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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中应用适用性教学媒体的研究

●莫先玉

　　

[摘要]新课程标准明确将各种现代媒体纳入小学语文教学中,要求促进教育电子化、现代化.适用性教学媒

体是指由教师根据教学时机和具体内容,采用各种媒体模式和技术手段,达到提升教学效率、促进学生更好

地学习,以适应学生学习、帮助学生学习为目标.适用性教学媒体包括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虚拟实验教学

等多种形式,并依托各种硬件和软件.教师要认真落实新课标要求,积极主动地利用好适用性教学媒体,提

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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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文学科是小学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学生

汉语听说读写能力和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具有重要

作用，学校和教师必须高度重视语文学科的教学。 在适用

性教学媒体应用于课堂教学的背景下，教师要认真思考如何

将其有效利用，使之为学生服务，落实新课标中尊重学生主

体地位的原则。 语文教师通过适用性教学，可以激发学生

学习语文的积极性，使学生更好地学习语文知识。

小学语文教学中应用适用性教学媒体的重要意义

(一)互动性强，促进有效沟通

适用性媒体紧扣学生实际需求，有利于让学生和学生之

间、教师和学生之间充分沟通交流，传递重要信息，在有效

的师生沟通中提升教学效率。 借助适用性媒体，学生可以

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学习，更便于学生对自己不明白的问题进

行提问，帮助学生更好地解决其在学习中的困惑。 在互动

沟通中，教师和学生之间形成了和谐融洽的关系，他们共同

努力推动课堂教学进度。

(二)资源较多，拓展更多教学内容

适用性媒体链接到互联网，可以获得大量有效的教学资

源，让学生享受到更加全面优质的学习信息，为学生提供更

多参考，助力学生提升学习效果。 教师利用适用性媒体，

参考名师教案、讲解视频、课文解读等，优化教学设计。

同时，学生在这种教学模式中学习中不仅可以接触到课本内

容，还能超越课本的限制，学习更多的内容，从而提高学习

质量。 适用性媒体依托互联网，具有内容广泛的特征，是

提高教育质量和信息数量的重要渠道。

(三)形式灵活，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教师利用好适用性媒体，践行新课标要求，不仅可以教

授更多元化的知识，也能为学生的个性化成长服务，让学生

的学习更加灵活，促进学生积极思考和探索，使学生从所学

知识中得出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同时，适用性媒体的多样

化应用让课堂更加灵活，为教学提供更多可能，还可以促进

学生的个性发展，满足了学生的学习需求。 此外，教师在

教学中应用适用性媒体，便于教学创新，让学生感受现代科

技对课堂创新的作用。

小学语文教学中应用适用性教学媒体的理论依据

小学语文２０２２新课标是教师应用适用性教学媒体的直

接依据。 新课标要求语文教师要关注互联网时代语文教学

的变化，探索语文教与学方式的变革，这是对教师创新能

力、应变能力的重要考验。 新课标中指出，教师要关注互

联网时代日常生活中语言文字运用的新现象和新特点，认识

信息技术对学生阅读和表达交流等带来的深刻影响，了解信

息技术与语文教学深度融合的趋势，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语

文教学变革中的价值和功能。 适用性教学媒体主要强调知

识传递的模式，从传统面对面传授到应用信息技术，利用网

络资源平台拓展学生学习空间，丰富学习资源，整合多种媒

介的学习内容，为学生提供多层面、多角度的阅读、表达和

交流的机会，促进多元互动。 教师要坚持让学生自主学习

语文知识的原则，相信学生，让学生从媒体的角度思考信

息，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阅读习惯、写字能力、深度思考

等，使学生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学习中加深对知识的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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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中应用适用性教学媒体的现状

