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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时代的到来给予了我国各行业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加速我国提前进入现代化发展

阶段。新时代的小学语文教育通过使用多样性的网络化辅助教学工具,将有价值的学习经验与专业性知

识传授给知识积累不足的小学生,发挥“互联网+”的特殊优势,让学生主动接受任课教师讲解的语文学

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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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Efficient Classroo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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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ent of the network era gives new opportunities and development space of various industries 

in  China, and accelerates China to enter the stage of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in advance. Through the use 

of diversified network auxiliary teaching tools in the new era,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will impart 

valuable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o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ith insufficient knowledge 

accumulation,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special advantages of "Internet +", so that students can take the initiative 

to accept the Chinese subject knowledge explained by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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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学基础教育是我国基础建设中非

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最近几年随着我国

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而发展迅速。语文

学科作为传统文化传输的主阵地,不仅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而且还有

助于为其树立良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因此,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水平对学生

未来综合发展极为重要。传统单一枯燥

的教学模式无法满足当代教学的需求,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老师可以

借助先进的多媒体辅助教学工具,不断

的创新自身的教学手段,通过为学生构

造一个生动、有趣的教学环境,降低学生

对知识点的理解难度,从而实现高效课

堂的教学目标。 

1 借助信息技术,优化课前预习 

在以往的课前预习中,一般情况下

都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之后布置下一节课

需要学习的内容,然后要求学生回家自

主预习。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所布置

的课前预习重点不明确,对学生回家之

后是否预习、预习的结果如何并不了解,

甚至有很多学生因为缺乏自主学习的意

识,根本就没有进行课前预习,教师也不

得而知,从而导致课前预习效果不尽人

意。在信息技术的背景下,小学数学教师

可以利用信息技术优化课前预习环境,

如将预习的内容制作成一段小视频发给

学生,学生通过这段视频的观看思考“我

预习的目的是什么？”“我要预习的内

容有哪些？”“我要如何才能达到预习

的目的。”同时,在视频资料的观看中,

学生已经对需要预习的内容有了初步的

了解,并对即将学习的新知产生了好奇

心与求知欲,并在这种学习心理的促使

下主动地参与到预习学习活动中,可以帮

助小学生进一步地理解与吸收知识点。 

2 有效运用多媒体信息技术,

对教学资源配置进行优化 

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传统的教师

一言堂的教学模式已经不适合现代教育,

教师则应摒弃传统的机械化“填鸭式”

教学模式,要求在体现出学生主体性地

位的基础上,重视教学方法的创新。在小

学语文教学中,结合相关教学内容进行

情境创设,选择贴近学生生活实际来融

入情感教育内容,能有效激发学生对于

社会现状以及社会文化的思考,所以,可

以借助于有效的环境来进一步实现生活

切入点,进而降低学生对于课本中所描

绘场景理解的难度,便于进一步来理解

相关的课文内容。在具体的教学情境创

设环节,教师则通过图画、影像、视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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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方式,有效进行课堂教学氛围的

构建,进一步帮助学生来理解课文内容,

特别是所蕴含的情感因素,更好地帮助

学生来实现情感共鸣。例如,在教《孔乙

己》这一课时,教师可对多媒体适当运用,

增强课堂学习的趣味性。引导学生以讲

孔乙己的“手”为导入点,制作多媒体课

件,对孔乙己形象用幻灯片进行展示,

而具体而逼真的形象,为更加明晰文本

主旨。利用多媒体的辅助作用,能将学

生的思维激活,将学生自主创造性充分

发挥出来,由此促进课堂学习效率的不

断提高。 

3 丰富资源,拓展学生的视野 

传统的教学模式将语文教学内容局

限于课本之中,不仅不利于学生知识层

面的拓展,而且也不利于学生语文素养

的培养。然而在“互联网+”背景下,既

丰富了语文教学资源,又拓展了学生的

知识视野,实现了语文教学内容的拓展

与延伸,使学生在有限的课堂时间里掌

握了更多的知识。虽然“互联网+”具有

诸多的优势,但是只能作为教学中的辅

助教学工具,这就要求老师在实际语文

教学中,不可过度依赖信息技术,需要结

合学生的实际需求选择合理的教学手

段。比如,在学习李白的《赠汪伦》这首

诗词时,对于理解能力比较薄弱的小学

生来说,想要他们理解诗词的含义以及

作者的思想着实有些难度,这时老师可

以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工具,通过播放

动画视频的形式,让学生了解李白的性

格特点、故事背景以及其生平事迹,为学

生构造一个真实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

犹如身临其境般的感受中,加深对诗人

李白的了解,从而理解诗词的含义以及

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境。而对于理解能力

较强的高年级阶段的小学生来说,可以

为学生播放《百家讲坛》的视频,拓展学

生的知识面,从而加深学生对诗人李白

的认知和了解。高年段语文教学课本中

的李白诗歌内容具有更深的含义,不仅

可以让学生真切的了解到当下的朝代背

景以及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而且还可以

通过诗词内容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为

其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此外,老师还

可以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通过运用“互

联网+”技术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只有

注重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才能使其更

快的理解相关的语文知识,从而提高学

生语文课堂的学习效率。 

4 采用互动教学模式,优化语

文学习氛围 

为提高小学阶段语文教育的实际效

果,任课教师可通过合理运用教学方法

与教学工具构建高效课堂,在教学活动

中承担起组织集体互动活动的职责,鼓

励小学生在课堂教学活动中主动使用网

络设备与互联网技术进行交流；应当集

中力量为小学生搭建一个不间断运行的

在线互动平台,让受教育学生在平台上

与其他同学、任课教师进行互动,以此锻

炼学生的学科思维能力与辩论能力,汇

总各方意见与思想观点。任课教师可在

在线交流平台上定期布置自学目标与学

科基本问题,让学生在平台上就教师所

布置的问题进行讨论与协作学习,找出

问题的正确答案,然后可在平台上观察

当代小学生的具体学习情况,评估学生

的学习能力进步程度。例如,在讲解《将

相和》这一经典篇章时,任课教师应在在

线互动平台上布置如“廉颇与蔺相如有

着怎样的性格特征?”“我们应当学习蔺

相如身上的哪些道德品质?”等问题,学

生可基于此类开放性问题进行集体讨论,

在阅读课文后归纳、总结文章的主旨大

意,分析历史人物的具体形象与性格特

征,结合文章的具体内容、具体事件理解

人物的具体性格与精神品质,从不同角

度理解文中人物的文学形象。 

5 引导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

帮助学生巩固理解知识 

对于小学语文的教学来说,教师需

要把握发展的重点,让学生形成良好的

习惯,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样才能实现更

好的发展,引导学生进行课前课后复习,

查漏补缺,将自己的疑问还有不懂的问

题能够提出来,教师进行针对性的指导,

这样能够有效地提高教学的质量。利用

“互联网+”对知识进行举一反三,真正

地将知识能够运用进来,在每一次复习

的时候,学生都能对知识有一个更深入

的理解,这样就能实现更好的发展,完善

语文课程的内容。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引导学生进行主动的学习,这样学生就

能掌握自己的学习进度,对学习也有一

个准确的认识,这样就能达到更好的效

果,使得各项工作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完

善和发展。处在小学阶段的学生,往往对

知识的掌握程度并不是特别好,只有通

过不断地巩固,对知识加深印象,这样才

能慢慢地有一个很好的理解。 

6 结语 

总之,在“互联网+”背景下,学校教

育朝向现代化教学发展是未来的主要趋

势,不仅可以弥补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

而且完全符合当代学生的学习需求。从

而提高其语文学习水平,真正意义的实

现高效课堂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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