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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技术促进阅读的探究与建构

新课标指出，阅读是运用语言文字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
重要途径。阅读教学是学生、文本、教科书编者、教师之间对话的过程。教师通过对学
习技术的有效设计，形成支持学生自主阅读的学习系统，更好地构建帮助学生主动探
究，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环境，使得阅读教学不再是听老师的讲授、分析，进行由教师指
导下的指令性对话，或做阅读分析的练习题。
１． 准确把握与理解文本
学生阅读一个新的文本，要揣摩大意，遇到不认识的字、陌生的词语可以用自己熟

悉与擅长的方式理解，还会产生一些问题，想和他人一起交流阅读后的一些感受。阅读
作为一种个性化行为，如何在课堂上放手，让学生自己阅读，自主探究，积极建构？每一
个学生都应该有自己可以选择的工具、资源、平台。电子词典、搜索引擎、语音录制和分
享等工具，让每一个学生的自主阅读成为可能。阅读中遇到问题，可以自己先思考，然
后查找专题学习资源或者各种社会化的搜索引擎，分析比较各种不一样的理解，甄别、
选择，完善自己的理解，这些可以及时搜索、随时互动学习技术，通过教师的设计，就能
够更好地帮助学生作为阅读主体，准确把握与理解文本。
２． 促进多元解读
即使最善于倾听的教师，也无法让每个学生在课堂上呈现自己对文本的独特的理

解，更不要说不同的理解在课堂上即时互动。当具有学习技术设计能力的教师把即时
交流工具引入课堂，并创设一个支持学生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小组、学生与教师、学生与
专家的交流平台，那么，技术在支持这些多元、多向互动的对话的同时，还获取了准确的
过程性评估数据，这些数据转换成可有效推动教学的信息，帮助教师很快汇聚信息，促
进每一个学生个体对文本的多元解读。
３． 激发创造性阅读
阅读是阅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二度创造。我们一直认为，这种创造更多地存在于个

体的内部，更多的是阅读者的内部语言，很难呈现与共享，即使有也是零碎的，不能形成
系统。阅读文本的数字化呈现，为读者的创造性阅读提供了条件，除了和纸质文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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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即时批注的功能，还能够把阅读过程中的各种感受，用自己喜欢的媒介形式如文
本、图片、音乐、视频等方式插入，并根据事先设定把学生在阅读中创造的火花进行分
类、汇聚和共享。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阅读中进行创造和分享因为技术的参与，变得非
常简单。ｗｏｒｄ、ＰＤＦ等各种常用技术都为创造性阅读提供了无限可能。
４． 支持个性化阅读
除了关注阅读个体的独特感受之外，数字技术还可以为读者提供更多样化的选择，

不仅阅读内容精彩纷呈，而且呈现方式丰富多样。同样的一个主题和内容，学生可以根
据自己的想法选择不一样的文本，也就可以获得多样化的体验。一样的文本，可以用数
字故事、视频、音乐等不一样的方式呈现，学生可以有不一样的反应。多样化、选择性，
因为技术的支持成为普通常态。技术为个性化阅读，提供了更多可能，让每一位学生得
到更多阅读尊重。

　 　 二、技术增加了自由表达的机会与可能

对于学生而言，在习作的课堂更多获得的是作文的练习，提升了书面表达的技能。
要真正达成语文课标中提出的“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和交流”，“认识世界、认识自我、
创造性表达”，社交通讯技术可以提供最有力的支持。互联网和手持终端的普及，让我
们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和交流，技术增加个体与世界对话的
机会与可能。
１． 激发主动表达的欲望
微信用户群在近年内的爆炸式的增长，用事实向世界证明了每个人都渴望表达。

现实生活中的一草一木、家人朋友、新鲜事都可以随时观察、记录、分享；内心世界的酸
甜苦辣各种滋味，也可以及时表达。２１世纪是一个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观察者、记
录者、发布者，ＱＱ空间、微博、微信、云笔记等工具正为学生“认识世界、认识自我、创造
性表达”提供了最好的支持。
２． 丰富了自主表达的形式
当多媒体技术像笔和纸一样，成为每个学生基本的学习工具后，多形式表达就完全

改变了我们原有的认知，除了可以选择不同的表达语言和多样化的文体，更可以让图文
结合、数字故事、微电影等更生动丰富的形式帮助学生进行更现代的表达。新的表达样
式，可以让学生丰富认识世界的角度，激发每一个生命体创新的意识。比如一个普通的
家庭话题习作，学生可以选择不同的工具、不同的题材、不同的介质和不一样的交流方
式，丰富的表达形式，为支持每个学生呈现独特的感受起到了促进作用。
３． 促进了习作与自我表达的融合
网络为每个人想要和世界对话的个体提供了路径，各类终端就是对话的工具。当

