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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信息技术与高中语文教学融合的教学实践
黄定平

（温宿县第二中学，新疆阿克苏 温宿 843100）

摘要：在信息技术这股“东风”下，高中语文教师也要学习

诸葛亮“草船借箭”，发挥信息技术在语文教学中的优势，推动

其与语文教学的融合。打破传统语文教学方式的壁垒，给语文教

学方式的创新提供新思路，推动语文教学进程和现代教育技术的

普及，更好地打造高效、趣味、和谐的语文课堂，深化学生对知

识的理解，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和信息化素养，最

终实现语文教学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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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设情境，加深理解

高一阶段的语文教学是基础的，但也是最关键的，它是学生

高三语文复习的基石。因此，高一阶段的语文教学工作不容忽视，

那么，如何让学生在基础阶段就建立起对语文学习的热情，并将

这份热情持续下去是语文教师首要面对的问题。情境教学作为一

种应用最广泛的教学方式参与到高中语文教学中，使语文教学迎

来了崭新的局面。而多媒体课件和视频的展现形式， 让“躺”在

书本上的语文知识“活”了起来，有效将较难理解的语文知识以

更具体、更生动的形式让学生加以掌握。而在此过程中，教师可

以利用信息技术创设相关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特定氛围的感染

下，全身心地投入到语文课堂的学习中。

以《赤壁赋》一文为例，学生在课文前半部分描写苏子与客

的畅游时，因为内容较简单，学生在理解上并不费力。但随着“固

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的叹息之后，课文的情感基调发生了

转变，为使学生理解作者的情感变化，我将九四版影视剧《三国

演义》中与“曹操”这一人物形象有关的片段进行了剪辑，在课

堂上为学生播放。影片中，曹操不可一世、敢作敢为和威风凛凛

的英雄形象恰好与课文中的“而今安在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学生在这种视觉冲击下，更能深刻体会“客人”的悲，也就更能

深刻把握课文最后提出的“客亦知夫水与月乎”这句话的内涵。

整篇文章在一个对比强烈的影片引入中，加深了学生对文章的理

解，让他们能跟着诗人的脚步走进其情感世界，理解诗人的豁达

胸襟，并将这种面对困难仍积极乐观的态度作为指导自己生活和

学习的标准。

二、营造氛围，提升效果

课堂氛围也是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信息技术的优

势早已明显显示，在传统语文教学课堂的应用中，毫无意外地给

学生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借助信息技术，教师可以借鉴互

联网上丰富、精品的教学资源，进行适当变形和模仿，与语文教

学内容进行有效结合，以此给他们营造一个相对轻松和愉悦的教

学课堂氛围，这样，学生的参与感和体验感才会更深刻。如通过

信息技术给文字“变形”，让其以另外一种形式呈现，或图片、

或动漫、或视频等，让学生“看得新鲜、听得有趣、学得上头”，

以此提升语文教学效果，达到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

以作文教学为例，我将学生的优秀作文、部分学生作文中的

精彩语句以及立意较深刻的作文呈现在屏幕上，而学生们看到自

己的作品被肯定后，都非常激动。除此之外，作文的书写也是作

文教学的重头戏。我将书写工整和书写潦草的作文拍照上传到屏

幕上，让学生在对比中深刻感受书写在作文中的重要性，给一些

书写不规范的学生重重的一击，这不止是为学生写作得高分打基

础，我们常说“见字如面”，这也是一个人加分项的体现。纵观

学生们在你一言、我一语的激烈讨论中表达自己的看法，我又通

过适时的点拨和引导，让他们各抒己见，教学氛围浓厚，学生的

学习意愿也变得越来越强，一切水到渠成，教学效果也如预期般

收效甚好。

三、合作探究，锻炼能力

合作探究能力也是学生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技能，但教师

在教学中常常会忽略，有很多教师也苦于没有良好的教学方法，

但随着信息技术在语文教学中的引入，在二者的结合下，构建

一个全新的环境和学习方式，拓宽学生的学习思路，也为他们

的深入学习和思考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促使学生的自主学习

和合作探究。

例如，我常在教学前，让学生自主去搜索与教学相关的内容，

体裁和形式不限，然后让他们在课堂相互交流自己搜到的内容，

最后，教师在开展教学时引导学生集中探究。如此一来，学生的

学习由之前的被动式向主动式逐渐过渡，自主学习的意愿也变得

越来越强烈，依托信息技术，他们的学习方式发生了转变，学习

能力和探究能力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培养和提升。

四、开阔视野，面向未来

语文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在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上发

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优化语文教学质量，拓宽学生的语

文视野，有利于他们思维的发散和提升，增强学生的理解能力。

在教育教学的新时期，语文教师要将眼光放长远，不仅要脚踏实地，

还要面向未来。运用信息技术，拓宽学生的语文知识面，还要注

意语文学科与其学科的融合，让他们在不同学科的融合、渗透和

整合中开阔视野，面对未来。

五、结语

综上所述，信息技术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顺应了时代潮流，

也符合学生的发展实际，给语文教学带来了新曙光。信息技术

突破了时空界限，让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培养了自身的学习能力。

在海量、丰富的语文知识面前，学生的求知欲也被充分激发了

出来，有效将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完美结合，既提升了学生的

语文成绩，又培养了他们的语文素养，逐步实现语文教学的意

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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