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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语文习作教学的几点建议

◎胡娟
摘要：随着小学语文习作教学的不断改革和实践创新，对小学生的语文习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小学生正处于身心成

长的关键性环节，教师应该不断地积极探索和创新小学语文习作教学方式和策略，借助网络，帮助学生以更好的心态来学

习小学语文习作。基于此，本文探讨了在网络视角下小学语文习作教学方式和策略，以期为一线小学语文教师提供一些参

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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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小学语文习作教学中，小学

语文教师往往采用笼统而落后的语文教学

方式，导致学生对语文习作写作的兴致不

高，从而出现学生语文写作效率低、效果

差和质量不高等现象。基于此，小学语文

教师应该创新地融入网络进行教学，活跃

小学语文习作课堂的氛围，提高学生对课

堂的注意力集中程度，让学生在反复的教

学训练中提高自己的语文写作质量和效率。

一、借助多媒体信息技术，培养学生的写

作热情和动机

随着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的不断深入与

发展，人们的工作条件正向着更加便捷、

创新方向发展。基于此，在进行小学习作

写作教学时，小学语文老师也需要充分地

运用多媒体和信息技术来给学生们创设习

作写作教学的情境，提高小学习作写作教

学的质量和实施效果，活跃习作写作教学

课堂的气氛，从而使得学生能够调整好自

己的状态，以最好的学习状态进入小学习

作写作教学的课堂。

例如，习作“二十年后的家乡”，主

要在于教学活动目标是通过引导中小学生

大胆直观想象二十年后自己家乡人、事、

景、物的一些巨大变化，学习并运用人、

事、景、物等来表达对自己家乡的无限热

爱、怀念之类的感情。教师可以首先播放

相关电视录像录音文件等来展示民居、交

通、景色等情况二十年前后的巨大变化。

随后与广大学生互动交流观后所感所受，

引领广大学生自发性地进行写作思考，激

发广大学生的语文写作学习兴趣和文学想

象力，从而有效地促进学生习作的个性化。

二、借助微课，充分挖掘习作素材

微课不仅仅是一个视频课程来补充课

堂教学的方式，还可以在微课设计中，通

过巧妙地提问，从而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同时还能够统领学习内容，引导写作

思路。教师组织学生针对小学习作语文的

课程内容，提出自己的问题，然后应用现

有的技术，以及学校的教学设备，设立一

个新颖且有趣的方式将这些问题在课堂上

呈现出来，并向学生进行提问。这样一种

“自己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可

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消化小学语文习作

课程内容，提高小学语文写作水平、效率

和质量。

例如，在《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

这一节习作课的过程中，其主要的教学目

标是让学生通过自主学习之后了解到我国

部分的世界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和内容，

了解到文化遗产的亘古不变的永恒的艺术

价值。基于此，在进行《中国的世界文化

遗产》这一节习作课的教学之前，教师可

以提前为学生准备有关这一节课内容的问

题，如“我们祖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有哪一

些？”“为什么大家都争先恐后地争取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需要满足怎样的条件？”等等，为了增加

小学语文习作课堂的趣味性，小学语文教

师可以创造性地利用微课抽签小程序来抽

选班级里的学生来回答教师准备的相关问

题，提高小学生对写作的兴致的同时也能

极大地增强学生对这一写作主题的了解。

三、利用新媒体，拓展写作素材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小学生的阅读范

围越来越广泛，阅读方式也越来越丰富。

新媒体时代小学生的阅读方式发生了极大

的改变。手机、电子书等已经成为小学生

最新的阅读媒介，学生可以随时随地、想

读就读。因此，教师要抓住这一机会，指

导小学生合理地拓展语文写作资源，通过

新媒体阅读来不断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

例如，在教学《写读后感》这一习作

时，为了提高小学习作的真实感，教师可

以给小学生布置一个任务，分别以小组为

单位，可以任意选择《傅雷家书》《红楼

梦》和《我的叔叔于勒》等等作品，利用

互联网搜集这些巨作的相关的内容，通过

这种方式可以使学生的眼界更加开阔，提

升学生的写作表达和信息收集能力。除此

之外，教师也可以让学生在利用新媒体的

力量，在网上收集书写读后感的方法和技

巧，如何书写才能让自己的读后感清晰和

条理化，如何在写作时进行多角度、多层

次的学习、思考和表达。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语文习作教学实践

中，语文教师应从巧妙地借助网络上的理

论，为学生营造积极但轻松的学习氛围。

在互联网背景下，大多数教育工作者仍需

继续研究，探索和反思，把学生基于兴趣

的学习作为出发点，注重培养小学生良好

的语文写作习惯和一种科学的逻辑思考方

式形成，将课堂指导活动作为推进语文习

作教学的必要组成环节，促进小学生语文

写作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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