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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信息技术，助力小学语文阅读教学

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为教学提供了海量资源和多样化的授课模式。语文教学中阅读教学处

于重要地位，需要海量的资源来帮助学生提升阅读水平。本文从小学

语文阅读教学现状入手，重点阐释了借助信息技术助力我们的课堂教

学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信息技术 小学语文 阅读

21 世纪是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信息技术以其独特的魅力吸

引着我们的关注，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教育的变革与发

展，信息技术也对我们教育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为

我们语文这一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基础性学科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信息技术也有着独特优势，怎样运用好它为

我们语文阅读教学带来有利的影响，是我们每一个一线教师都应思考

的问题。

一、我国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现状

随着新课程改革进一步发展，语文教学中阅读被提到了越来越重

要的位置。虽然我们经常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教学的引导

者，但在实际的教学中仍习惯自己做课堂的主导者，很多情况下是把

自己的想法灌输给学生，控制着学生的思维发展。在这样的模式下，

学生难以独立思考、领悟文本中作家所要传递的情感，影响了学生思

维能力、语文素养的发展，同时可能会降低学生阅读的积极性，影响



阅读教学课程的质量。

在我们日常教学中，虽然总是告诉学生要去大量阅读，但更主要

的目的是利用阅读更好地服务于考试，学生为了提高成绩不得不去进

行阅读，也容易使学生在阅读中逐渐失去兴趣。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

我们面临的实际是紧张的教学进度难以给学生充足的阅读时间，课内

外阅读现状不容乐观，甚至有课内阅读与课外阅读严重脱节的情况。

这一系列情况，造成了阅读教学效率和质量低下。为了改变这些现状，

小学语文老师们应进行思考，完善阅读教学方式，找到提高学生阅读

水平的方法。

二、巧用信息技术，助力教师阅读教学

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我们的教育事业带来了活力。多媒

体技术广泛应用于我们日常的课堂实践中，使教材中抽象的文字概念

一下子变得具体生动，这不仅有助于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对知识理解

得更加透彻，也有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大大提高，应用于语文阅读

教学中也是益处多多。

（一）丰富阅读素材，扩宽阅读视野

在《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规定了不同年级的学生所应达到的阅

读量，这些单靠课本中的文章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教师为学生精

挑细选一些课外阅读内容，以弥补课内阅读的不全面、不充分。信息

技术为我们搭建了课内阅读与课外阅读相连接的桥梁，除了传统的纸

质版书籍，电子书也是很好的阅读途径。如在学习五年级的民间故事

单元中，除了阅读书中的《牛郎织女》，我们还可以鼓励学生阅读一些



其他的故事，如《白蛇传》《田螺姑娘》等，也可以推荐一些国外的民

间故事，激发学生阅读兴趣的同时更能使学生对这一体裁的文学作品

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对于一些不方便购买书籍进行阅读的学生，教师

便可以利用信息技术的力量，为学生推送书籍的电子资源，方便学生

阅读学习。在学习一些科普性较强的文章时，学生可能存在一些阅读

困难，我们在教学之前为学生布置一些查阅资料的任务，或者推送一

些视频、文字资源，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文本，完成阅读任务，这些

也需要靠信息技术的帮助。

（二）创新阅读形式，培养阅读能力

传统阅读方式较为单一，难以满足快速发展的时代对学生越来越

高的阅读要求。信息技术支持下的阅读方式更丰富、更有趣。除了利

用文字进行阅读，我们还可以通过阅读素材的视听教学，增强课堂的

趣味性，更好地吸引学生注意力。

多样化的阅读形式，能够更好地展示出文学作品的丰富性、深邃性、

开放性。如：在学习《赵州桥》一课时，除了介绍本课的这座石拱桥，

我们还可以联系我们天津的各个有名的桥梁，为学生补充各种桥梁的

类型或一些桥梁的历史等方面的阅读素材，这些内容既贴近了学生的

生活，也扩大了学生知识面。再如，在学习《秦兵马俑》一课时，除

了通过多媒体的手段让学生了解秦兵马俑这一世界八大奇迹之一，也

