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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教学信息化的普通话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许雅诗

（桃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湖南 常德 415700）

摘要：尽管我国逐渐走向世界的中央，但是普通话的教学却常常被忽视。针对这种状况，本文注重从信息化的视角分析现阶段运用

信息技术开展普通话教学的意义，并对在信息技术应用于普通话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旨在提出普通话教学改革的策略，真正在引

起相关教育部门重视的同时，促进我国普通话教学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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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话课程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教师借助信息技术的力量，

真正突破传统教学中的时空局限，为学生提供异彩纷呈的授课环

境，真正调动他们普通话学习兴趣。与此同时，教师构建多种方

式的授课形式，即在课上教学的同时，运用不同的软件在课下授课，

让学生结合个人的实际需求进行针对性的普通话学习，促进学生

普通话学习能力的提升，借助信息技术推动普通话教学的良性改

革。

一、基于教学信息化的普通话课程改革的意义

（一）展示发音原理，有利于提升学生发音的标准性

在传统的普通话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为了让学生掌握普通

话的发音标准，往往采用图式的方式，讲解每一个发音器官以及

发音方式，这种教学模式只能让学生较为浅显地认识发音器官，

并未真正使他们掌握发音技巧。对此，教师将信息技术引入普通

话授课中，即运用动画、视频的方式，可更为直观讲授共鸣器官、

发音器官以及呼吸器官在发音过程中的原理，让学生更好地控制

这三个器官，提升他们发音的标准性。

（二）有效展示发音过程，有利于学生掌握发音方法

在传统的发音教学过程中，教师并不能让学生观察舌头的具

体发音过程，只是让他们根据教师的发音进行相应的体悟以及模

仿，无法掌握相应的发音方法。针对这种状况，教师可使用信息

技术，生动地展示发音过程，比如在发音过程中舌头各个部分（比

如舌根、舌边、舌面等）的发音界限，以及唇齿之间的相对位置

和变化，让学生更为迅速地掌握相应的发音方法，提升普通话授

课效率。

（三）辨析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异，有利于提升教学精准

性

在实际的普通话教学过程中，教师常常发现如下现象：有些

学生的方言比较接近普通话，这导致学生无法寻找两者之间的差

异，致使他们在发音的过程中存在固化的问题；有些学生方言与

普通话差异明显，则可有效学习普通话。针对这种状况，教师将

信息技术运用在课堂中，即运用方言训练软件，找准发言和普通

话之间的差异，让学生从具体的问题入手学习标准的普通话，提

升普通话教学的规范性。

二、基于教学信息化的普通话教学改革的问题

（一）普通话教学存在严重的“流程化”现象

在现阶段的普通话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往往从整个班级的

角度入手开展流程化的授课形式，并不注重从学生之间的差异出

发，进行相应的普通话授课，导致在普通话教学效果出上存在严

重的两极化现象。与此同时，这种流程化的授课形式也容易导致

部分学生对普通话现代学习产生畏惧心理，不利于整个班级学生

普通话水平的提升。

（二）忽视培养学生的普通话表达能力

在现阶段的普通话授课过程中，部分教师存在严重的“为了

表达而表达”的教学观念，只是让学生用嘴说话，而不是用心说话。

与此同时，在普通话的表达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并不注重培养

学生的反思意识，导致有些学生在表达的过程中重复犯同一个错

误。为此，教师需重视普通话表达教学，让学生真正懂得反思，

用心交流，促进他们表达能力的提升。

（三）信息技术与传统教学缺乏融合性

在运用信息技术开展普通话教学的过程中，部分教师往往从主

观上将信息技术授课方式与传统教学方式割裂，即常常将“信息技

术”作为普通话“讲解员”，导致整个普通话教学死气沉沉的状况。

此外，在实际信息化背景下的普通话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并不注

重与学生进行针对性、深入性的互动交流，导致无法在课堂上发现

个人教学以及学生学习的问题，造成整体普通话教学效果不佳。为

此，教师需深入研究信息技术的特点，并构建信息技术与传统教学

的衔接点，促进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提升普通话教学质量。

三、基于教学信息化的普通话教学改革的策略

（一）运用信息技术，开展分层教学，提升普通话授课的精

准性

在普通话教学过程中，教师需避免“一刀切”的教学思维，

在立足整体的教学情境下，结合学生学习的差异性，开展针对性

地分层教学，满足每一位学生普通话学习的个性化需要，真正做

到因材施教，提升普通话授课的精准性。

1. 针对学生地域，开展普通话教学

中国自古就有“千里不同音”的说话，这对普通话教学的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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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是：教师可结合学生所在的地区进行差异化的教学，即结合学

