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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网络 +”助力小学语文朗读
谢小娟

（南宁市五一中路学校 ，广西 南宁 530031）

摘要：紧随着新课程标准的改革，小学教师与家长越来越重视语文朗读教学。朗读，已经成为语文教学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学生

学习语文的一个重要途径。如何以网络技术优帮助小学语文朗读，提高小学生朗读能力？在“网络 +”背景下，时代给我们语文朗读教

育带来了新的要求与挑战，而且我们的朗读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方便朗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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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是百科全书之母，义务教育阶段，特别是小学阶段，要

把国语的基础打好，语文朗读能力的培养对提高小学生语文综合

素养有重要意义。那我们该如何正确认识这个意思？如何利用网

络技术优势，提高小学生语文朗读能力？

一、提升小学生语文朗读能力的重要意义

语文朗读能力影响人听觉、视觉意识，“输入”手段的多样化，

即“视”“听”“说”并举行，以培养学生的说话表达能力为中心。

小学阶段，具备较好的朗读能力，有助于良好的表达习惯养成。

现在，小学语文教学朗读能力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

阻碍了语文朗读能力的提高，以此为基础，如何用有效的手段锻

炼学生的朗读水平？这也对语文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网

络 +”背景下，如何巧用“网络 +”，助力小学语文朗读教学，这

正是本文重点探讨所在。

二、小学语文朗读教学中“网络 +”的优势体现

不论是《小学语文课程标准》还是《课堂教学有效性标准》，

都指出了“不同学段都应重视朗读能力的培养，尤其要重视良好

的语感。”朗读是沟通读者与文本互动的桥梁，同时也是读者和

作者思想情感交流的通道，是现代国语学习的关键环节之一。

“网络 +”背景下，语文朗读的设计思路是充分利用网络先

进信息技术，把握学生的身心发育特点及对朗读、听说能力的要求，

融合丰富的音频、视频、flash 等多媒体，对学生进行听说技能训

练，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其优势主要是利用先进的技术，

通过声音、图像等，全方位作用于学生的感官，加深学生的熏陶

体验，多方面锻炼学生的审美感，给学生提供立体朗读训练的提

升场所。

在“网络 +”背景下，要充分利用网络先进信息技术助力语

文朗读，首先要明白语文朗读的基本要求，要把文章读正确、流

利，其次读文章要有感情。根据我二十多年的教学经验总结，可

以按照“三个一”和“两个不”的要求去训练学生，就是一字不错，

一字不漏，一字不加，不能回读，不乱停顿。例如在学习统编教

材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学弈》这篇文章时，因为这是一篇文言文，

要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读出节奏对学生来说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特别是对学困生，这时，在“网络 +”背景下，教师可以大展身

手地去利用网络先进信息技术帮助学生，学生能很快地把课文读

正确、流利，我先利用有声有色的音频播放感染学生，激发学生

朗读的兴趣，让学生整体把握文章的朗读基调，可以给学生充裕

的时间反复读，再观赏 flash 动画，然后指名读，最后利用多媒体

配乐进行小组赛读，分角色读，还可以用多媒体自动评价功能及

时多学生的朗读进行评价，这样学生就能很快地把文言文读正确、

流利了！

三、利用“网络 +”技术提高学生朗读能力的方法与途径

如何巧用“网络 +”，促进学生朗读能力呢？依据笔者日常

实施经验总结，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对朗读很感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提高学生的朗读水平，首先要充分激

起学生朗读的兴趣，使学生的学习意识从“要我读”转为“我要

读”。为增强学生的朗读兴趣，我们可以从加强学生对朗读作用

的认识开始。在熟记背诵文章方面，大声朗读能让嘴巴运动起来，

锻炼口才，大声朗读、感情地朗读能刺激大脑思考，充分地挖掘

文章的灵魂，正所谓是：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为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通过网络，利用“朗读者”“中华

朗读网”“朗诵网”等网络资源，让学生朗读网上优秀作品，或

者观看一些视频朗诵片段，让学生在美文朗读欣赏中接受朗读的

美的熏陶，从而提高学生的朗读兴趣，如要想把课文读正确、流利、

有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情感基调，需要使学生对朗读产生兴趣，

去主动学习，把朗读当成一件乐事。如，统编教材六年级语文上

册的《草原》，这篇散文写景文字诗情画意，课文语言优美，叙

事部分娓娓道来，情景交汇，生动感人，令人感到心旷神怡，视

野开阔。在指导朗读时，可借助网络 + 背景音乐，引导学生一边

想象一边入情入境地朗读，朗读时，语速整体上是舒缓的，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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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发展语速也会有相应的变化。朗读的过程中，无论是缓是急，

