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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信息技术课堂教学中的“愉快教学法”探究
杨　静

（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乌市第 98 小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1400）

摘要：小学信息技术教学中如何让学生愉快地学习是值得研究的课题，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就如何实施愉快教学法进行了探

讨 . 通过对愉快教学法中，对愉快教学法应用中的 " 快乐教学 " 理念、教学内容取向、与其他科目整合、分层次化巧设弹性练习、赏识教

育评价等内容进行了实践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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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在几千年前的《论语》，开篇就载有孔子对愉快教学

的认识，并将“乐学”作为治学的最高境界。众所周知，孔门弟

子的乐学与其老师孔子的乐教有着直接的联系。试想先秦教育家

已对愉快教学有所认识。吾辈更应当仁不让，在自己的信息技术

课堂教学中积极实施“愉快教育”。

其中运用愉快教学法，可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在多年的信

息技术教学中以及我在 2014 年做的《信息技术课愉快教学方法探

讨的研究》的小课题中我做了以下尝试：

一、培养兴趣实施“愉快教学法”

（一）巧妙导课

导课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环节，是整个课堂教学的第一步。俗

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信息技术学科教学更是如此。

例如我在实验课《海洋的世界——“曲线”工具和“填充”

工具》一课的教学中，课前我循环播放了一段“海底世界”的视频，

学生一进教室，立即就被这美妙的海洋世界给吸引住了。在这样

的一种情境创设之下，学生对于本节课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立时

就提高到了极点。而那节课里，很多学生都会主动提起：“老师，

我要画这条鱼。”“不，那条好看。老师，你教我怎么画？”……

学生的参与度达到了 100％。

导课只是一节课的“引子”，不能过分占用大量的时间，以

致影响了整节课的学习。中小学生的有效注意力集中时间大致在

5 分至 25 分钟。因此，在进行教学导入时，要用最有效地方式、

最少的时间、最快的速度，使学生集中注意力，迅速进入学习情境。

一般来说，导入时间控制在 3 分钟左右为最好。

二、优化和运用多种愉快教学方法

（一）分层次化巧设弹性练习，寓教于乐

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主要指多媒体计算机、教室网络、

校园网和因特网（Internet）等。作为这种崭新的教学媒体，当它

们与各学科的课程加以整合，即与各学科的教学过程密切结合时，

可为新型的教学结构创建一个理想的教学环境。

例如我在讲授《交通安全伴我行—精确设置图片尺寸》一课时，

我播放了《坐在篮球里小女孩钱红艳》的视频故事让同学们知道

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从而产生一种义务感、

责任感；约束自己的行为，养成良好的公德意识。采用主题式教

学模式。教学单元以交通安全为主题，贯穿整个教学模块。贴近

学生生活，与综合实践学科的生命教育内容有效整合。

再例如我在讲授三年级的《古诗欣赏—插入文本框》这一课

时我设计了在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背景下欣赏图文并茂的古诗词。

首先出示了一张《饮湖上初晴后雨》的长方形文本框，配上缓缓

流淌而出的诗词朗诵，让学生们感受到这首诗带来的意境，诗人

用这么美的语言表达了他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你们有没有什

么方法来表达一下呢？生：用信息技术知识来试试看。学生的认

识经历了一个“美──风景美──语言美──用信息技术知识展

现美──热爱祖国”的思想迅速升华的过程，体现了信息技术教

育中知识传授与思想道德教育的和谐美，在不知不觉将德育渗透

于快乐学习中。

（二）故事教学法

故事教学法指在教学中，在适当的时候采用故事教学，根据

具体情况，灵活地使用这种方法，而且可以把有些课程内容故事化。

我已在教学实际中不知不觉地使用此方法。

如我在教学四年级第 7 课《迷人的动画——设置幻灯片中自

定义的动画效果》时，就设计了一个《守株待兔》的故事情境，

用十张幻灯片把整个寓言故事讲完。第一张、第二张幻灯片中只

插入简单的文字，给文字设置动画效果。第三张幻灯片中出现小

兔飞跑和撞树的声音用爆炸字“砰”来表示，这是就会有图片出

场的先后顺序，将教学中的重难点一一化解到故事之中，这张幻

灯片就要重点讲解，第四张幻灯片中出现撞到树根后躺着的小兔

的图片和农夫拿撞死小兔的图片同学们就可以在这张幻灯片中练

习图片的出场顺序这个重点，以此类推。同学们你们想不想当导

演自己做动画。同学们纷纷举手回应。这节课，同学们不仅学习

了知识，掌握了操作技能，还当起了小导演亲身体验了自己做动

画的快乐。

三、分层次化巧设弹性练习

由于学生知识能力和接受能力各不相同，学习效果也差异很

大，教师如果对他们做出同样的要求，难免会使差异越来越大，

使得一部分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影响今后的学习，为此，教师

要充分的备好每一节课，明确好每一节课的教学目标，课堂上尽

量采用精讲多练的方法，让学生有更多的上机时间，根据各层次

学生的实际水平设计练习，让他们选择适合自己的题目，做出能

代表自己水平的答案。这样无论是学习能力差的还是学习能力强

的都感到有所收获，都能感受到成功的喜悦，学生有了喜悦的心情，

就会越学越想学，越学越有收获。

让快乐和欢声充满课堂，给学生创设愉快、自由、主动的学

习氛围，使学生保持浓厚的学习兴趣，是“愉快教学法”的真谛，

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位教师都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努力使自己的

课教的艺术、生动，学生学得愉快、主动，使教与学呈现书山有

路“趣”为径，学海无涯“乐”作舟的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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