述的体会。对于小学阅读课文来说相对比

较简单一点，文章的描述都是具体的事物，因此教师在进行阅读

教学的时候要充分调用学生视觉、听觉、嗅觉来营造阅读情境课堂，

让学生仿佛处于课文描写的场景当中。

首先，在教室上做好相关情境布置，然后将阅读设立长教学

游戏，让学生参与其中，最后利用多元化模式让学生感受课文情感。

例如在《落花生》这一课文阅读的时候教师可以利用互联网

中寻找来的花生种植小游戏，让学生利用手机来进行操作，让学

生体会耕种、除虫、浇水等过程，然后玩到花生开花结果。最后

教师派发花生给每一位学生，让学生想象一下这是自己辛苦劳作

的效果，再回归到课文阅读中体会作者描绘的情感。

通过游戏进行阅读教学，营造出良好的阅读教学氛围，在潜

移默化中提升学生阅读情感。

三、利用“互联网 + 信息技术”增加读写空间，提升学生核

心素养

阅读教学不仅仅是阅读，还要将阅读中体会到的情感表达出

来。在进行课堂阅读教学之后教师应当利用互联网中的社交分享

工具让学生进行阅读情感的分享，或者是阅读交流，让每一位同

学踊跃的表达自身情感。

例如在阅读完《桂林山水》这篇文章之后，教师要求学生利

用课余时间写下自身在阅读中了解到的桂林山水是怎样的，作者

用了怎样的写作方式进行桂林山水的描述，并让学生写下文章中

最能打动自己的句子，也最能激发自身情感句子。同时，让学生

写下阅读后收获了什么，自己感受到了什么。然后鼓励学生将自

己写下的东西发送到班级 Q群、微信群进行分享。

如此一来，通过阅读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社交能力，实

现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在学生进行阅读交流的过程中学会换位

思考、相互评价与欣赏，提升学生自身的文学素养。

四、利用“互联网 + 信息技术”开设多媒体阅读室，增加学

生阅读渠道

目前社会的发展水平很对学生对于纸质阅读并没有很大的兴

趣，对此教师应当利用时代特点、学生兴趣变化来进行阅读教学。

开设多媒体阅读室或是学校的网上图书馆，为学生增加阅读渠道。

教师并做好阅读方法指导。

例如在阅读过程中对于哪一句描写有特别的感触，哪一个句

子最能突出文章的情感直接在电子设备上批注就可以。而且在后

续如果学生要查看自身阅读笔记也能够快速进行检索，对于学生

反复阅读，反复体会文章情感来说有着便捷的方式。

对此，教师应当在阅读教学当中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利用电

子产品进行阅读，避免学生在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一味的进行无

用社交和玩游戏。

教师可以设立好相应的阅读计划，针对学生进行适当的抽查，

评价学生的阅读成果，让学生利用互联网阅读能够快速有效的拓

展自身知识点，丰富自身情感。

五、利用“互联网 + 信息技术”开设高效阅读课堂，提升学

生阅读效率

教师在进行阅读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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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生阅读文章的效率，提升学生的快速理解能力。同时，在教

