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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教育理念下的小学语文教学实践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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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时代的发展，网络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应用日渐广泛，教学方法以及形式都产生了一定变化。因此作为教

师，需要切实认识到互联网教育理念的重要作用，凭借课堂教学以及网络教学营造出智能化学习环境，提高语文学习

的高效性，进而实现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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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application of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widespread, and the teaching methods as well as 

the forms have produced certain changes. Therefore, as teachers, they need to effectively recognize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Internet education concept, create an intelligent learning environment with 

classroom teaching as well as online teaching,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hen 

achieve the teaching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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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存在一定的人文性和综合性，有利于学生文化素养以及语言技能的培养 [1]。传统教学模式以及理念较为滞后，并不能实现教学

目标，所以教师需要对语文教学方法和理念进行分析探索，在革新优化语文课堂教学的同时提高教学质量。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新型技

术手段以及教学理念的应用，能够使语文课堂的智能化及信息化水平获得进一步提高，有利于学生综合发展 [2]。因此小学语文教学中，

怎样融合“互联网 +”这一教育理念越来越成为教师关注的重点所在。

一、互联网下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

受到年龄因素制约，小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相对较差，语文学

习也不例外，学生注意力集中时间相对较短 [3]。为了能够使课堂教

学成效获得确保，教师要及时革新教学方式和手段，并创设出和

谐融洽的课堂环境和氛围。互联网教育理念下，教学方式具有多

样性，能够增加语文课堂的趣味性，使学生注意力得以集中，提

高其积极主动性。例如教师可以凭借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方式的应

用为学生呈现网络课程资源，调动学生视觉、听觉等感官，使学

生注意力得以集中，在拓展其思维能力的同时提高教学成效。

（二）有利于提高学生文本理解能力

对于小学生来说，因为其文化知识基础较差，阅读理解能力

相对较低，在学习复杂内容的过程中存在较高难度。为了能够促

进学生文本理解能力的进一步提高，教师要辅助学生对学习资料

进行查阅，如作者背景等。但是传统教学中，教师并没有对此加

以关注，学生并不能对文本形成较为深刻的阅读感悟。互联网时

代背景下，教师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基于学生自主学习平

台，使学生能够通过互联网对学习资料进行查阅，在拓宽知识面

的同时使学生阅读障碍获得缓解，进而实现其文本理解水平的有

效提高。

（三）有利于师生关系构建

新课改的进一步深化，教师需要对师生关系的构建加以关

注，强化课堂交流互动，为学生提供展现自我的机会。互联网技

术的交互性特征明显，教师可以凭借这一优势和学生互动，逐渐

形成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促进课堂教学质量和成效的进一步提

高 [4]。例如在课前预习以及课后复习中，教师可以通过线上平台的

应用和学生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使学生可以在自主学习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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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交流，进而实现自主学习水平的强化。

