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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阅读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策略研究 
刘洋 

（哈尔滨新区师范附属小学校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150500） 

摘要：近年来，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生活中的普及，信息技术的应用也在不断的渗透到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在阅读教学时，

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特点，借助生动照片、视频等资源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改变原来枯燥的传统教学模式，使学生从被动灌

输转变为主动获取，进而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熏陶学生的情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本

文以教学中的具体实例出发，具体展示了现代信息技术如何与语文阅读教学融合，实现更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小学语文；现代信息技术；阅读教学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阅读教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对于初

识文字的小学生们来说，优秀的阅读教学能够极大的帮助他们学习

掌握书面语言、提高阅读理解能力以及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对学生

以后的发展十分关键。如今现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在我们生活中

的应用也越来越多，它与阅读的融合教学也成为了大势所趋。通过

现代信息技术改变原来枯燥的语文传统教学，利用更加形象生动的

画面以及有趣的声音，调动学生学习兴趣，使课堂活跃起来，其取

得的教学效果是传统教学无法比拟的。 

一、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激发学生求知欲，培养学生阅读

兴趣。 

选取生动形象学习材料，让学生对阅读产生兴趣，是调动学生

学习动机的重要条件。在小学阶段，学生注意力不能持久稳定，学

生更倾向于关注生动有趣的事物。而“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张嘴

满堂灌”式的枯燥传统教学手段会极大的消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阅读教学的成果差强人意。而教师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速度快、

