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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多媒体技术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颛海艳 

（玉溪市新平县扬武镇小学） 

 
摘要：现代 科学 技术及其相伴而产生的 教育 技术在教学中的运用，

不仅丰富了教学手段，增加了教学信息传递的方式、方法，提高了教育

教学的效率，也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和人们的思想观念，

推动并促进了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和 发展 。就小学语文阅读教学

而言，多媒体技术具有两大作用，即“创设教学情境，提高感知效果”

和“丰富教学信息，提高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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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教育也随
之进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重大变革的新纪元。广大教师非常
重视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然而，由于对多媒体辅助教学的
作用认识不够，不能恰当地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来为教学服
务。为此，笔者从小学语文阅读教学这个角度，以《望庐山瀑布》
一文的教学为例，谈谈多媒体技术在语文教学中的两大作用。 

一、创设教学情境，提高感知效果 
书面语言的不足就在于它基本上是平面的、静 的，对以形

象思维为主的小学生来说，要通过阅读从语表层深入到意蕴层，
实现书面语言向内部言语的转化，困难很大。而多媒体辅助教学
则能根据小学生容易感知形象事物的这一特点，通过运用多媒体
的声音、图像、动化等效果来创设教学情境，变平面的、静 的
书面语言为立体的、动 的书面语言，直观、形象地再现事物的
存在及其变化过程，从而提高学生的感知效果。这具体表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   

（一）使抽象的概念具体化   
理解词义是运用词语的前提，也是词语教学的难点；而如何

使词义这个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则是让学生理解词义的关键。因
此，我们必须根据词义创设教学情境，使词义这个抽象的概念具
体化，帮助学生理解词义。如“瀑布”是指：从山壁上或河身突
然降落的地方流下的水，远看好像挂着的白布。如果我们根据词
义制作课件，展示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情景，变抽象的概
念为可见、可闻的具体形象，学生也就不难掌握“瀑布”一词。 

（二）使静 的画面动 化   
书面语言呈现给读者的往往是一幅静 的画面，这给小学生

感知和理解书面语言带来了困难。而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则能
通过创设教学情境，使课文中的静 的画面动 化，让学生在一
种动 的情境中去感知、理解和领悟语言表达的特点，强化言语
形式的教学效果。这首诗的教学，教师可以先用课件显示“红日”、
“香炉峰”、“紫烟”和“瀑布”这些视觉形象，再将它们制成动
画的效果，让学生从中感受、理解和体会诗中的动词所表现出来
的意境：第一句中的“照”和“生”二字描写了红日照射下香炉
峰的美丽景色，体现了瀑布的色彩美；第二句中的“挂”字则化
动为静，逼真而贴切地描绘了瀑布从高而下的整体形象，饱含着
比喻的意味和想象的空间，体现了瀑布的静 美；而三、四句诗
人则尽情地描绘瀑布的动 美，一个“飞”字描写了瀑布的奔腾
直下、迅疾异常；诗人由“三千尺”的夸张、自然产生“落九天”
的想象，一个“落”字则是语气舒缓而有力量地写出了瀑布飞珠
溅沫，好似银河里的群星自天而降！   

（三）使枯燥的知识趣味化   
小学语文课文，课文内容的趣味性与语文知识的枯燥性构成

了一对矛盾。而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创设教学情境，则能通过综
合利用图像、声音、色彩等直观、形象地再现事物的存在及其变
化过程。那生动有趣的动画演示和声情并茂的朗读具有丰富的表
现力和感染力，能够激发学生的情感，诱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审美能力，并使表现言语内容的言语形式产
生直观形象的感知效果，使枯燥的语文知识的学习趣味化。如上
文的课件制作，教师运用图像显示“红日”、“香炉峰”、“紫烟”
和“瀑布”这些视觉形象，展示红日照射下香炉峰的美丽景色，

表现瀑布的静 美；运用声音、动画等效果来表现瀑布的动 美，
突出瀑布那气势雄伟的壮观景象。这样，以诗入画，使学生在那
逼真的画面中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引导学生在读书时自觉地入
情入境，完成品词学句、体会意境的思维过程，达到与作者产生
情感共鸣的读书目的。   

以上三个方面，是从“课内”这个方面，根据小学生形象思
维占优势、容易感知具体形象的事物这样一个认知特点，通过使
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来创设教学情境，提高学生的感知效果，帮助
学生理解书面语言。 

二、丰富教学信息，提高教学效率     
传统教学“封闭式”的教学弊端之一，是就课文讲课文，跳

不出“书本”，教学缺乏应有的广度和深度，难以提高教学效率。
当今时代，知识激增，信息爆炸，要获取丰富的知识，就必须拥
有丰富的信息。语文课程标准强调语文教学必须开发课程资源，
扩大学生的阅读视野。而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则能不受时间、
空间、微观、宏观的限制，将教学内容中涉及到的事物、现象、
过程等全部再现于课堂，提供丰富的教学信息，让学生透过事物
固有的信息，通过事物的形、声、色、变化和发展等去获取知识，
认识世界，从而提高教学效率。就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来说，这主
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提供背景资料 
阅读的目的在于获得意义，而意义的获得有赖于多方面因素

的相互作用，将某一阅读对象还原到当时具体的自然或社会背景
中，有助于学生较为深入、准确地理解阅读对象。这首诗的教学，
课前播放电视风光片《庐山》，让学生知道：庐山险峻与秀丽刚
柔相济，素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庐山景观很多，尤
其以瀑布闻名于世。学习这首诗意在使学生懂得庐山奇特瑰丽的
山水景观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 旅游 的观赏价值。课后播放电
视风光片《庐山》，让学生从《世界遗产名录》中知道庐山的世
界性价值：庐山的 历史 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
价值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与中华民族精
神与文化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景观！这就从“课文与社会”这个
方面让学生明确学习这首诗的现实意义。  

（二）扩大阅读容量   
阅读量太少，是小学生阅读能力低的原因之一。因此，要提

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必须扩大学生的阅读面，加大学生的阅读量。
教学中，我们必须根据“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与所学的课文有
相同或相通之处”这样两个原则，大量引进课外读物。这既可以
通过大量阅读，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又可以运用学习迁移的方
法，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而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则给大量引进
课外读物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以课文的学习为基础，对这两首诗进行比较，学生不难理解
这首诗的写作特点：作者随着观察点的变换，按照由远而近的顺
序，选取不同的视角，充分发挥比喻的表达作用，从声音、色彩
和形状三个方面描写瀑布的雄伟、鲜明和壮观。   

（三）促进读写结合   
从“读”学“写”，以“读”促“写”，进行读写结合，是提

高小学语文教学效率的重要方法。因此，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
课文的习作因素，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创设习作情境，提
供习作材料，促进读写结合。“香炉峰”的来历是这首诗中的想
象点，也是对学生进行习作训练的材料。我们可以制作课件，显
示“香炉峰”的画面，引导学生进行合理的想象，让学生以“‘香
炉峰’的来历”为题，写一篇短文。   

综上所述，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能优化学生的感知效
果，活跃学生的思维过程，从感知、理解、记忆、应用等环节促
进学生智能的 发展 。只有正确认识多媒体辅助教学的作用，我
们才能避免教学上的形式主义，有效地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
来为教学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