师的引导下能够让学生能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让学生的阅读

变得更加的高效。

例如教师在带领学生一起阅读《赵州桥》这篇文章的时候，

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设计好阅读内，并利用投影仪将文章内容分

段展现给学生，让学生快速阅读。

首先，让学生看着投影仪通读一遍，给学生营造一定的紧迫感，

让学生集中注意力的看着投影仪进行阅读。

然后，教师将文章内容进行合理的分段，让学生再次进行分

段阅读，当学生阅读完之后就举手示意教师。

最后教师将段落中一些文字隐去，让学生看着隐去文字后的

投影仪进行回忆联想隐去的文章内容。给予学生 5 分钟的时间进

行回忆思考。然后教师鼓励学生进行分享自己阅读该段文字后了

解到了赵州桥哪些信息，作者是怎么来描述的。在此不要求学生

一字不漏的将段落的文字背诵出来，而是要求学生讲解阅读后自

己从该段文字中获得哪些信息，训练学生能够将阅读到的内容转

换为自己能够理解的内容。

如此一来，能够强化学生对课文的理解，也能够快速的了解

文章的大概内容，把握文章的中心思想。

六、利用“互联网 + 信息技术”丰富阅读教学内容，拓展学

生知识层面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学生都学会了用互联网技术来

了解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了解想要了解的知识。而且互联网技术

的便捷性能够快速的搜索到自己想要的知识，让学生的阅读不仅

限于纸质阅读。

教师可以在进行阅读教学中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该特点进

行学生阅读材料的拓展，丰富阅读教学内容，扩大学生的知识层面。

同时，教师还能够结合学生的兴趣点进行阅读材料的引入，激发

学生的阅读兴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例如在进行《鸟的天堂》这一文章阅读的时候，很多学生都

觉得这个棵大榕树非常的神奇，居然能够吸引并容纳这么多的鸟。

在此，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说说自己了解的大榕树是怎样的？有

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榕树？让学生进行相应的沟通交流，并鼓励学

生发挥自身的想象力，想象一下榕树长了多少年才能够长成这个

样子。

另一方面，教师也可以从鸟的种类入手，让学生找出文章中

描写了多少中鸟，然后引导学生说说自己认识的鸟类有哪些？在

课堂上教师通过引导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并让学生在课余时间

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进行资料的查阅，了解这个大榕树在哪里，

生长环境是怎样的，有没有记载过这棵榕树到底有多少品种的鸟

类，并让学生通过自行搜索阅读更多的资料，能够进一步拓展自

己喜欢的知识点。

最后，鼓励学生之间可以自主的分享自身通过网络了解到的

知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七、利用“互联网 + 信息技术”巧设探索问题课堂，锻炼学

生思维能力

在新课改中要求学生具有创新实践能力，这就需要学生拥有

积极的探索能力，良好的思维能力。对此，教师在阅读教学当中

引入先进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勇于质疑，大胆探索问题，并且

强化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从另一个角度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例如在阅读《两个铁球同时着地》这篇文章的时候，教师可

以先让学生阅读上班部分，让学生思考两个铁球、一个 10 磅重、

一个 1 磅重，同时从同一高度落下，哪个铁球先落地呢？让学生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运用实际的生活经验进行思考，然后引导学

生在文章中寻找答案，并提问学生是否有不同的想法，让学生大

胆的从问题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并让学生在课余时间写着伽利略

那样实验自己的猜想。在下一节课中向同学和老师进行分享自己

实验的成果，让学生在实验中锻炼自身的思维能力。

八、利用“互联网 + 信息技术”建立思维导图课堂，建立学

生知识架构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衍生出很多便捷的工具，对于阅读教学也

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例如教师在阅读教学中科学合理的运用思维

导图能够有效的帮助学生梳理阅读资料的脉络，帮助学生清晰的

理解阅读内容。

如在《草船借箭》的阅读教学中，教师和学生一起阅读之后，

很多学生容易搞混是谁向谁借箭，为何要借箭，以怎样的形式借

箭，等等。这时候教师利用思维导读能够清晰的罗列出文章脉络，

理清故事情节。如把草船借箭作为中心节点，然后将事件涉及的

人物分别意义罗列出来作为二级线索，最后在将每个人物的行为，

做了什么事情写下来作为第三层级。

如此一来，学生就能够从一张思维导图中清晰的看出事件的

中心点和涉及的人物以及各个人物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快速的

帮助学生梳理清楚文章的核心事件与人物特点。

另外，教师还可以根据清晰的思维导图进行相应的知识拓展，

帮助学生了解更多历史人物故事，有效提升学生的阅读效果，强

化学生的理解能力。

九、结语

时代的变化，互联网 + 信息技术的出现给教育教学到来了新

的改革，创新了教学课堂让学生更愿意参与到教学活动当中。对

于阅读教学本就是枯燥乏味的，教师应当利用互联网 + 技术进行

课堂的丰富，添加视频、动画、音乐、图片等等教学方式并利用

好互联网 + 信息技术的教学工具来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让学生

能够有效的提升自身的阅读能力，提升自身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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