生家乡的发音特点开展针对性的普通话教学。在实际的执行过程

中，教师可以以学生家乡所在的地域为依据，以他们的发音习惯

为参照标准，对本班学生进行分组，比如划分成黄石组、大水田

组等等。在此之后，教师可使用相应的软件，比如安装方言程序

性质的软件，真正找准各个地域学生在发音过程中的规律，进行

针对性的普通话教学。与此同时，教师可借助此种软件，结合每

个地域学生的发音特点进行针对性测试，让他们在不断练习和测

试的过程中转变个人的固化发音方法，提升学生的发音标准性。

2. 针对学生能力，开展普通话教学

为了更为全面地了解学生的普通话表达能力，教师需通过测

试的方式考查学生的普通话学习水平。在实际的测试中，教师可

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线上普通话的测试中，教师可

使用《普通话考试》这个软件，让学生在线上完成相应的测试，

了解他们的发音水平。在线下测试的过程中，教师开展“一对一”

的对话形式，观察学生在交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统计不同学

生的普通话表达漏洞。在完成上述测试后，教师使用大数据对整

个班级学生的普通话测试结果进行整理，并将本班学生的普通话

表达问题进行归类，以学生的普通话学习问题为依据开展普通话

教学。在实际分类中，教师将本班学生划分成口音组、发音组等等，

结合学生的学习问题，进行针对性、层次化的授课方式，提升普

通话授课的精准性。更为重要的是，教师结合每个小组的突出问题，

运用信息技术制作普通话学习课件，真正让学生在课下反复模仿，

多次纠正，解决学生在普通话学习中的“真问题”，提升普通话

教学的精准性。

3. 针对学生兴趣，开展普通话教学

在普通话授课过程中，教师可结合学生的兴趣开展层次化的

授课，即让学生真正在兴趣的驱动下，更为积极地学习普通话，

提升普通话的授课质量。在实际的授课过程中，教师以学生的兴

趣为依据，设置出朗读组、辩论组以及演讲组。为了锻炼他们的

普通话水平，教师充分运用智慧课堂，规定每一个小组的练习时间，

让他们在信息化的情境中，伴随着多媒体中的音乐慷慨激昂地进

行表达，真正享受学习的快乐。此外，教师使用信息技术制作普

通话学习包，让学生根据个人的时间和喜好选择对应的普通话学

习包，让他们自主学习，获得良好的普通话教学效果。

（二）采用信息技术，构建多元形式，提升学生表达能力

为了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教师可使用信息技术，构建

多元的授课形式，让他们在普通话学习的过程中懂得用心、反思，

提升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让学生享受表达的快乐。在实际的落

实上，教师可从如下几点入手：

1. 学会用心表达

在让学生懂得用心表达的过程中，教师首先要让学生懂得用

心听话，聆听出话中的情感和思想，在准确把握话重点后，用心

表达，提升整体的表达效果。在实际的落实上，教师可使用信息

技术模拟不同的场景，让学生扮演场景中的主人公，结合主人公

的角色定位，与他人进行针对性地交流，真正让学生懂得用心表达。

与此同时，教师需培养学生的共情能力，让学生在交流的过程中

深入体会交谈对象的情感，让他们更为用心地表达。

2. 让学生懂得反思

在普通话的授课过程中，教师可借助信息技术，搭建微格教室，

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普通话教学，即通过录制学生普通话表达的视

频的方式，让教师与学生观看、分析学生在普通话表达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组织教师与学生进行反思，并将反思的结果再一次运

用在练习中，即通过不断实践、反思的形式，提升普通话的表达

水平。在实际的普通话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注意的是：通过对

比的方式展示学生在修改前视频以及修改后视频的不同，让他们

更为直观地发现普通话学习中漏洞，从更为多元角度进行反思，

促进他们表达能力的提升。

（三）重视传统教学与信息技术教学融合，提升普通话授课

质量

在普通话授课过程中，教师可处理好传统教学与信息技术的

关系，实现两者的优势结合，促进普通话教学质量的提升。在实

际的执行中，教师可采用“线上与线下”结合模式，让学生在线

上学习知识，在线下练习知识，提升学生的普通话表达能力。

例如，教师可让学生在课下运用《普通话学习先锋》，学习

相应的普通话知识。与此同时，教师整理每位学生的普通话学习

状况，并在线下进行针对性的普通话教学，实现线上教学与线下

教学的完美融合。更为重要的是，教师在线下教学的过程中注重

观察尚未解决的普通话授课问题，并运用信息技术制定针对性的

教学课件，发送给基础薄弱的学生，帮助他们解决普通话学习中

困难。在再次上课后，教师可让这部分学生展示普通话学习成果，

并进行表扬，让他们在普通话学习中获得自信。通过将传统教学

与信息技术融合的方式，教师真正找准教学的突破口，促进普通

话教学质量的提升。

总而言之，在信息化背景下开展普通话授课的过程中，教师

需要结合实际，从学生的学习状况、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等多个

角度入手，搭建具有时效性的授课形式，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

掌握普通话的学习技巧，推动整个教学改革的进一步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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