从头至尾都充满着一种欢悦与喜爱的情感。当时我上课发现学生

在初次朗读时，对内容的把握不是很理想，不能充分表现出草原

的美丽与自己的情感，于是我利用网络，找到了几段不同朗读者

的朗读视频，让学生在充满色彩与活力的朗读情境中，对课文内

容有了一种生动而深刻的感受，从天空到地面，从小丘到阳泉，

骏马、大牛，帮助学生边读边记忆，然后再让学生进一步自己朗

读，让学生都能感受“草原美”出发，深刻感受到草原上的人们

热情好客的心，从而领会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相信学生在今

后的生活和学习中，能够有效地增强学生和作者之间的情感共鸣，

从而让学生爱上朗读，喜欢上国语，更能形成良好的情感体验，

随时能触景生情，激发内心的兴趣和对生活的热爱。

（二）激活想象空间

提升学生朗读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是激发学生的想象力，要

培养和激发学生对于文本朗读的想象力，可以有几个方法：一是

准确地表达语言。二是形象化的语言表达。三是想象化的语言表

达。四是整体化的语言表达。基于网络技术的优势，活动学生的

听觉、视觉等器官，通过视频影像音响等，向学生引出生活积累

和生活经验，重构形象，再造相关形象，进入作者所描绘的世界，

生动的人物、令人感动的场面、让人感受到秀丽的景色，去体会

作者所表达的喜怒哀乐。这样的方法最适合叙事类和景物类的文

本朗读教育，例如在学习统编教材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登鹳雀楼》

这篇文章时，对于二年级的学生来说，很难理解诗意，在教学时，

我先让学生先圈出课文描绘的景物，然后，认真读好诗句，想想“白

日依山尽”的画面，学习“白日”是指什么时候的太阳啊 ? 从哪

儿看出来的?教师演示太阳落山的场景（太阳发生了什么变化?），

通过拖拽等信息技术引导学生想象古诗画面，指导学生用自己的

话说出想象的画面，读好诗句，读通白日依山尽，学生很快就理

解了“白日依山尽”的意思，教师再指导“依”字要读得慢些，

轻一些，再通过多种形式的读，让学生加深对诗文的理解和背诵。

总之在小学语文朗读教学过程中，要善于借助于网络工具，通过

图片视频等信息技术手段创设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引导学生想

象画面，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自然的导入情境将视频呈现出来

拉进学生与课文的距离，这时老师也要注重朗读技巧的指导，如

轻声、重度、语气的快慢等，这样就能很好地提升学生的朗读能力。

（三）剧本出演

小学生对于课本的知识短时间内很难充分理解，加上身心发

展尚未成熟，见识面窄，理解能力，实践能力相对较差，所以，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教材叙事场景内容，改编剧本，让学生

分工合作，表演故事，在表演的过程中，通过人物对话体会人物

的思想感情，进而能深入感受文章的主旨，除了自己参与表演之

外，看网上的表演、看别人的表演等，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在不知

不觉中提高自己的国语素养水平。例如：在教材里的三年级语文

下册的一篇课文《陶罐和铁罐》，这是一则寓言故事，很适合指

导学生通过表演课本剧体会铁罐的无理和铁罐的友善。在熟读课

文的基础上，我让学生通过看网上的表演，抓住陶罐和铁罐的语

言，神态描写，四人小组合作演练，再用多媒体课件播放两个场景：

一是国王的橱柜里铁罐奚落陶罐的场景；二是荒凉的废墟上人们

掘出陶罐的场景。学生很快就能入情入境地表演了，从而领悟到

这则寓言故事的寓意了，这也是互联网 + 带来的快乐学习课堂。

（四）教育评价机制健全化

在现在的小学国语教育评价体系中，我们经常忽略了学生的

朗读能力，学生的课文朗读不太被重视，为了更好地训练小学生

的朗读，老师可利用网络将朗读教学的评价加上学生的过语素养

的评价，“网络 +”提供了方便的交互平台的朗读挑战，制造出

类拔萃的班级气氛，利用网络对朗读情况进行统计反馈，可以进

入学生评分的详细清单，调查每个学生的朗读报告书，利用网络

共享到给朋友，教师、家长可以清楚地知道孩子的朗读水平。当然，

“网络 +”的学习需要学生、家长的支持与协助。因为这种新型

的学习模式，平台是要用到家庭电脑或者是家人的手机，如果没

有大人监管，容易放纵小孩用电脑、手机玩游戏过度，对学习带

来负面影响，实际操作一下，活动的普及性和有效性是很难的，

还要教师在实践中不断尝试、更新，确保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现在，新课程教育改革取得了有力进展，互联网技术成为重

要的教育支援工具，为小学国语课堂教学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

条件，对小学生语文朗读教育来说，教师能擅长利用网络技术来

提升孩子的语文朗读能力，丰富孩子们的情感和有效充实孩子的

思想，充分提高课堂效率，这对于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和美好的

前途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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