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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互联网 + 小学语文”的智慧课堂模式

◎刘红秀
摘要：“互联网 +”模式的兴起为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与生机，其中在教育领域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

化以及课程改革的日益推进，“互联网 + 小学语文”的智慧课堂教学模式已成为教学活动组织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使用

其来进行小学语文的授课就能使得教学效率得到有效的提高，而且学生也会获得更加丰富的学习体验有利于学生语文素养

的培育。所以本文则将对“互联网 + 小学语文”的智慧课堂模式的应用方法进行一定的探讨，希望能够为“互联网 + 小学

语文”教学模式在实现小学语文教学效率提高上的积极作用能够得到有效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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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技术在课堂中的运用给现如今

的教学活动注入了活力，这其中智慧课堂

就是一种依托于网络技术而成型的教学模

式，通过利用这一教学模式就体现了科学

技术在促进教学质量提高上的积极作用，

而且在此影响下教师的教学水平也能得到

一定幅度的提高。与此同时，学生的学习

兴趣在更加丰富的学习体验中也可以得到

有效的调动，进而就可以实现其学习效率

的提高。

一、搜集教学素材

在小学教学体系中，语文则是一门具

有较强文学性的科目，其所涉及的知识理

论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改变。现如今，在社

会的不断进步中语文教学的内容也发生了

一定的变化，而这一切就给小学语文教师

的教学活动的开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不

能像以往传统教学模式那样只根据教学大

纲来进行教学活动的组织，要善于寻找当

下更加先进的教学资源以此来对课堂教学

内容进行丰富。在对这些素材收集的过程

中，互联网的出现就使得教师从查阅报纸

书籍等较为低效的工作中抽离了出来，其

通过对网络技术进行一定的运用就可以更

加迅速地找到更加优质、与教学内容更加

符合的教学资源，而这些视频、音频以及

图片资源也就为高效课堂的构建提供了条

件。例如，在对四年级语文上册中的《夏

日绝句》进行讲解时，在以往较为传统的

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只是以口述的方式来

对诗人的生平进行介绍。而在“互联网 +”

的影响下教师就可以在备课时从网络上寻

找关于诗人李清照的图片、视频等并在课

堂上进行播放，如此一来相较于教师枯燥

乏味的口头讲解，学生们通过多媒体资料

就能够更加充分地对诗人进行认识，进而

对诗人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情感也能够更加

轻松地进行感知。

二、创新教学模式，提升课堂深度

在“互联网 +”的影响下，教师就可

以更好地实现课堂情境的构建，如此一来

就会使得传统教学模式中较为枯燥乏味的

课堂内容变得更加生动，而学生在相应的

情境中也可以更好地调动自己的情绪来进

行学习，进而其学习的积极性就得到了

有效地激发，实现其学习质量以及效率的

提高。而且由于小学中段的学生仍然存在

着感性思维强于理性思维的特点，所以相

较于枯燥的文字而言，他们对较为生动形

象的事物往往能够产生更加深刻的记忆，

并且也可以更加轻松地进行理解。为此教

师在进行教学内容的讲解时，当发现其中

存在着较为抽象的知识点以及较难以理解

的片段时，就可以利用多媒体以更加生动

形象的方式来对知识进行呈现，不仅可以

实现课堂深度的提升，而且有利于教学质

量以及学生学习效果的提高。例如，在对

四年级语文上册中的《爬天都峰》这一内

容进行教学时，由于班级中大部分学生往

往都没有去过天都峰，那么其对课文中所

描写的情境往往无法产生一个深刻的体

会，这样也就无法更加深刻地对其主旨进

行体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教师就可以利

用天都峰的相关视频来向学生进行展示其

“奇”“秀”“险”，如此一来就可以更

好地保证学生语文学习的质量。

三、增强师生互动，促进课后交流

“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也为师生交

流拓宽了渠道，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也不再

被限制在课堂上，教师通过对微信、QQ

等软件进行一定的运用，就可以打破时间、

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的与学生以及学生

家长进行交流。这样教师在课后就可以通

过通信软件来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了

解，与此同时当学生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

也可以更加及时地寻求教师的帮助，进而

就可以有效地推动学生语文成绩的进步。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

中利用“互联网 +”模式来进行高效课堂

的构建，那么就可以更好地促进学生身心

健康的发展，而且也可以给学生带来更加

丰富的学习体验，同时其也有利于师生之

间高质量互动关系的形成，如此一来，小

学语文教学的质量就得到了有效地提高，

而学生的语文素养也可以得到有效地培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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