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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

语文阅读是一项较为综合化的学习活动，因而其对

学生的要求也更高。若学生没有较好的阅读方法和较强

的阅读兴趣，他们将很难开展高效率的阅读活动，更无

法较好的提升自身的阅读能力。这样的情况往往会使学

生产生畏难心理，从而排斥语文阅读活动。针对学生出

现的各种阅读问题，语文教师可以将语文阅读教学与信

息技术深度融合，既能使语文阅读教学活动更加丰富多

彩，也能使学生们改观对语文阅读的看法。

2.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存在的问题

（1）学生缺少阅读兴趣

现代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家家户户都有了不少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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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很多学生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也会使用较多的电

子产品。经常使用电子产品学习或玩耍后，学生们会对

新奇、有趣的内容更感兴趣。相比较而言语文学科的阅

读活动会显得更加单调无趣，因此不少学生会对语文阅

读活动失去兴趣，从而使他们的语文阅读效率较低。往

往一篇文章学生要反复阅读多次才能完成所有的阅读任

务，既耽误学习时间又会使学生产生厌烦感。当学生对

语文阅读活动产生厌烦心理后，他们便很容易出现学习

态度不端正、敷衍学习活动的情况，并可能使学生们养

成不好的阅读习惯，使学生的阅读能力发展受到阻碍。

很多学生在开展阅读活动时会被文本的精彩片段吸引，

从而对整篇文本产生较强的阅读兴趣。但常规的语文阅

读活动却需要学生先阅读文本才能找到文本的精彩片段，

这样学生们便很难对文本产生兴趣，甚至会因注意力不

集中而出现反复阅读后仍然不理解文本中心的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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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对阅读内容的理解不够

小学阶段的学生他们的心智和思想都不够成熟，因

此他们在开展阅读活动时往往会出现理解不够深入或者

理解不够好的问题。这样的学习情况将会导致学生无法

较好的提升自身的理解能力，也会使学生无法较好的通

过阅读活动积累情感体验。面对阅读文本中的“雪花”、

“雨滴”等具体形象，学生们还能较好的理解，若遇到

文本中的“自由”、“希冀”等抽象概念，学生们则会因

无法理解而导致无法读懂整篇文本。同时这些抽象的概

念也会增加学生的学习难度，使学生们因不理解而产生

畏难心理，不利于学生学习活动的开展。此外小学阶段

的学生他们的情感体验还不够丰富，对于情感的理解也

较为基础，若没有教师的较好引导，学生们很容易出现

无法理解文本情感的问题。无法理解文本中的情感也会

使学生较难理解文本中人物行为和活动，从而使学生无

法较好的掌握文本所传递的思想，更不能读懂文本的深

层含义。

（3）缺乏良好的阅读氛围

良好的阅读氛围能够提升学生的阅读效率，使学生

们更有代入感。当学生们能够较好的代入阅读文本角色

时，他们对于文本思想感情的理解也会更加的深刻，从

而也能以较高的效率完成文本的阅读活动。若学生们没

有代入感，那么学生很难体会文本作者的深意，也无法

结合前后文较好的揣测作者的用意。即使阅读文本蕴含

了作者较浓的个人情感，学生们也会因代入感较低而出

现无法理解作者情感的问题，更无法与之产生情感共鸣。

这样一来阅读文本的教育意义也将大打折扣，不能较好

的对学生产生较好的教学影响。其次学生没有代入感也

会让学生在阅读时容易出现走神的情况。若遇到字数较

多的文本，学生们很容易因走神而导致自己的阅读速度

变慢，进而使学生产生烦躁情绪，不利于学生较好的开

展阅读活动。而且走神也会使学生们的阅读效率降低，

学生们很难通过完整的阅读活动较好的理解文章的含义，

从而也难以在长期的阅读活动中找到较好的阅读方式。

长期以往学生们的阅读能力也难以得到提升，其学习专

注力也会不断下降 [2]。

（4）阅读教学方式单一

许多小学语文教师在开展语文阅读教学活动时往往

会不太重视自身的阅读教学方式，因而他们使用的教学

方式也较单一。单一的语文阅读教学方式很难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只会让学生在千篇一律的语文阅读教学活