可以拓宽思路，为学生补充相关阅读资料，如：埃及的胡夫金字塔、

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亚历山大灯塔……这些其他的世界八大奇迹。

这样不再把眼界局限于本课的一个点而是由点到面，既丰富了课堂教



学信息，也帮助学生开阔了眼界，一举两得。

为了丰富学生的阅读内容，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以多篇文本为主

的群文阅读教学越来越多地走入我们的课堂。阅读能力是需要在阅读

实践中培养的，通过大量的阅读，从多篇文本、大量信息中提取关键

信息，通过对比、分析、概括、归纳、演绎解决问题，这些都能帮助

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如在学习部编版三上苏轼的《赠刘景文》一诗

时，我们可以抓住“友情”这一议题，引入李白的《赠汪伦》和王维

的《送元二使安西》。《赠刘景文》是苏轼送给好友刘景文的一首勉励

诗，抒发作者的广阔胸襟和对同处窘境中友人的劝勉和支持。《赠汪伦》

则是李白游历桃花潭时写给当地好友汪伦的一首留别诗，表达了两人

那份真挚深厚的友情。《送元二使安西》是王维送朋友去西北边疆时作

的诗，表达了诗人与朋友之间依依惜别的深情，既有对友人的不舍，

还有相见不知期的惆怅及对朋友前途的担忧。虽然三首诗都是写朋友

之间的深厚情谊，但描写的角度、表达的感情不尽相同，在品读中学

生会产生不同的阅读感悟。群文阅读虽有助于学生阅读学习，但操作

起来并容易，群文的选择、组合、研读、解构，与课程的阶段目标的

耦合、对接等，都需要我们细细琢磨。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

在信息技术不断与学科教学融合的今天，为我们多样的阅读模式提供

了保障。

（三）改变教学模式，提高阅读质量

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现在的课堂不应再是老

师站在讲台上拿着教科书不停地为学生灌输知识，学生作为课堂的主



体，有了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课前老师可以针对本课内容为学生推

送相关教学资源，可以是阅读的文本或者生动有趣的视听资源，学生

可以直接与教学资源进行对话，平等地享受各种学习资源，也可以根

据自己实际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来进行个性化学习，选择适合自己

的内容进行阅读。这样学生在上课时就做到了“有备而来”，在课堂上

的学习也更有针对性。同时学生在这种开放式的学习空间中，有了主

动参与的可能性，更有利于激发他们阅读的兴趣和学习的自主性。如

在教学《观潮》一课时，大部分同学并没有机会看到涨潮时壮观的景

象，书中虽有文字和图片，但也难以引导学生融入文本。而此时教师

可以在课前推送一些展现钱塘江大潮变化过程的视频资源，使学生对

文字描写有了初步的体会。同时也可以补充一些钱塘江大潮的文字介

绍，补充课内阅读的不足。带着这样的初印象，学生再进入课堂便有

了一定的基础。课上教师可以重点播放展现大潮来时那波澜壮阔的情

景的视频资源，使学生能更好地感受那浪涛翻滚的汹涌之势，更好地

理解文字描写的意境，体会钱塘江大潮的壮丽美。这样从学生的视觉

和听觉两方面入手，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

融入文本，实现高效阅读教学的目的。

四、阅读教学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需要注意的问题

首先，教师要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育思想，从思想上接受现代信

息技术带来的有益影响。有的教师在阅读教学中只是追求形式的变化，

把原来的课堂教学原封不动地搬到课件中，不仅没有发挥现代信息技

术的优势，反而失去了语文教学中固有的优势，适得其反。教师在设



计阅读教学环节时，必须“以学生为中心”，使教学内容真正是适合学

生的，使之更好地为学生的学习服务。

其次，我们必须明确：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虽然有助于我们的阅读

教学，能够帮助学生更有效地学习，但它始终是一种辅助教学的手段，

知识为教学服务，决不能凌驾于语文学科、教师和学生之上，不可对

它过于依赖。看到它的优势与不足，正确使用它为改进语文阅读教学

实践而服务。

综上所述，信息技术为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带来了助力，它丰富了学

生的阅读资源，将抽象的文字变得生动可感，提高了学生的阅读兴趣。

同时它也有助于提升教师的阅读教学水平和阅读教学质量。因此，在

语文阅读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便利，增强

阅读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同时教师作为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应正确把

握好信息技术在课堂中的角色，利用好它的同时不应过于依赖它，毕

竟学习还应是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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