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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文 教 研 
 

借技术的信号，听自然的声音，感读写的提升 
——《大自然的声音》教学例谈 

王尹希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春江中心小学  江苏常州  213000 

摘要：《大自然的声音》是部编版三上的一篇说明性文章，作者运用了拟人化的手法，展现了许多鲜活的形象，再加上生动有趣的新鲜感词句，分别从风、水和动物

三方面描写了大自然的声音，体现了风、水和动物是大自然音乐家的特点。在教学中，为了让学生与文本更亲近，使文中的形象更鲜明可感，借助信息化技术，进行了

以下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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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图记忆，梳理文段 

说明性文章大多结构有序，段落鲜明，条理清晰，《大自然的声音》这篇文

章也不例外。通看整篇文章，不难发现，全文按总分的结构进行描写，分别从

风、水和动物三方面进行写作，每个段落也是鲜明的总分结构，开头都有总起

句，这样有规律地结构，很适合三年级学生进行思维导图的绘制，也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背诵的难度，使学生在学习时有规律可循。教学时，我和学生借助相应

的新技术软件进行了这样的学习—— 

借助“思维导图”和“Mind master”梳理文脉。因为是第二课时的学习，所

以直接引导学生思考“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大自然有很多美妙的声音，

你还记得课文提到了大自然中哪些事物的声音？”通过对上节课的回忆和翻看书

本，学生依据文章结构很快用思维导图梳理出了基本文脉。一级大目标是“大自

然的声音”，接着分为“风是大自然的音乐家”“水也是大自然的音乐家”“动物

是大自然的歌手”三个二级小目标。在绘制时，思维导图的模板多种多样，在这

篇文章中可以使用“中心发散”“树状图”等形式。“思维导图”软件因为形式较

为单一，学生只要不断添加框架即可，所以问题不是很大，但“Mind master”软

件中含有丰富的模板，有学生在绘制时选择了“鱼骨图”“流程图”的框架模

板，这在结构上存在了一定偏差，绘制成了“事件发展”的导图，这便与文脉不

符了。 

思维导图软件进行文脉梳理，不仅简化了文章脉络，更让学生在梳理过程中

对文脉有了清晰的逻辑认知和更为精准地把握。 

借助“天天酷背”小程序进行图像记忆法背诵。本文每一段的结构层次很是

清晰，以课后要求背诵的第二段为例，本段开头总起“风，是大自然的音乐

家”，接着分层从“翻动树叶”“不一样的树叶”“不一样的季节”“微风”和“狂

风”各种不同情况下风吹过树林时发出的不同声音进行描写。在背诵时，学生虽

然借助思维导图对段落层次有了一定把握，但因为缺少形象感知，还是存在一定

困难。“天天酷背”运用了“图像记忆法”，将每句话用形象鲜明的卡通图像绘制

出来，学生在边听课文边看图像的过程中，对每句话有了画面感，再根据画面尝

试背诵便像看图说话般显得较为轻松了。利用这个软件，大多数学生当堂都能进

行背诵，只有些许添字漏字情况，部分学生在一些字词提示下也能进行背诵，总

体来说，当堂效果还是令人惊喜的。 

有了“天天酷背”的图像记忆法，学生开始觉得背诵很有趣，“哇，原来背

诵还可以这么玩儿。”书中的文字变得活灵活现更有画面感，其中的事物也变得

直观可触了，像看图说话一样背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背诵的紧张和焦虑，更

激发了学习文章的兴趣和热情。 

二、白板积累，读写互动 

《大自然的声音》是三上第 7 单元的一篇文章，篇章页中指出本单元的语文

要素之一是“感受课文生动的语言，积累喜欢的语句。”全文采用拟人化的手

法，语句生动形象，有许多值得积累学习的地方，如何让学生在课上实现有效积