动中慢慢失去阅读的兴趣。而且学生们在完全适应语文

教师的阅读教学方式后，他们也会慢慢的不再主动思考，

只会等着教师引导他们完成阅读练习。这样的阅读方式

将会阻碍学生的思考能力发展，使学生出现无法独立思

考的问题。此外学生们也容易在单一的教学活动中逐渐

形成固化思维，使他们的想象力发展受到阻碍。而且学

生们也会形成一套固定的阅读方式，既不利于学生阅读

能力的提升，也会影响学生理解能力的发展。这样一来

学生们便很难形成创新思维，其创新能力发展也会受到

阻碍，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全面发展。其次语文课堂的教

学活动有限，若教师一直采用单一的阅读教学方式，很

容易造成课堂时间的浪费，不利于学生学习效率的提升。

3.信息技术对阅读教学的促进作用

（1）使阅读活动丰富多彩

传统的阅读教学有一定的限制性，学生们只能看到

阅读文本中的单调乏味的文字。若学生对文本内容不够

感兴趣，学生们将很难主动的阅读文本。有的阅读文本

会带有部分趣味性图片，但其描绘的内容有限，学生们

很难感受到新意。但将信息技术与阅读教学深度融合后，

教师可以为学生展现更丰富多彩的学习内容，而且也能

用动画元素更好的提升学生对阅读内容的兴趣。有了信

息技术后，哪怕是较为基础的阅读练习题型都能呈现出

新的形式，让学生们眼前一亮并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不

仅如此多样化的信息技术也有利于促进学生想象力的发

展，让学生们能够更好的释放思维。看着变化多样、色

彩缤纷的信息技术元素，学生们也会更加认真，从而能

够较好的提升学生学习的效率，使学生能够感受到阅读

活动的乐趣。而且信息技术还能让语文教师更好的开展

多样化的阅读活动，从而能够较好的调动学生们的学习

积极性，使学生们能够更好的进入学状态。

（2）拓展学生的学习视野

语文阅读文本的内容有限，因此学生们能够学到的

知识点也较少，但有了信息技术的帮助，语文阅读教学

课堂可以为学生们补充更多的课外知识，从而较好的拓

展学生的学习视野。如在学习说明文本时，在传统的阅

读教学活动中，教师只能带着学生通过分析文本中的例

句来理解说明方法。而深度融合信息技术后，语文教师

则可以为学生补充更多与说明方法有关的知识点，并且

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练习帮助学生更好的巩

固所学知识点。同时若阅读教学的文本涉及了某些文化

知识，教师也能够更好的用信息技术为学生们及时补充

课外的文化知识。既能提升学生对文本内容的理解程度，

也能较好的拓展学生们的语文课外知识，提升学生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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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综合素养。这样一来学生们也能更综合化的学习语文

