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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互动的智慧课堂,深度融合的语文教学 

曾安翠 

（江西省赣州市文清外国语学校  江西赣州  341000） 

摘要：在教育信息化背景下，构建智慧课堂已经成为了必然的趋势，其不仅能够改善教与学的方式、促进师生互动，还可以整
合教育资源、优化教学结构，进而促使教学工作高效地开展。鉴于此，高中语文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可不断探索智慧课堂的构建模式，
与学生进行多元互动，以便实现提质增效、开放发展的目标，从根本上提高教育质量。本文以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为例，详细探究
了智慧课堂与教学工作的融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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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课堂是信息技术与教学工作结合的产物，一方面是指

教师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教学模式，进行“智慧教学”，另一

方面则是指教师采取新型教学模式引导学生“智慧学习”。在高

中语文教育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需求来构建智慧课堂，以便

进一步激活教学氛围、唤醒学生的学习动机，并以多样化的方

式促进师生互动，使学生高效地理解和吸收知识，同时不断发

展其各种能力，进而有效落实教学目标，让学生的综合素质得

以不断提升。 

1、课外教学工作突出“智慧化” 
1.1 微课导学，提高预习和复习效率 

高中阶段，各学科的课堂时间有限，所以预习和复习工作

均需在课下完成。此时，语文教师就可以利用微课来提高学生

的预习和复习效率。如，教师可以针对《劝学》一文设计以下

预习任务：熟读文言文，找出通假字，分析一词多义、古今异

义、词类活用和特殊句式；查阅文献资料，对比荀子和孟子的

思想主张；概括文章中心论点、论证方法；探究文中哪些观点

在当前仍有借鉴意义，哪些又需要根据时代变化而更新。然后，

可利用信息技术整合成微课预习课件分享到班级群中。教学活

动结束后，教师则可提取教学过程中的重点内容与资料制作成

微课课件发送给学生，并附上练习题，让学生进行复习和巩固，

从而使学生在与微课学案的互动中进行高效预习和复习，实现

“智慧导学”的目标。 

1.2 线上互动，完善学生的知识体系 

在学生预习和复习的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也可在线上进行

互动，及时交换信息。比如，学生在预习《过秦论》一文时，

可以将自己的预习成果汇总成表格，然后通过网络账号发送给

教师，语文教师则可整合所有学生的预习收获，了解其已掌握

和未掌握的知识点，据此完善教学设计，便于在课上给予他们

针对性指导。另外，学生在课下复习时，也可及时提出疑问，

在线上请教老师，而教师可帮助他们解答问题，使其更为系统

地掌握所学内容，同时可从中提取典型的问题到课上进行专题

讲解，不断完善学生的知识体系。 

2、课堂教学过程中体现“智慧” 
2.1 任务导学，学生合作互动 

高中学生本就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所以语文教师只需

稍加引导，以明确的任务指引其合作探究，使之在互动中收获

丰富的知识、形成良好的学习能力。例如，教师可结合《氓》

这篇文章设计明确的导学任务，并以 PPT 格式呈现出来，同时

根据每个任务的难度设置页面跳转时间，用以把控学生在每个

环节的合作时间，然后在课上自动播放，以指导学生合作整理

重难点文言字词、概括文章大意，并鉴赏文章所用的修辞方法、

重点词句，分析人物特点及爱情观等，还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

为他们展示相关的文献、视频资料，辅助其获取全面的信息，

使之在生生互动、人机互动的过程中实现高效学习的目的。 

2.2 拓展延伸，扩充课堂容量 

智慧课堂中还要有丰富的教学资源，以增加学生学习的深

度和广度，不断提升其思维能力、开阔他们的视野。如，教师

可以在讲解《雷雨（节选）》这篇文章时，利用多媒体为学生补

充与戏剧有关的常识，同时播放课文中所描述场景的戏剧片段，

让学生结合常识进行鉴赏，并设计拓展表演活动，邀请学生选

取喜欢的片段进行演绎，从而不断扩充课堂容量，使学生在积

累文学知识的过程中进行体验式学习，并通过鉴赏、表演等互

动活动更加准确地把握戏剧冲突与人物特点，进而提高其学习

效率。 

2.3 思维导图，及时整合梳理 

在高中语文智慧课堂中，总结和梳理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此时，语文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设备实时绘制一幅思维导图，

展示本节课的基本流程、教学目标与任务，同时标注重难点、

概括要点，不断加深学生印象，帮助其查漏补缺。比如，教师

可以用思维导图梳理《别了，“不列颠尼亚”》这则新闻的要点，

先展示标题、导语、主体、结语，然后按照时间顺序概述主体

部分所述的四个场景，之后对文中的细节进行梳理，如“面色

凝重的彭定康”、“港督旗帜在‘日落余音’的号角声中降下旗

杆”等，由此让学生一步步回顾所学内容，在梳理中掌握新闻

知识、品味语言风格、鉴赏写作方法。 

3、结语 
智慧课堂的构建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也符合新课改的要

求，能够让课堂真正“活”起来，促使学生在互动、体验中学

习和发展。因此，高中语文教师要灵活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借

助合理的方法打造智慧课堂，促使学生发挥自身主体作用进行

探究式学习，并在独立思考、合作分析的过程中收获灵感、积

累经验，同时形成良好的思维能力、审美能力和创新意识，有

利于切实增强其语文素养，从根本上提高语文学科的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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