累？让文本变得立体起来，使他们真切感受文本的魅力呢？ 

课文第 3 小节以描写水的各种声音为主，小雨滴在不同地方会发出不同声

音。为了使这些声音更加可感，使水的音乐家形象更为鲜活，我借助白板的多媒

体和拖拽功能，采取了化静为动，易位感知的策略。 

师：你听到过哪些水声？ 

学生很快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说出了许多不同的水声。 

生 1：雨落在脸盆会发出“啪啪啪”的声音。 

生 2：水管里的水“哗啦啦”。 

生 3：石头扔进水里会发出“咚”的声音。 

…… 

师：像大家刚刚说的这样的词语在文中也有很多，请大家速读第 3 小节，边

读边找找这些词语，并圈画出来吧 

学生浏览整段，很快圈画出了“滴滴答答”“叮叮咚咚”“淙淙”“潺潺”“哗

啦啦”。 

教师根据学生回答，在白板上对拟声词进行复制并拖拽到一旁的语言积累框

中。 

拖拽功能不仅体现在词语上，喜欢的句子也可以进行复制拖拽。在浏览第 3

小节时，让学生找一找自己喜欢的句子并说明理由，学生不仅找了含有拟声词的

语句，还找了拟人句和排比句，当学生说到时便及时将相应的句子拖拽至一旁的

积累框中，这样的拖拽功能使这些拟声词和写作手法的积累变得更加直接可观，

学生一眼便能找到自己需要积累的词句，清晰有序，后续运用时也有词可循，有

句可依，更加得心应手。 

三、讯飞语记，实践迁移 

通过梳理文脉感受文章结构，读写互动明确写法都是为了让写法为我所用。

三年级学生对拟声词有一定的掌握，但如何结合生活观察进行运用并进行片段的

写作，还需要教师搭建扶梯给学生借力。结合时下的新技术，我选择了合适的视

频片段，并借助“讯飞语记”帮助学生完成当堂的片段写作。 

师：不仅大自然有美妙的声音，我们身边也有许多美妙的声音。想一想，你

觉得哪里也有美妙的声音？ 

学生回忆自己身边的各种声音，很快找到了许多声音，比如：学校上下课

“叮铃铃”的铃声、教室椅子划过地面的“滋啦滋啦”、办公室里敲键盘的“咚

咚”…… 

师随着学生的描述，将这些地点补充到思维导图中。 

师：老师发现厨房里也有很多美妙的声音，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你听到了哪

些声音呢？ 

（播放“松下电子厨房”广告视频） 

学生认真欣赏视频，找到“洗菜时水流发出的‘哗哗’声”、“切菜时的‘当

当’声”、“烤箱时间到的‘叮’”…… 

师：原来厨房也是个音乐厅啊，请你也选择某个场所，仿照课文写一写你发

现的美妙声音吧。打开“讯飞语记”，自己说一说，将语言转换成文字。 

学生创作过程中，教师巡视，及时借助“希沃助手”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品拍

照，全班交流时进行投屏展示。 

选择贴近学生生活的例子，“厨房”是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场

所，在充分欣赏和言说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观察场所内的各个事物，唤醒他们对

所选择场所的记忆，这样的设计让学习落到了实处，语文回归生活。课堂上时间

有限，学生不能进行整篇文章的写作，创作片段即可，但这毕竟不是作文课，学

生写字的速度算在其中要消耗较多时间，“讯飞语记”可以通过语音输出功能及

时将语音转换为文字，只要普通话标准，一般情况下输出的字基本没有太大出

入。因此，借助“讯飞语记”不仅可以提高课堂创作效率，经过实践还发现，学

生在说的时候，时效性更强，创作起来也比平时写作更为顺畅流利，学生不仅大

大提高了学习效率，在实践中运用了文中的写作方法，“讯飞语记”实现了语言

文字的可视可感。 

时代不断发展，在未来的课堂中，新技术的渗透融合将会越发多元多面。如

何将新技术有效如语文教学，未来还需要我们不断去寻找发现可用的适合的新技

术软件，在设计时有意识地渗透新技术，借助相应的新媒体手段，使文中的事物

形象变得可感，文字变得立体，学习过程更加亲切有趣，让“努力建设开放而有

活力的语文课程”，成为新时代的语文学习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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