知识，从而能够培养学生形成较好的学习观念，使学生

们也能有意识在日常生活中了解并学习课外知识，增加

学生的知识储备，使学生打下较好的学习基础。

（3）改变学生的认知

很多学生会因为掌握的阅读方式不当而导致他们对

阅读活动产生了一定的排斥心理，从而也导致他们不喜

欢阅读并容易对阅读活动产生排斥心理。当教师将信息

技术和阅读教学方式深度融合之后，则能够使阅读教学

活动更具趣味性，这样也能改观学生对阅读活动的固有

看法，使学生们能够逐渐喜欢上阅读活动。很多学生会

因对阅读活动产生了错误的认知而导致他们难以在阅读

活动中取得较好的学习成效。当教师改变了学生对阅读

活动的固有看法后，教师也能更好的引导学生掌握正确

的阅读方式，从而能够实现高效的阅读学习活动。当学

生们能够通过掌握正确的阅读方式并提升自己的阅读能

力时，学生们也会慢慢的建立学习自信心，从而能够较

好的提升对学习的兴趣。信息技术可以通过多样化的内

容为学生展现更多的学习方式，让学生能够选择更适合

自己的学习方法。同时信息技术也能较好的化繁为简，

让学生充分感受学习的本质，更有利于学生提升自身的

学习能力 [3]。

4.深度融合信息技术与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具体

策略

（1）利用信息资源，丰富教学内容

为了更好的引导学生参与语文阅读活动，语文教

师可以利用信息资源，丰富阅读教学的内容。如在学

习《北京的春节》这篇课文时，语文教师便可以利用希

沃白板开展阅读教学，结合课文的内容设置趣味分类游

戏，让学生们分一分哪些是春节的习俗，哪一些不是春

节的习俗。除此之外语文教师还可以用希沃白板开展知

识问答活动。待学生阅读并理解《北京的春节》这篇文

章后，教师便可以让学生进行知识问答比赛，抽问学生

一些与课文内容相关的问题。这样既能够增加阅读教学

的动的趣味性，也能让学生较好的巩固回忆课文阅读掌

握内容，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次教师也可以用

希沃白板为学生展示与《北京的春节》同类型的文章片

段，让学生尝试着自己分析阅读，使学生能够较的掌握

阅读文本的方式。深度融合信息技术的教学活动既能增

加学生对课文阅读的印象，使他们更好的理解学习内

容，也能帮助学生掌握较好的阅读学习方法，提升学生

的阅读能力。

（2）运用网络平台资源，优化教学内容

开展语文阅读教学活动时，教师不仅要注重对学生

使用阅读方法的培养，还要加强对学生学习内容的补充，

让学生们能够掌握更多的学习内容。如教师可以利用八

桂通教学平台的教学资源更好的拓展语文阅读教学的内

容，让学生们在多样化的学习内容中积累更多的学习知

识。而且教学平台的教学资源会更加精炼，教师能够使

用这些资源较好的提升语文阅读教学课堂的效率，使学

生们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掌握更多的知识点。而且网络

教学平台的教学资源能够更好的帮助教师导入课堂，也

能让学生更有代入感 [4]。如在学习《狼牙山五壮士》这

篇课文时，若学生没有较强的代入感，他们将很难理解

狼牙山五壮士的精神，也不能较好的理解这篇课文情感。

但利用网络平台的资源教师可以从听觉、视觉的角度更

好的渲染悲壮的气氛，从而能够让学生们也渐渐进入状

态，能够更好的感受课文的情感。如此一来教师在深度

融合信息技术与语文阅读教学的同时也提升了学生们的

理解能力，从而使学生积累了一定的情感经验。

（3）构建阅读氛围，提升学生专注力

很多学生会因为无法专注的参与阅读活动而导致他

们的阅读效率较低，因此语文教师需要为学生构建良好

的阅读氛围，让学生们在良好的阅读氛围中更专注的开

展阅读活动 [5]。如在阅读《开国大典》这篇课文前，教

师可以利用信息资源为学生们播放与《开国大典》相关

的视频内容，使学生们能够更好的进入状态。当学生通

过视频感受到这份激动人心的情绪后，他们在阅读课文

时也容易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通过对《开国大典》课

文文字的阅读，学生们能够从文字的角度去感受当时的

场景与人们的激动之情。不仅能让学生更好的理解课文

的内容，还能让学生能够更专注的开展阅读活动。同时

教师还可以根据阅读文本内容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轻音

乐，让学生们能够在音乐的引导之下更好的平静心情，

并能够在良好的氛围感中专心致志的进入阅读状态。这

样的阅读活动能够提升学生的专注力，让学生们能够更

高效率的开展阅读活动。

（4）结合课外文本阅读开展阅读教学

教师在开展语文阅读教学活动时，也可以将课内课

外的文本阅读一起结合起来开展对比教学，帮助学生更

好的掌握阅读方法，加深学生的阅读印象。如教师可以

将《白鹭》与《珍珠鸟》两篇课文结合开展对比教学。

既可以让学生通过对比更好的了解白鹭与珍珠鸟的不同

习性，加深学生对学习内容的了解，又可以让学生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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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过程中了解状物文的结构与写法。与此同时学生也可

以在对比中更好的感受不同作者的文风差异，从而能够

更好的提升学生阅读理解能力，让学生们能够从作者行

文特点等角度去学习理解课文的内容。利用信息技术教

师可以较好的将两篇文章的相似结构进行更加细致的对

比，这样学生们也能通过对比学习更好的理解文章结构

与文字风格不同，从而相应的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使

学生的写作能力也能随之而不断的发展。

5.结论

小学阶段的语文阅读教学活动往往会因缺少足够的

趣味性而导致学生兴趣较低。通过语文阅读教学与信息

技术的深度融合，语文教师可以为学生展现多样化的教

学内容与教学方式，使学生们改观对语文阅读活动的错

误看法，并能够让学生在日常的阅读活动中掌握较好的

阅读方法并提升自己的阅读能力。不仅如此学生们还能

在多样化的阅读教学活动中提升自我的想象能力，并促

进自身思维能力的发展，使学生提升语文综合素养的同

时也能较好的促进自身能力的全面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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