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32020 年第 2 卷第 4 期 方法展示

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小学语文高效课堂构建探究
向林燕

（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鱼洞乡中心学校，云南 昭通 657215）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基础教育经历了多次课程改革，本次新课改的目的就是要在 21 世纪构建起符合素质教育要求

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小学语文教师，应顺应新课改不断地改革和发展，在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上保持与时俱进，积

极将最新的科技发展成果 - 信息技术应用于日程授课之中，从而构建小学语文高效课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结合笔者执教经验，本

文对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小学语文高效课堂构建原则和策略进行如下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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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在语文教育中的广泛应用，促进了语文课堂的内容

丰富性、形式新颖性。利用信息技术，小学语文教师可以轻松地

构建出色语文教学情境、拓宽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从而培养学

生的多种学习能力、促进学生掌握难点知识、熏陶学生心灵，进

而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发展。

一、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小学语文高效课堂构建原则

（一）实用原则

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能够帮助小学语文教师构建出色语文

教学情境，是信息化教学不可多得技术优势和作用优势。但是，

华丽的外表和丰富的视听技术有时候也会成为语文教学的累赘。

如果教师在制作电子课件时，不注重内容的筛选和视频的剪辑，

就会导致学生沉浸于信息教学带来的视听盛宴之中，反而忽视了

对课文的理解。故而，在电子课件制作完成之后，语文教师应对

其内容和形式进行重新审视，将其中多余的部分或者会对学生造

成困扰的部分进行删除、调整处理，从而令电子课件更加符合小

学生的学习需求，进而增加其实用性。

（二）授学生以渔原则

现代信息技术在语文资料的收集、处理以及整合方面有不俗

的表现，为教师授课、学生学习提供了便利。古语有云“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这个道理体现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就是要求教

师不仅仅要通过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知识的传授，还要传授给学生

通过信息技术获取知识、处理知识的技能，也就是说在日常的教

学过程中，语文教师应培养学生利用信息技术“退而结网”的能力，

从而捕到语文知识这条大鱼的能力。

（三）适度原则

首先，新技术的容量较大，教师应注意对其进行适当的剪辑

处理，以免因为播放电子课件占用过多课堂时间，导致学生自主

学习的时间与空间的减少。其次，语文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学

生的文字表达能力和语文思维能力的提升，过多地强调视频和图

片会压缩学生对文字的想象、思维空间。在日常教学中，语文教

师应采用图文或者视频文字结合的形式进行授课，发挥信息的技

术授课的长处，规避其带来的不利影响。总而言之，信息技术在

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应遵循适度原则。

二、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小学语文高效课堂构建策略

（一）信息化教学，促进学生自主探究

传统语文教学中，师生对于语文知识的认知多来源于课本 -

教师按照课本内容教学，学生按照课文内容学习，没有对课文知

识进行广度和深度延伸的条件。由于缺乏信息的来源，语文教师

对课外知识的阅读量，直接决定了学生语文知识的学习广度，缺

少学生对知识进行自主探究的空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师生

获得语文知识的途径多样化，课本是教师授课、学生学习的重要

资料和依据，但已经不是唯一。教师可以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

培养学生利用信息技术“退而结网”的能力，引导学生捕捞语文

知识这条大鱼，从而给予学生自主探究的空间。

例如：老虎在传统文化与现代认知中都是勇猛的象征，而《一

只窝囊的大老虎》这篇课文却别开生面地讲述了一只窝囊的大老

虎的故事。在开展授课之前，语文教师可以给学生留课前作业：“同

学们，下次课咱们要学习这一篇新的课文。在正式进入课文学习

之前，请同学们通过网络资料对老虎的习性和动作特征进行观察，

到时候老师请同学上台进行模仿老虎的表演。”课堂上，语文教

师可以与学生就老虎的习性和动作特点开展讨论，然后请学生上

台对老师的动作进行模仿表演，从而激发学生对表演的思考。接

下来，教师可以提问学生：“同学们的表演十分成功，成功地将

老虎的王者气势展现出来，老师十分喜欢。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

这篇课文也讲了一个表演老虎的故事，但是我们的主人公表演的

是一只窝囊的大老虎，接下来同学们默读课文，找出‘大老虎’

窝囊的原因好不好？”经过课前的观察，课中的表演、对比，学

生很快就能够理解主人公在表演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在此基础之

上，语文教师可以贴合课文开放式的结尾，引导学生对主人公表

演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培养学生对事物进行多方位思考的

能力以及对知识进行自主探究的习惯。

（二）微课教学，突破课文知识难点

重复，是掌握难点知识的重要过程。微课容量小，而且学生

可以随时进行观看。小学语文教师，可以将学生普遍反映难以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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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的知识制作成微课视频，供学生随时复习观看，从而促进学生

对难点知识的理解。比如《暮江吟》这首古诗，描写了作者白居

易于暮色中踱步江边所见到的美丽景色。对于学生来讲，难以直

接通过了了几十个字的描写，理解“一道”“铺”“瑟瑟”“可怜”