当前，学校在硬件设施建设方面普遍取得良好的进步，

现代媒体配合教学的思想深入人心，为适用性教学提供了重

要物质基础。 教师已经普遍认识到媒体教学的重要性，对

传统、单一板书授课的形式做出改变，课堂现代化不断深入

发展。 但在实际教学中，部分教师将教学媒体作为必备要

素，而较少思考教学媒体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存在教学媒体

使用单一化、机械化的情况，造成教师和学生学习之间的脱

节，不符合新课标尊重学生主动性的原则。 一些教师在利

用教学媒体中，呈现出重视学科、忽视学生实际情况的问

题，需要及时调整和优化。

小学语文教学中应用适用性教学媒体的策略

(一)创设教学情境，提升识字教学效率

教师可以将教学媒体和学生识字有机结合，创设出具有

感染力的教学情境，让学生深入其中，加深对汉字的记忆和

理解。 教师在采用教学媒体时要紧扣低年级学生的特征，

减少学生识字过程中枯燥感，使学生深入理解每个汉字的含

义，高效掌握汉字的字音和字形。

以人教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上册语文“口耳目”为例，教

师要充分了解低年级学生的心理特征和学习能力，妥善利用

教学媒体，引导学生学会认字、写字。 教师可以设计语文

汉字教学中的情境和趣味游戏，使学生充分参与到课堂讨论

中，在合作学习中提高探究能力。 教师利用适用性教学媒

体创建良好教学情境吸引学生，给学生提供趣味游戏活动，

坚持尊重学生表达交流的权利，提高课堂效率和质量。 在

教学导入阶段，教师应用多媒体展示春季小朋友游玩的图

片，然后让学生将书本翻到第９页，并提出问题：“教科书

插图中的小朋友都在做些什么？”学生仔细观察后发现，画

面上的两个女孩正在赏花，观看花朵的颜色和形状；有个小

男孩在捉蝴蝶，面前有两只漂亮的蝴蝶飞过。 在学生回答

了教师提出的问题后，教师对学生作出肯定性评价。 同

时，教师利用插图的内容创设教学情境，让学生努力想象春

天的景象。 教师跟学生一起开始做“你说我做”的游戏，

学生在游戏中放松心情，并了解身体的各个部位，为后续学

习身体各个部位的汉字做好铺垫。 接着，教师利用多媒体

ppt给学生展示“手、足、口、耳、目”的图片，让学生在小

组之间进行讨论，引导学生将多媒体ppt上汉字的象形特点

和课文插图中出现的汉字进行比较，尝试将汉字对应上真实

图片，使学生初步理解汉字的含义。 在本次的小组合作学

习完成后，教师让小组代表展示讨论成果。 大部分学生将

汉字“手”对应上图片中人的手，将汉字“口”对应上图片

人的嘴，将汉字“耳”对应上图片中人的耳朵。 学生讨论

完后，教师对学生进行肯定性评价，拿出事先准备好的

“手、足、口、耳、目”的生字卡片，带领全班学生进行朗

读，并将生字卡片中的字与自己的身体器官相对应，帮助学

生初步感受字音、字形、字义。 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初步

学习汉字，对照课本汉字内容掌握汉字的基础知识。 教师

边示范书写，边讲解２个字的注意点：“口”，左右两竖适当

往里写一些，上大下小。“目”，左右两竖要写直；横画之间

的距离要相等，中间的两个短横从左竖起笔，但不碰到右边

的竖；强调“先里面，再封口”的笔顺原则；“目”的“横

折”不要写成“横折钩”，看上去比较明显的“钩”只是最

后封口的一横收笔时的顿笔。 教师在黑板上将以上两个汉

字写出来，让学生在笔记本上模仿练习，学习其各个笔画，

并参考教科书上的笔画顺序不断练习。 教师通过多媒体引

导学生识字，起到较好的教学效果，符合新课标要求。

(二)利用网络视频，融入阅读教学

教师利用适用性媒体链接外部网络，拓展教学资源，配

合阅读教学内容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让学生通过网络视频

资源优化阅读过程。 当前，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其和教育

的融合日益紧密。 教师需要在小学语文课堂上通过信息化

的外部形式引导学生学习知识，让学生更好理解知识。 在

制作网络视频时，教师要注重剪辑和选择性播放，展示重点

内容，确保和教科书文字交相呼应，从而起到良好的教学

效果。

以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我的战友邱少云”为

例，本篇为略读课文，教师可以利用网络视频让学生熟悉邱

少云壮烈牺牲的故事，理解人物高贵品质，将邱少云作为偶

像，提高德育水平。 利用信息技术作为传递媒介，可以促

进理论知识的丰富化和形象化，使学生在观看网络视频中完

成所有学习内容，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强化课堂学习效

果。 在教学媒体的辅助下，教师可以从多层次、多角度融

合语文教育，扩大教学资源，使学生的学习呈现出立体化特

点，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例如，在讲解《邱少云》这一篇文章时，教师给学生展

示本节课需要了解的词汇基础知识，为学生扫清阅读障碍

后，可以给学生播放与教学相关的网络视频，或者播放电影

《邱少云》，截取其中结尾片段，让学生配合视频迅速阅读

课文，划分段落，理清文章的主要内容。 学生阅读完后，

教师提出问题：“这篇课文讲的是什么？”有学生迅速作出

回答，“课文讲的就是邱少云的某个战友叙述邱少云因为完

成隐蔽任务、不暴露目标，最后在烈火中牺牲的故事。”教

师对这个学生作出肯定性评价，并对他的答案进行补充。

教师提问：“邱少云在课文中是一个怎样的形象？”有学生

回答，“邱少云严守纪律、敢于牺牲、热爱和平、意志坚

强”，教师对学生的回答进行补充，联系相关的历史背景，

补充邱少云身上还具有的其他优秀品质。 教师让学生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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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播放的电影画面，并思考以下问题：“‘烈火在我的战