信息量大的特点，在适当的时候，结合语文教学内容，给学生们放

一则有趣的故事，播放一段生动的录像，甚至是一首动听的音乐，

用学生感兴趣的声音、画面来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使学生产生积

极的学习心理。 

教师要通过设计生动有趣的课件，调动学生的感官让他们主动

听、看、想，激起学生求知欲。在学生学习《美丽的小兴安岭》时，

教师带领学生阅读课文，借助文字欣赏小兴安岭美丽风光，并利用

多媒体技术，在屏幕上展示出来无边无际的绿色森林以及连绵不断

的群山，帮助学生理解并想象“几百里连成一片”“树海”的场景，

再继续展示哗哗流淌的雪水，“抽”出新枝的树木等场景，利用学

生们对于小兴安岭景色的喜爱不断激发学生继续阅读的兴趣，生动

有趣的结束课文的教学，在学生的脑海中形成小兴安岭是个美丽花

园的印象，明白了文章主旨，学习也急于想用课文中的文字来表达

对小兴安岭的喜欢，在之后的老师提问中也就积极回答了[1]。同样

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帮助学生体会未曾有过的情感体验从而激

发阅读兴趣，学习《地震中的父与子》时，学生对地震没有足够的

认知，无法体会课文中父子的情感，教师则可以利用多媒体播放提

前截取好的《唐山大地震》片段，以更加立体、震撼的画面来帮助

学生体会大地震的场景，激发学生想要知道课文后续的阅读兴趣[2]。 

古诗词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承载着我国众

多文化，古诗词的教学更是成为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重要部分，但

小学生面对生涩难懂的古诗词太多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背诵，对古

诗词逐渐产生抵触情绪。教师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向学生以图片或

者动画的方式展示出古诗词中每一句话所表达的意境，帮助学生理

解古诗词内容，引导学生结合画面背诵古诗词，体会古诗词蕴藏的

文化底蕴，激发出学生对古诗词的兴趣。例如在讲解《咏柳》一诗

时，教师展示从网上搜集到的柳树图片，使学生直观感受到诗人所

描绘出的场景，再引导鼓励学生们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描绘出一

幅关于柳树的画，使学生通过画画沉浸在诗人所描绘的世界里，产

生迫切的学习欲望[3]。 

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丰富情感体验，熏陶学生情感。 

小学是影响学生心理发展的重要阶段，随着小学生由低年级逐

渐迈入高年级，他们的情感也逐渐稳定，因此，教师需要引导晓学

生使其逐渐形成积极向上、健全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学生对阅读产

生了兴趣后，教师可以利用课件、录像、动画等网络资源引导学生

走进文本，使学生感受到原文作者透过文字向读者传递的感情，学

生逐渐与主人公情感达到共鸣，进而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 

教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创设出符合学生发展的相关情景，加深

学生对课文内容的认识，由被动的接受教师情感灌输转变为主动的

进行情感体验，熏陶自身情感。教师讲解《地震中的父与子》时，

播放《唐山大地震》片段，使学生可以通过画面感受到地震的残酷

性以及给人民生活带来的沉重苦难，引导学生将自身代入地震情境

中，唤醒亲情意识，体会到父爱的伟大；教师在讲解《心中的丰碑》

时，可以借助多媒体播放当时三公里长龙吊唁任长霞的新闻画面，

使学生感受到当时成千上万群众的悲伤，再向学生们播放朗诵，借

助充满感情的朗诵，学生逐渐产生当时吊唁民众的情感，仿佛置身

于三公里长龙中，不舍与任长霞的离别，充满对任长霞的怀念与赞

美[1]。教授《账单》一课时，教师让学生聆听阎维文歌唱的《母亲》，

学生受到极大的感染，当教师询问学生十年间妈妈可能为小彼得做

了那些事情，学生联想自身经历列举出许多生活中宝贵的事情，通

过列举出的一件件事情，学生开始发自内心的说出“妈妈我爱你”

这些对妈妈充满感激的话，唤醒内心深处对妈妈的爱[4]。 

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

域影响是深广，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又往往是多元，应该重视语

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情感熏陶是语文阅读教学中不可忽视的内容，

教师将现代信息技术与课文内容相结合，引起学生与作者情感上的

共鸣，使教学内容更容易被理解，不仅能达到极佳的教学效果，还

能够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 

三、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理解故事内涵，提高学生阅读能

力。 

现代信息技术的重大作用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凸显，它推动

着时代的发展，影响着我们的衣食住行，更是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

式和认知能力。尤其是随着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在小学生群体

中的风靡，小学生们的抽象思维逐渐受到限制，导致阅读能力下降，

所以教师在课堂上不仅要注重专业知识传授，也要注重培养学生良

好的阅读能力。 

在课堂中，教师要舍弃原有填鸭式的教学方式选取一些符合学

生发展的图片、视频等，让学生结合课本内容观察生动的画面，主

动获取知识，理解文本内涵。在教授《和田的维吾尔》一课中，体

会到作者对维吾尔族人民的赞叹[5]。古诗词因其自身与现今语言体

系差异较大，学生难以理解，再加上教师常采用重点解释词义的传

统教育理念进行教学，使学生的学习重点放在了词义解释上，缺乏

整体的认识对古诗词内涵的理解不够深刻，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可改

善这一局面。教师在讲解《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时，通

过播放照片让学生们感受诗歌前两句所描绘的黄鹤楼以及三月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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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美景，再向学生们播放有关送别的视频，让学生感受到诗人与

友人之间离别的不舍之情，体会出诗歌后两句描绘的怅然若失的情

感，在脑海中形成诗歌描绘的与友人送别场景，理解诗人的情感[6]。 

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需要课堂内外的共同努力，不仅要

依靠课上教师的引导，还要依靠学生积极的阅读课外读物，让学生

大量阅读，锻炼自身阅读理解能力。在教授《秦兵马俑》一课时，

教师先利用图片和视频向学生们展示兵马俑坑遗址的画面，使学生

们被秦兵马俑的气势所震撼，再邀请同学们上台介绍自己所搜集到

的关于秦兵马俑的资料，教师引导学生们结合资料理解课文内容[7]；

教师还可以选取一些有趣的课外读物视频播放给学生，如《西游记》

里的“大闹天宫”、“真假美猴王”等精彩片段，吸引学生眼球，让

学生课后阅读课外书籍，并定期开展阅读讨论会，师生共同分享精

彩片段，解答学生对于故事的疑惑，帮助学生理解故事内涵，实现

提高阅读能力以及学习能力的目的[2]。 

在改革新背景下，将语文阅读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是

实现教学目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摆脱枯燥无味的课堂，用生动

有趣的画面取而代之，充分调动学生课堂内外的阅读积极性，使学

生活跃起来，不仅体会到阅读的乐趣，更丰富了自身的情感体验和

锻炼了阅读理解能力，感受到汉字的美，为实现全民阅读创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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