等字词的具体意思和包含的感情，那么也就难以理解作者诗中所

描绘的意境美。

小学语文教师在讲授《暮江吟》这首诗歌时，将“一

道”“铺”“瑟瑟”“可怜”这几个字词进行分解，通过微课逐

个对其进行详细的解释。教师可以将“一道”“瑟瑟”等词所描

绘景色罗列起来，让学生通过类比深入体会诗人用字的妙处。针

对“铺”这个词，语文教师可以将用到铺这个动作的场景和动作

过程，通过视频的形式展现出来，供学生对铺的动态过程与静态

结果进行理解。同时，教师也可以将落、展、摊等动态动作与静

态结果和铺进行对比，帮助学生理解诗人选择铺这个动词的贴切

之处。针对瑟瑟这个词，教师则可以通过展现与之相近的颜色，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帮助学生理解这个词的具体意思，从而理解

作者所描绘的画面美。当理解一道、铺、瑟瑟这几个关键字词之后，

那么学生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理解作者用可怜二字所表达的思想感

情和全诗的意境。

（三）语文情境建设，熏陶学生心灵

从对石器的耐心打磨，到黄金比例的发现与应用，人类从未

停下对美的形式的追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智慧产物的文字，

不仅从字形上融合了人类对美的追求，而且在文字表达方式与思

想内涵中也包含了人类对美的深层次追求。因此，语文的工具性

既表现在交流方面，也表现在对学生的心灵熏陶方面。小学语文

教师可以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为学生创设美的情境，令学生在课文

与教学情境的双重熏陶下完成心灵的升华。

例如：《精卫填海》这个小文言文的故事主角是炎帝幼女精

卫，课文文辞优美，语言凝练，塑造的主人公形象鲜明，整个故

事极富传奇色彩。在对这篇课文进行讲解时，语文教师可以为学

生播放一段精卫填海的动画片，引导学生通过动画片从颜色、声

音、形象、情节等方面了解故事的奇幻色彩。播放精卫动画片之前，

教师可以提问学生：“开始对课文进行讲解之前，我们先来看一

段动画片，看完后回答老师几个问题：第一，主人公叫什么名字？

第二，主人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第三，主人公完成这件事情的

时候，用到了哪些工具？”如此，教师就能够引导学生通过观看

动画片，了解故事的梗概并抓住故事的主要情节。在此基础之上，

教师可以随机点名，让学生对精卫填海的故事进行复述，其他学

生则参照课文倾听故事。这个过程中，学生很快就可以发现现代

口语表达方式与古代书面表达方式的不同，深刻体会到课文文辞

之优美、语言之凝练。接下来，教师可以与学生一起讨论主人公

精卫化身小鸟使用石子和树枝填海所面临的困难，以及推动精卫

填海的内在精神动力，从而帮助学生挖掘故事所体现出的锲而不

舍的精神美。最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本文所展现出的文字表

达方式美与思想内涵美进行总结，引导学生树立追求美的意识，

达到熏陶学生心灵的教育目的。

（四）拓宽获取知识渠道，促进课文的多元化解读

以往受限于知识载体，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主要有课文和

教师授课两种，课外阅读的资料极少，即便有课外阅读资料学

生也很难从中找到与课文知识相对应的部分。互联网的发展，

搜索引擎的崛起，给人们提供了海量的资源和精准获取知识的

方法。小学语文教师可以抓住互联网发展的机遇，拓宽学生获

取学习资源的渠道，引导学生对他人对课文的解读进行甄别和

借鉴，从而促进学生对课文的多元化解读，启发学生从不同的

角度看待生活问题。

例如：《麻雀》这篇课文截取了作家屠格涅夫的一篇文学作

品片段。在教学过程中，语文教师一般会通过第一课时引导学生

掌握本篇课文涉及到的生字、词。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课后作

业的形式对课文的思想内涵进行探究。在留课后作业时，教师可

以引导学生：“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同学们已经能够顺利地通读

课文，下次课我们来学习这篇课文的思想内容。在老师讲解之前，

同学们可以尝试自己先找出文中体现课文主旨的段落和语句，联

系生活实际对其进行解读，也可以通过网络收集专家、读者对这

篇课文中心思想的解读，然后将自己认为有道理的解读方式分享

给大家。”在学生对课文主旨进行解读、对他人的解读方式进行

分析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就扩宽了自己的思路。最后，语文教

师应在课上对学生的作业进行分析，引导学生对课文所表达的勇

敢、母爱、同情、无畏等思想感情进行总结，使得学生对本篇课

文形成整体完整的认识。经过长期的训练，就可以帮助学生养成

对课文进行多元化解读的习惯，并培养借助互联网的多种渠道获

取知识的能力。

三、结语

现代信息技术在语文资料的搜集、处理以及整合方面的作用

有目共睹，小学语文教师可以通过互联网建设合理的教学情境，

促进学生掌握表达方式、感受课文意境、理解课文思想，以及引

导学生借助互联网完成对知识广度和深度的延伸，从而促使学生

养成良好学习习惯、掌握实用的学习方法，进而促进学生掌握知

识的同时完成心灵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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