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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技术助力，语文课堂显活力 

——数字化教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实施 

李  昌 

（山东省济南市莱芜第二实验小学  271100） 

摘要：数字化教学是一种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教学目标的达成为核心的一种新型教学方式。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应用数字化教
学模式，不仅能够营造丰富有趣的课堂氛围，还有利于知识的具体化和形象化，能够吸引学生注意力，强化学生对知识地理解。数
字化技术是提升语文课堂活力的重要途径，更是语文课堂教学质量提升的有效策略。文章探讨了如何让数字化教学助力小学语文教
学的应用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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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化教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意义 
（一）有利于强化学生的注意力 
在以往的教学活动中，部分教师常常利用大量的课堂时间

对相关语文知识进行独角戏式讲解，忽略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课堂氛围低沉缺失活力。数字化教学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让课堂
变得生动有趣，快速吸引学生注意力，有效发挥课堂实效性。
在语文教学活动中，教师采用数字化技术开展语文教学活动，
利用多媒体等教学设备，立足于学生的兴趣点，采用多样化的
教学方式调动学生的课堂注意力。学生在动画和视频的吸引下，
逐渐体会到语文知识的乐趣。比如，在识字教学中，部分学生
常常无法集中注意力，识字效果不佳。此时，小学语文教师可
以在课堂活动中插入形象生动的视频教学，如农民伯伯在辛苦
劳作后靠着大树休息，使教学形象化，吸引学生注意力。 

（二）有利于强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在小学语文学习中，部分知识对于小学阶段的学生而言，

对学生本身的理解能力和想象能力具有一定的要求。在以往的
教学活动中，教师主要采用知识讲解的方式开展语文教学活动，
或以自己的口语表达来帮助学生理解。若是教师能够在语文课
堂教学活动中融入数字化技术，利用数字化教学手段强化学生
对知识的认识和理解，帮助学生理解文章内涵，增强课堂活力。
比如，在讲解《亡羊补牢》课文时，教师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
收集相关的动画视频，让学生在观看视频以后，能够理解到这
则寓言故事的真正内涵。 

二、数字化教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途径 
（一）明确主题，构建适宜的语文教学情境 
小学语文教材中许多文章具有丰富的情感内涵，意境优美。

随着时代的发展，数字化教学方式开始出现在教师的视野内，
教师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构建符合文章意境地教学情境，利用
数字技术中光影和声音将书中的抽象描写转化为具象的物体和
场景，赋予学生想象的翅膀，让学生能够进入作者所描绘的文
学世界中，体会文章的无穷意蕴。为此，教师应该熟练掌握数
字化技术，对教材内容进行合理安排，以便于能够创设出符合
教学内容的教学情境，增强课堂活力，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比如，在讲解《黄山奇石》这篇课文时，文章对黄山的奇
石进行了详细而又生动的描写。但是班上的很多学生都没有去
过黄山，没有见过黄山的石头，停留在表层理解。若是教师只
让学生通过阅读文章去感受黄山的奇石之美，是无法达到良好
的学习效果的。教师应该利用数理化手段播放一些关于黄山景
色的视频资料，以声音、文字、画面的融合统一强化学生对黄
山奇石地认识和理解，以便于学生理解作者的文字介绍，对黄
山的美景拥有清晰地认识。接着，教师引导学生回归文章，通
过这种方式打破学生和文章之间存在的时空壁垒，让学生能够
顺序进入课文的学习，提高课堂教学实效性。 

（二）书籍和网络统一，解决教学难点和重点 
在以往的语文教学活动中，教师一般会用长时间重复讲解

重点知识和难点知识，缺乏新鲜感，以至于部分学生会对课堂
活动失去兴趣，导致课堂氛围陷入低迷的状态。为此，教师应
该善于利用数字化手段，利用数字化技术获取相关文章信息，
以书籍和网络相统一的方式结论课堂活动中的重点和难点知
识，引导学生自主探究教学活动中的难点和重点知识。 

比如，在讲解《丑小鸭》这篇文章时，教师应该明确教学
重点是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让学生明白寓言故事的深刻内涵。
首先，教师利用数字化技术让学生自主研究文章，以第一人称
视角讲述丑小鸭的经历。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应该善于引导学
生利用数理化技术收集课文资料，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究活动焕
发课堂活力，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注重因材施教，提高学生整体学习效率 
教师在开展语文教学活动时，应该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则，

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性进行教育目标的设定，并给予针对性地
教学辅导，以便于所有学生都能够在教师的帮助下取得突破性
进展，以此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为此，教师可以利用数字化
技术显示教学任务，让学生全部参与到共同学习当中。 

比如，在讲解《小蝌蚪找妈妈》课文时，教师应该根据学
生的不同学习情况开展因材施教，利用数字化技术布置和文章
相关的教学任务，将教学任务分为基础类、发展类和开放类。
基础类为熟读课文，掌握文章生字词；发展类为引导学生探究
本节课文新词汇的近义词和反义词，并根据新词进行造句等；
开放类为鼓励学生实践操作，亲自饲养小蝌蚪，观察蝌蚪变化
并以文字形式记录等。针对不同学习层次的学生分派任务，以
此确保每个学生所接受的任务和自身的学习能力相匹配，以此
实现课堂效率的最大化。 

（四）加强写作训练，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 
语文课堂教学活动的开展应该围绕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展

开，而语文综合素养的提升和写作训练之间具有密切关联。为
此，教师应该利用多媒体技术开展多样化的写作训练活动，根
据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立足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制定符
合学生发展情况的写作训练方案，让学生能够克服对写作的畏
惧，尽情享受表达的畅快和写作完成以后的喜悦，为学生今后
的语文学习活动奠定扎实的写作基础。比如，在讲解《别董大》
时，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理解文章真正内涵的基础上编写故事。
为此，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课件展示诗词中所描绘和营造的画
面，让学生根据自己所看到的画面进行故事的描绘，以此提高
写作训练的针对性，锻炼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和写作表达能力。 

总结 
总而言之，数字化技术是新课标背景下的一种新颖现代化

教学工具，对课堂活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教师在开展语文
教学活动时，应善于利用数字化技术的优势，制定科学合理的
教学设计，不断优化小学语文教学，确保课堂活力的持续性，
让数字化教学助力高效的小学语文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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