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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智慧课堂在语文教学中的尝试 
◆马治娟 

（陕西省汉中市师范附属小学） 

 
2018 年 4 月，教育部正式印发《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标志着国内教育信息化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校也把“智慧
课堂”作为一项重点课题来研究。作为试点班级，我将语文学科
与 iPad 教育教学应用进行融合。发现 iPad 不仅仅局限于语文课
堂的学习，它作为一种常态化的学习工具，参与学生学习的全过
程，并在学生认知、探究、巩固、积淀的全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因人而异，体现《新课标》中
“以生为本”的理念。半年以来，我通过多次实践，收获颇丰，
现将感受分享如下： 

一、iPad 教学提高课堂实效性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老师，为了检测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

度，往往在黑板上出题或者是在一些练习册上进行勾选，题量还
不能太大，防止学生抄写不完，让学生作答。根据学生作答情况，
收取本子批改，然后发放给学生，普遍性错题在课堂上再次讲解，
但是这种模式非常浪费时间。对于学生个体针对性不强。iPad 智
慧课堂上，通过软件设计交互式的练习，实现对知识目标达成情
况的即时反馈，以便教师及时、全面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有
效调整教学策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可以结合教学内容设计
拓展练习，以达到巩固知识，培养学生能力的目的。  

二、多样的评价机制提高了，学习兴趣浓厚了。 
在常规的语文课对于课堂上回答问题或者学期表现比较好

的学生，教师都采取的是口头表扬的形式，可是 iPad 课堂中，
教师变换不同的巩固方式，通过随机提问，抢答、自主答题等多
种形式，落实语文基本知识的巩固，降低了常规练习的枯燥乏味，
调动学生的课堂积极性。而且教师通过 iPad 采多样的评价激励
学生，课堂上表现优秀的学生除口头表扬外，还根据学生的表现
设计定了一至五星级的评价体制。一节课结束后，根据这堂课学
生被表扬和肯定的次数系统会进行自动排序，进行大数据统计，
全班在这节课中参与率越高的同学，他的排序就越靠前。这样的
方式，学生和学生之间可以相互对比，还可以自己和自己进行对
比，激发孩子的竞争意识，学生的兴趣提高了，其学习质量自然
也会提高。同时教师还可以看出哪些同学没有参与到课堂中，哪
些学生速度慢、正确率不高，老师能及时掌握学情，调整课堂环
节，关注学生知识的获取和生成过程，方便老师有针对性的对学
困生进行个别辅导。 

三、iPad 教学能够培养学生收集资料，整合资料、信息处
理能力的提高。 

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语文是实践性课程，应着重培养学
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途径就是语文实
践。”传统的教学中，对于一些学生知识的盲点老师可能会采用
PPT 或网上搜集证据资料的形式在课堂上给学生播放，而这些资
料的收集全靠老师传输给学生。在 iPad 课堂上老师，对于学生
知识上的盲点，可以让学生随机进行自主探究或者小组合作解
决，并将答案上传与学习平台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汇总。其他
同学也可以相互浏览，互相学习借鉴。达到了生生互动，师生互
动，人机互动的三位一体互动模式。例如，四年级下册《一个中
国孩子的呼声》学生对“但是，世界并不太平，不少地区还弥漫
着战争的硝烟，罪恶的子弹还威胁着娇嫩的“和平之花”。这句
话不太理解，我们就让孩子随机上网查去资料，将近年来全世界
发生的战争以及伤亡情况，具体的数据或者图片上传到网上，同
学们通过自己查找的直观数据和图片深深地感到战争的残酷和
可怕，并从内心与文章中的作者达到共鸣发出了：我们要和平不
要战争的呼声。而这些都是学生有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的一个重
大的转变。课文结束后我们采用主观弹幕题，将学生把课文学习
心得发到大屏幕上不断的滚动播出，62 个学生有 62 个思维的火
花，大家互相学习、借鉴和吸纳，这也是传统教学中无法达到的。 

四、iPad 课堂使学生手、脑、眼、口配合率提高，有助于
学生的终身学生能力的发展。 

语文学科中的听写、默写，背诵是语文学习的日常训练。对

于小学生来说，字词的掌握和积累课文的记忆和背诵知识的迁移
和运用，是在每天练习中不断地进行，巩固才能有所提高。在 iPad
智慧课堂中，全脑思维的训练可以将学与练有机的结合，通过软
件设计交互式的练习题，不断地开发学生思维，提高学生的综合
能力，这些有助于学生的终身学生能力的发展。有效的锻炼学生
的手脑眼配合能力，提高学生的专注力、反应力。 

如：在计时背诵训练的过程中，老师出示一段文字，让学生
在规定时间背完，在有限的时间内，刺激大脑神经，集中注意力，
在前面基础技能训练的基础上，做到眼脑直映。从读、想、视、
听四个方面入手，同时结合一定的速度速记方法来增强孩子的视
觉记忆能力，提高学习效率。学生自始至终的自主参与课堂学习
中，有的抓关键词，有的画思维导图，有的想象画面……由于调
动多感官，综合运用所学策略，形成对知识的自我建构，部分学
生不仅仅能够顺背，还可以倒背如流。由此可见，全班整体速记、
速写、速背的能力也达到了有效的提高和促进。 

五、多种思维方式的训练，有效的拓展学生的思维，提升了
学生的核心素养。 

语文的最终目的是运用语言文字，所以在语文教学中，我们
经常要把知识迁移到生活中或者进行读写结合的训练 iPad 教学
中老师可以图文并茂应是并用，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
平时的句式和语段的训练基础中，学生可以有内容写，而且写得
很好。在全脑思维开发训练中，我利用 iPad 关注学生的思维及
学习过程。通过给学生教授记忆方法，如锁链记忆法，图形记忆
法、联想法、关键字提取法和八大全脑思维导图的训练，提升了
学生的思维整理能力，并运用带语文教学中。如：在教《记金华
双龙洞》一文中，学习完课程，我让学生将本节课学习作者的行
走路线通过思维导图的方式画下来。课堂上，学生立即进行了文
章的整合、绘制出多种多样精彩纷呈的思维导图，再选择自己喜
欢的形式，拍照或者直接在 iPad 上画，并提交上传，全班分享。
学生绘制思维导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理解课文内容的过程，而
呈现出的不同样式的思维导图，实际上也呈现了学生理解的独特
的思维轨迹。这就为教师深入理解学生思维过程，调整教学策略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六、家校合一，拓展学习空间。 
在互联网+教育的新时代，智慧课堂点燃了学生运用信息技

术学习的热情。使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变成现实。学生、
家长、老师可以共同搜集资料，共同探讨，把学习成果分享在班
级学习圈。学生在班级学习圈子看视频、赏图片、谈感受，进行
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家长、学生、老师三维一体的互动交流，
把有限的课堂学习，延伸到无限的课外活动中；把有限的书本知
识，拓展为无限的社会能力。同时，智慧课堂也将传统的学习，
拓展为：线上+线下，校内+校外，课内+课外，书本+网络，多
方位的学习新模式。 

总之，智慧课堂的实施，使语文课堂充满了新的活力，使课
堂真正成为充满疑问的课堂，凸显探究的课堂，走向生活的课堂，
唤醒智慧的课堂。但是该项工作还刚刚起步，还在探究过程中，
还会遇到一些困惑和阻碍，我会总结经验，脚踏实地，稳步前进，
让智慧课堂落地生根，让学生的智慧之花欣然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