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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文是语文教学中极其重要的一项，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 重要的就是在培养学生自我表达的能力。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

高，互联网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媒体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渗透和应用尤其明显。本文即针对多媒体资源在小学语文写作教学

中的运用进行探讨，详细描述多媒体技术如何用于作文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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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小学阶段的语文教学中，写作方面旨在培养同学们掌握基础的书

面表达能力，能用文字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由于同学们自身对于语

言掌握的熟悉程度还远远不够，因此仅仅通过语言描述，同学们很难理

解老师想要表达的情感，影响习作课程的质量。而借助多媒体这一辅助

工具，能够将影像、声音、图片等信息整合展现在同学们眼前，大大降

低了教师教授知识和学生接受知识的难度，减少学生接收教师传递信息

效率，从而大幅度提升语文学习的效率。 

1 多媒体技术的基础运用 
多媒体技术通过计算机将多种多媒体信息整合，再输送到用户的眼

前。而课堂中对于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就是教师将自身借助语言描绘的

场景转化为图像和影像资料输出给学生，将讲解融入视频和音频资料中，

加强学生在课堂中的参与度。同时，据调查显示，传统的仅依靠教师讲

解的授课方式，很容易让学生产生厌倦的情绪，而多媒体兼具图文并茂

的特点，通过多种教学内容的补充，同时借助视觉、听觉效果刺激学生

大脑思维，从而增强学生课堂参与度并提高学习过程中的注意力。 

2 多媒体技术之场景创设 
小学阶段的作文，重在学生情感的表达，而情感往往与老师创设的

情景息息相关。而传统的中国式课堂受制于时长和场地，教师没有办法

带领学生重现场景，真实地去模拟一种情感，因此很难充分调动孩子们

的感知力；如果教师仅仅通过语言的阐述，很多情况下同学们没办法完

整的联想出老师假定的情景。在这种语文作文训练的模式下，同学们往

往会觉得写作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他们只能顺着老师教授的写作模

式去拼凑字数，不能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想法，使他们的写作能力无法得

到本质的提升。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可以轻松地将场景重现在同学们的

眼前，无论是海底的游鱼还是空中的飞鸟，不管是湿润的雨林还是干旱

的沙漠，通过现代科技都可以及时展现在同学们眼前，让他们宛若身临

其境一般。多媒体技术应用于课堂中，将教师需要通过详细语言描述才

能重塑的场景，直接借助图像或影像资料展现在同学们眼前，有效协助

同学们对写作场景进行想象，增强学生对于某一场景的共鸣，使学生情

感更加清晰自然，而非顺着老师讲解的写作范式进行表达。 

部编版六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的习作内容“笔尖流出故事”，给学生们

提供了三个场景，让学生们从中选择一组展开想象。三组场景分别为开

满丁香的校园、黄昏时的街头和月光下的村庄，初步看到这三个场景，

同学们可能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进行描写，老师如果可以先在过媒体设

备上播放一些相关场景的视频或者图片，让学生想象自己置身在这样的

场景之中会有怎样的感受。接下来，可以提问不同的同学，让他们讲讲

自己的想法。 后，教师再将自己的想法和同学们的想法归纳在一起，

引导学生将自己的感受写出来。 

多媒体技术真实地将场景展现出来，对场景进行创设，让学生更容

易理解和表达情感。 

3 多媒体技术之知识归纳 
传统的课程结束后，老师往往只能通过语言对一节课的所讲、学生

们的所学进行概括，这样的方式，同学们可能会有重要知识点的信息遗

漏。但是，如果教师能将一节课的信息点通过几个关键词呈现在屏幕上，

将不同的词语链接到对应的页面，选择性重播那些重要的内容，对知识

进行归纳概括，就好比思维导图，对知识进行归纳概括，减轻学生的记

忆负担，从而达到知识的高效记忆。 

4 多媒体技术之成果展示 
习作课程包括三个环节：讲解、练习和讲评。老师通过课前备课，

将本节课所学内容整合后在电脑上进行排版，为课程内容寻找相匹配的

学习资源，在课堂上经过系统的讲解后，教师为学生布置相应的练习作

业，作业完成后，老师通过作业批改选择优秀的作品进行展示。传统的

优秀作业展示方式，是教师将优秀的作业进行口头表扬，再张贴在班里

供同学们进行阅读。基于这种传统的模式，教师无法对优秀的作业进行

集中点评和说明，同学们只能知道某篇作业好，但不能知道具体怎么好、

好在哪里，对优秀的评价标准存在一知半解的疑惑，很难找到自己和别

人作业中的差距、进行改正。 

而基于新媒体模式下的课堂教学，能够更加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

在后续习作课程的讲解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的优势，使作文讲

解的模式更加清晰直观有针对性。比如，某一位同学的作文中，运用了

许多比较好的修辞手法，如果老师只是念给同学们听，那么同学们一定

是前说后忘；但如果老师通过打字录入或者电子扫描的方式把优秀的学

生作为放在大屏幕上，并将重点想要讲解的地方用着重号标出来，那么

学生边看边听老师讲解，记忆会更加深刻，能够达到更加好的听课效果。 

5 结束语 
小学阶段的语文写作教学，是在培养孩子们基础的语言表达能力。

通过对于某一场景、任务或某一事件的再现，增强同学们的叙述能力，

这与口才表达能力有着重要的联系。当教师将多媒体技术引入课堂，能

够焕发课堂的活力，重塑孩子们对于语文习作课程的刻板印象，教师从

主动将知识放进同学们记忆中的模式中走出来，变成一个学生学习的引

导者，创设场景、带领同学们深入体会、 后再归纳这一阶段表现优异

的同学。多媒体运用于教学中，将课堂上的主动权还给同学们，他们不

再是老师的听众，而是一个自主的探索者，从多种资料中提炼自己想要

表达的东西，能够真正锻炼孩子们的写作与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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