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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信息技术与小学语文教学的有效融合 
◆李惠瑜 

（均安中心小学  广东佛山  528329） 

 
摘要：在现代教学中以计算机为主要载体的信息技术成为了课堂的不可

或缺的组成，营造有趣活跃多样化的课堂是激发小学生学习兴趣、推动

自主学习的首要前提，在信息技术的辅助下学生能在课堂上体验不同现

实情景，直观感受教材内容有利于高效、自主学习模式的转变。教师课

前充分的资源搜集以及课堂上利用信息技术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自主

学习兴趣以达到提高教学效率、构建新型学习模式的目的。 

关键词：信息技术；小学语文；激发学习兴趣 

 

 

引言： 
我国现代化教育在逐步创造一个现代信息化教育体系，其中

关键是信息技术与教学的融合，相互促进发展。教师则是这一转
变的主要实际推动群体，教师要不断跟进教育信息技术的发展水
平，将信息技术的在教育中的优势优势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随
时改进优化教育方式和信息化教学模式。特别是在语文课程中学
生的知识整合能力要求高，学科知识跨越大，巧妙结合信息技术
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方式。小学语文教学要将语文教材与信息
技术积极融合，以培养出更加高素质高水平的学生为目标。 

一、充分的课前准备 
小学课堂中教师应该提前搜集相关课堂资料，保证课堂按照

预期有序进行，改变传统“满堂灌”授课方式，形成以学生主动
学习为主体的教学模式。课前准备不仅是教师的任务，要达到高
效的课堂学习还需要学生充分的课前准备，教师要有意识的指导
学生利用碎片时间通过图书馆、网络、书籍等途径查阅相关资料，
使学生学会自主学习，真正体会学习的魅力。为了锻炼学生的思
辨能力，教师可以就当时争议性较大的时事作为主题，学生通过
收集资料多方面了解后证明自己的观点。学生多数会选择高效、
目的性强的计算机搜集信息方式，为自己的观点找寻足够的依据
支撑。在语文教材学习中这种教学方式也是适用的，例如，在学
习《幸福是什么》一课时，教师就可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常识
加上网络资料整理 终得出自己对幸福一词的领悟。在这一过程
中学生不仅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同时强化了自身筛选信息、信息
整合能力，有利于自身学习能力的提升。 

二、课堂融合信息技术 
（一）丰富课堂内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信息技术的加入使得语文课堂一改传统紧张、枯燥的气氛，

尽管在同样大纲的规定下课堂进度不再盲目前进，而是通过高效
趣味性的课堂氛围进行教学。教师不再只是停留在教材课文层
面，通过多媒体向学生展示多方面事实，即 大程度延伸了课堂
内容丰富学生见解又调动了积极性。运用信息技术作为小学语文
教学的辅助，可以做到使教学内容化静为动、化难为易，是抽象
难以理解的知识具体化、形象化、真实化、生动活泼的视听信息，
使原本单一的课堂栩栩如生，课堂教学大放光彩[1]。例如，在学
习《藏戏》一课时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节教学内容，通过内

容丰富的幻灯片、影像等带学生领略藏戏的魅力，对课文对象藏
戏有初步的认知，为接下来的学习打下基础。使学生通过各个身
体器官的感受协调，在脑海中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培养学生较
强的思维能力，更加积极融入课堂学习。学生不仅了解了藏戏的
具体内容，同时培养了学生的审美能力，激起学生学习兴趣。 

（二）运用信息技术，增进师生交流互动 
语文通常将深刻的道理隐藏于字里行间，需要教师与学生在

课堂上交流互动，将教材文本的解读无限扩张，在教师的引导下
学生多元领悟教材内容。在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是十分重要
的，通过相互的思维碰撞不仅能使学生拓宽思维宽度同时为教师
了解学生学习进度有很大帮助。课堂上师生对话的过程有助于学
生发散思维、拓展思路，从而提升学生的理解和表达能力，这于
教与学都是相当有益处的[2]。 

三、利用信息技术构建自主、探究性学习模式 
教师教学要注意把握教材重点难点，针对学生学习进度以及

知识掌握能力调整教学。学生知识面窄，人生阅历少，通常难以
准确理解教材传递的思想，需要教师对抽象知识点进行事实性解
读，运用多媒体技术为学生解决思维障碍，直观形象为学生解读
教材。这样针对重点难点的方式不仅降低了学生学习难度，同时
有利于学生知识的牢固掌握。通过所媒体强大的展示功能，教师
能够在完成教学内容的同时将所学知识连接成知识框架让学生
整体掌握教材内容。 

通过视觉与听觉相结合，复杂的教学内容也能编的生动有趣
适合小学生吸收，通过强烈的求知欲望使他们积极参与学习。例
如，小学语文教材《少年闰土》中，鲁迅通过闰土的性格变化展
示时代的阴暗，需要从多方面理解作者塑造的人物。教师可通过
多媒体设备利用信息技术搜索信息，将时代背景下的故事作为课
堂延伸，引导学生积极讨论产生思维火花。教师还可利用课堂时
间发展学生合作以及表达能力，给予学生充分的空间表达想法，
对于时代与闰土这一类人的影响可以展开讨论，学生搜集资料、
各抒己见丰富课堂形式。 

四、结束语 
语文教学需要大量的素材积累，特别小学语文教学中信息技

术的作用尤为显著，小学生阅历尚浅，对知识的联系能力不足，
需要教师的细心引导。教师应该紧紧跟随教学与科技结合的大潮
流，充分利用资源创造教学优势营造高效课堂，激起学生兴趣拓
展学生视野，为将来的学习打下基础，牢记学生为课堂主体的原
则实现师生互动共同进步。小学语文教学与信息技术的契合将小
学教育不断推向新的高潮，开辟一条教学改革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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