每个学生能够利用各类社交平台与他人进行自由对话时，习作教学就与学生的生活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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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高度融合，教与学也模糊了界线，语文课程真正走向了生活。因此，社交互动平台可
以解决习作教学中激发学生“自我表达、与人交流”的愿望，技术的参与让课堂不再是单
一的练习作文技能的空间，而是激发并创造了学生与他人、与世界对话的真实情境。

　 　 三、技术增强了口语交际的真实情境

即使是最高明的教师，要想在课堂教学中使每个学生在具体的交际情境中，展开听
与说的互动，都非常困难。在课堂中教师为了增强“听与说双方互动的过程”，创设“真
实的、具体的交际情境”，做过很多尝试：模拟情境、小组活动、实景演练等等，这样的方
式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很难有实质性的突破。模拟、演练、活动的组织，让口语交
际的主体还是很难真正落实到学生身上，课堂中学生更多的是被教师安排下的交际演
员或者是技能操练者。

技术可以灵活地把各类真实情境引入课堂，各种及时通讯工具支持口语交际活动
随时随地发生，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促进引导交际中多元互动
的发生。
１． 提升现代公民的人际交流素养
口语交际是现代公民的必备能力，交流的范围、方式、习惯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改

变而变化。通讯技术的普及，让远程通话随时发生，利用语音通讯工具让交际对象突破
空间与人数的限制。现代公民必须具备的人际交流素养，离不开现代通讯工具的支持。
利用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与陌生的对象、熟悉的人员进行沟通的要点，借助网络及时通
讯软件如ＱＱ、微信、飞信等进行语音交流的方式，都在帮助学生在参与现实生活中逐步
形成现代公民的人际交流素养。
２． 提供具体真实交际情境
借助传统的多媒体技术，就可以让真实情境的引入课堂，但一般这样的引入是支持

教师的教，并不是真正服务每个学生的学。网络与终端到每个学生的桌面，就为学生个
体提供了具体真实的交际情境，并能够按照教与学的需求记录真实的口语交际过程，利
用数据进行精确的分析，帮助学生反思、调整与构建。这样的交际活动，可以说是跨越
时空，激发每个学生交际的需求，让真实的对话互动提升口语交际的经验与水平。
３． 创造贴近生活，灵活的组织方式
最好的口语交际课堂应该在现实生活中，学习技术支持下的口语交际，模糊了课堂

和生活的界线。由于技术使学习资源具有无限可复制性与广泛通达性，从而可以极大
增强人们的学习机会。学生可以利用工具根据任务实时进行真实情境的交流，比如利
用电话、微信转达一个通知；借助视频或者音频记录工具，捕捉生活中文明的交际现象，
并进行分享。各类技术的参与，让口语交际的教与学的方式更加灵活，生活化，真正让
学习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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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技术提高了识字写字的兴趣与效率

识字与写字是阅读与写作的基础，也是学生进入语文学习的第一道关口，汉字难写
难认一直以来都是识字写字教学中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刚刚进入小学，一个月学习汉
语拼音的时间，容易让一年级新生产生了畏难情绪。语文课程标准特别提出“关注汉语
拼音教学的趣味性，引导学生结合生活主动识字，提高识字教学的效率”的教学建议，而
巧妙地利用各类技术，可以激发学生识字兴趣、提高识字效率。
１． 注重兴趣，方式灵活
根据学生的游戏心里，结合识字的规律设计的各类拼音与识字的应用软件，比如

“宝宝学拼音”“悟空识字”应用软件等，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识字的兴趣，提高识字的
效率。学生利用识字软件产生的数据，还能形成准确的过程评估，帮助教师作出适合的
个性化的指导。
２． 主动识字，识用结合
便携终端的及时捕捉功能，更能激发学生在生活中主动识字的兴趣。遇到不认识

的字，可以用图片记录下来，选择合适的方式比如询问或者利用电子词典查找。而数字
时代的学生———数字原著民，从小就养成了利用终端进行交流的方式，极好地促进了识
用结合。学习科学的新进展也强调帮助人们对学习进行自我调控的重要性，而基于移
动互联技术的识字，最大程度上支持学习者的自我需要。
３． 形象生动，帮助建构
技术已成为教育的重要工具，它不仅仅是丰富的信息资源，更重要的是可以延伸人

类的能力和拓展支持学习的社交环境。利用技术，可以把汉字的演变过程及其形象地
呈现，还能够借助多媒体技术，把汉字的读音和意思清晰地展示，技术为学生建立音、
形、义的联系提供了很好的支架，提高了识字的效率，并更好地帮助学生自我建构。

综合性和实践性是语文课程的特点，听说读写是语文学习的核心内容，语言文字的
习得与发展，必须在学生的语言实践中形成。高度结构化的语文课堂，学生很难自己把
握学习的节奏，积极主动地进行语言文字的实践。而移动终端的逐步普及，无线互联网
的快速覆盖，让作为“数字原住民”的新一代学习者有了全新的现代语文学习空间。作
为数字时代的语文教师，我们应该站在时代发展的坐标上，创造适合学生未来生活的语
文学习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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