二、互联网下小学语文教学现状

（一）教学观念滞后

为了能够使我国教育形态获得有效改善，教育部门逐渐出台

了双减以及新课程等改革政策。尽管这些教学政策为语文教学提

供了有利指导，但是依旧存在部分教师其沿袭传统教学理念，并

且受到升学压力的影响，尽管课堂教学中对互联网技术进行了应

用，但是仍然无法提高课堂效果，教学模式单一枯燥，并不能使

互联网的优势特征获得充分展现 [5]。

（二）教育资源不足

当前网络课程资源的有效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便捷了课堂教学

管理，并且教师也逐渐认识到了互联网的重要性，课堂教学中对

网络技术进行了应用。但是因为一些教育人员对于互联网教育存

在一定的认知偏差，因此网络课程资源并未获得充分应用。对于

小学语文教师来说，其并没有注重课程教学内容和网络课程资源

之间的相互融合，因此而这一般处于独立状态，使网络课程资源

的利用率受到了严重影响 [6]。此外一些教师在对网络资源进行应用

的过程中并没有从教学需求以及学生现实情况出发，教学的有效

性以及针对性不强。

（三）课堂互动缺乏

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对于教学质量以及水平的提高极为有利，

能够为学生语文学习提供便利，使其自主学习能力获得强化。但

事实上，在对互联网技术所进行的应用中并没有形成良好的课堂

互动，教师并不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和掌握学生的现实情况，而学

生学习期间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也没有及时向教师反馈，教学成效

受到了严重影响。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教师没有注重教学

理念的革新，并没有对师生关系的构建加以关注。

三、互联网下小学语文教学实践探析

语文这一学科在教育教学中有着重要地位，是其他学科无法

替代的，教学期间，教师需要强化学生对于语文重要性的了解和

掌握。在语文指导教学的过程中，需要切实凭借互联网的作用强

化学生对于生活常识的了解和掌握，并及时发现和解决现实生活

中的问题，使学生切实感受到语文学习的重要性以及乐趣所在，

调动其积极主动性。因此教师需要立足于现实情况分析教学中存

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对教学方式进行革新完善，提高教学成效。

（一）运用网络平台，拓展教学空间

“互联网 +”教育理念下，网络技术在人们工作以及生活中的

应用日渐普遍，特别是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能够对知识获取途径进

行拓展，如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学习平台学习名师课程，并采用自

主学习多形式提高学习能力。网络知识存在多样性以及丰富性特

征，能够对学生知识视野进行拓展，因此教师需要给予良好的学

习空间。教师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的应用增加学生的知识储备，使

学生语文学习水平获得强化 [7]。例如在学习《蝙蝠和雷达》这一内

容的过程中，教师可以从教学内容出发对导学案进行设计，并将

其上传到云平台，使学生自行查阅。这样一来学生则可以答题了

解本节课所学内容并提出疑问：科学家们都从那些动物身上获得

了启示，之后通过家长的辅助运用互联网平台对资料进行收集，

如蝴蝶与人造卫星、斑马和斑马线等，使学生知识视野获得有效

拓展，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之后，则会更为针对性、目的性地学

习有关知识，进而提高学习成效。与此同时对于学生所提出的问

题以及疑问，教师也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解答，强化学生对于课

外知识的了解和掌握。

（二）应用现代技术，创设教学情境

对于小学生来说，其理解能力以及认知能力相对较差，语文

学习过程中，对于复杂性以及抽象性较强内容其理解难度相对较

高，如作者思想情感以及古诗词意境等。为了能够使学生对于文

本的理解能力和水平获得强化，教师可以对情景教学法加以应

用，运用具体场景呈现课本相关内容。但是传统语文教学中，手

段教学工具以及教学手段等因素的制约，所创设的情景并不直

观、真实，无法实现预期目标。而“互联网 +”教育理念下，教师

可以对现代化教育技术加以应用，使教学情境的直观性以及真实

性获得充分展现，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之感，进而促进教学质量

以及成效的进一步提高。例如教师可以对多媒体设备中的视听功

能进行妥善应用，在调动学生感官体验的同时强化其情感体验，

进而促进教学成效的进一步提高。例如在学习《呼风唤雨的世

纪》这一内容的过程中，教师需要首先提出问题指导学生思考，

文章开头在全文中有着什么作用，呼风唤雨在文章中的深刻含义

是什么？之后教师则可以凭借多媒体为学生呈现20世纪的科学技

术，使学生能够获得直观体验，教师也可以在闲暇时间收集和这

一内容相关的图片以及视频，并在课堂中进行播放，逐渐形成良

好的教学情境，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之感。之后教师则可以指导

学生阅读课文，使其感受并体会作者的思想情感，进而使学生学

习质量和水平获得强化。这样一来教学情境的创设不仅可以增加

课堂的活跃度以及趣味性，还可以使学生注意力得以集中，进而

在良好的教学情境中提高学习质量。