友邱少云身上烧了半个多钟头才渐渐地熄灭’这句话中这个

‘才’的意思和含义是什么？”“邱少云为什么在烈火中一动

不动？ 是什么样的精神让邱少云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学生

带着以上两个问题开始小组讨论，最终讨论完成后派出小组

代表进行回答。 对于第一个问题，有的学生回答，“才”这

个字主要突出了邱少云在忍受烈火焚烧时候的痛苦，但在这

个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一动不动，最终没有暴露目标，让战友

可以顺利完成任务，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对于第二个问

题，有的学生回答，邱少云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刻，不是因为

他感觉不到疼痛，而是不想暴露目标，所以在忍受烈火焚烧

的情况下依然坚定不移，用钢铁般的意志战胜了困难。 教

师将网络视频作为适用性教学媒体的主要内容，注重打造现

代化的课堂，让学生产生了全新的学习体验，彻底改变了传

统语文阅读课堂中以口头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使学生真正

学懂课文。

(三)虚拟实验，提升写作教学效率

教师利用适用性媒体构建虚拟实验平台，可以激发学生

的写作热情，促进全体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 教师引导学

生围绕一个虚拟实验主题，让学生尽情释放想象力和创造才

能，勇于尝试，认真写作。 在实验中，教师让学生大胆尝

试，在写作中加入自己的个性和理解，激发学生写作的积极

性，消除学生对写作的畏难心理。

以人教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下册第五单元为例，教师围绕

写作题目“形形色色的人”为虚拟实验主题，引导学生在写

作中不仅掌握段落结构布局、语言修饰以及话题写作套路，

还使学生从思维、审美以及文化角度进行提升，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 小学语文教师要立足学生实际情况，转变写作指

导的教学观念，利用多样化模式，使学生在各种话题写作中

锻炼写作能力，提高语文成绩。 教师在虚拟实验平台上设

置“风云人物集”话题，发出“风云人物征集令”为主项目

创设习作任务。 在虚拟实验中，教师让学生将生硬的“习

作”变得更富实践性、挑战性和体验性，激发学生主动习作

的兴趣，减轻对习作的畏难情绪和抵触心理。“风云人物”

主要为同学，同学是学生朝夕相处最熟悉的人，在课间十分

钟、体育课上、音乐课上……每位同学都展示着自己的特

点。 教师引导学生发现身边同学的“与众不同”，并给同学

们起一个有意思的“雅号”，用思维导图的形式记录下来，

可以小组合作一起完成！ 然后，教师引导学生撰写“风云

人物故事”，集结成册。 学生通过观察身边的同学，找到了

许多的“风云人物”。 为了让这些“风云人物”被更多人认

识，学生学着冯骥才的样子，也为同学撰写“风云人物故

事”，并将这些故事编辑成《风云人物集》。 通过以上完整

的活动内容，让本次作业设计环节非常完整。 学生通过观

察熟悉的人完成习作，将写作媒体从传统纸质笔记转换为互

联网，并让学生之间互相鉴赏评价，分析习作中的人物和现

实中人物是否一致，提高了学生写作的趣味性。

结束语

综上所述，教学媒体的使用需要根据新课程标准，需要

具有适用性，并能够为学生的语文学习服务，提升学生语文

成绩和学习能力。 小学语文教师要想利用好教学媒体，就

需要认真贯彻落实新课程标准，严格遵循教育部门的相关政

策，推动学科质量提升。 小学语文教师要紧扣语文学科中

识字教学、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三大系统模块，优化教学模

式，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学服务。

参考文献

[１]董闪闪．基于新课标下小学语文课程中适用性教学媒体的分

析[J]．好日子,２０２０(３３):９８Ｇ９９．

[２]王攀茹．新课标下小学语文课程中适用性教学媒体的研究

[J]．文渊(小学版),２０２０(０７):４２Ｇ４３

[３]沈金霞．新课标下小学语文课程中适用性教学媒体的研究

[J]．启迪与智慧(教育),２０１５(０７):２６．

[４]刘慧．新课标下小学语文课程中适用性教学媒体的研究[J]．

文理导航(下旬),２０１３(１１):４２．

作者简介:

莫先玉(１９８２－),男,汉族,广西贺州人,本科,一级教师,广西贺

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富阳镇中心校下坝小学,研究方向:小学语文教

育教学.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