（三）凭借媒体技术，展开差异教学

由于学生存在一定的个体化差异，所以课堂教学中，教师需

要对差异化教学方法加以应用，使学生的个体化学习需求获得极

大满足，促进学生成长发展。传统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为了便

于教学以及管理，教师一般都是实行一刀切教学，使用相同教学

目标对学生进行要求，并不能使学生个体化优势获得充分展现。

而“互联网 +”教育理念下，教师可以对媒体技术加以应用对学生

实行差异化教学，使语文教学的有效性和针对性获得充分展现。

例如教师可以通过分层教学为学生提供不同的媒体学习资源，并

且凭借媒体平台对学生实行个体化教学辅导，使学生多样化以及

个体化学习需求获得极大满足，切实落实因材施教。例如在学习

《大自然的启示》时，教师可以凭借多媒体技术展开差异化教学。

教师可以依照学生学习能力将其划分为快、中、慢三个层次。课

前预习过程中，教师则可以依照学生现实水平对教学目标进行制

定，并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选择。对于慢层次学生，需要重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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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生字词，并告知学生顺利朗诵全文；对于中层次学生，则需要

理解课文内容，强化其对于文章中心思想的理解；而对于快层次

学生，需要注重阅读启示，使学生在对全文进行诵读的基本前提

下总结归纳文章中心思想，并提出自己观点。之后教师则需要对

学生实行个性化指导，使学生能够够更好地完成预习目标和任

务，为后续课堂教学的展开夯实基础。

（四）运用信息技术，增强学习深度

受到教材容量的约束，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学习资源有限，为

了能够在提高学生语言学习能力的同时对其知识视野进行拓展，

只是依赖于教材内容并不能实现这一目标。所以对于小学语文教

师来说，需要拓展教学内容，增加学生知识储备。传统课堂教学

中，教师主要是依托于教材为学生讲授知识，并没有注重教材内

容的拓展，即使是对内容进行了延伸，所呈现的方式也相对单

一，并不能使学生探究以及学习欲望获得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能

力以及水平的提高受到了严重影响。所以“互联网 +”背景之下，

教师可以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拓展课外教学资源，并通过动画、

图片以及视频等形式呈现，使学生注意力得以集中，在使学生探

究有关内容的同时增强学习深度。例如在学习《曹冲称象》这一

内容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预习课文，并凭借信息技术查

阅和曹冲称象有关的资料和图片。课堂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对

查阅到的资料进行分享，以便更好地了解曹冲称象的方法。之后

指导学生对课文进行阅读，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描述的场景。

此外教师可以利用课余闲暇之间指导学生阅读各种寓言故事，使

学生能够从中深受启发，切实增强学习深度。

（五）应用网络资源，促进学生发展

新时代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学需要在为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

促进其综合能力的发展，进而实现教学目标。所以教师要转变思

想观念，给予学生自主发展机会和空间，进而实现全面发展这一

目标。在此期间教师可以凭借网络资源的应用对学生各项技能进

行锻炼，提高学习成效。教师也可以对语文教材当中蕴含的德育

内容进行充分发掘，将德育教育资源融入渗透其中，使学生在学

习期间实现道德素养以及思想品质的发展。例如在学习《吃水不

忘挖井人》的过程中，教学设计期间教师需要在注重知识技能的

同时对文章中的德育内容进行挖掘如爱国主义情怀等，切实将德

育教育目标落到实处。德育教育期间，教师可以为学生呈现网络

资源，提高其对于祖国的热爱之情，进而实现德育教育这一目

标。小学阶段不管是对于学生知识获取还是身心健康发展都有着

重要作用，所以教师需要对小学教育对于学生所带来的的影响加

以关注。对此教师可以凭借互联网展开课堂教学，在调动学生学

习兴趣的同时确保其健康发展。并且互联网的应用能够使社会对

于人才的多样化需求获得极大满足。不管是对于教学质量还是效

率的提高都有着重要作用。

结束语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教学方式以及教学观念都产生了一定改

变。为了能够顺应新时代背景下的教育形态，教师需要梳理互联

网思维，凭借新型以及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革新完善课堂教学模

式，并对教学空间进行延伸拓展，创建出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氛

围，使学生能够在对语文知识进行了解和掌握的同时获得全面发

展，切实使语文学科的教育价值和作用获得充分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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