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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多媒体在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闫红霞 

（乡宁县教育科技局） 

 
摘要：传统教学语文教学中，我们大多时候关注学生的学习结果，忽视

学生的学习过程。现代多媒体应用于语文课堂教学，有效地融合各种教

育手段，形成图文并茂、形式多样的丰富课堂，推进了课堂教学改革，

为课堂教育发展带来生机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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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教学语文教学中，我们大多时候关注学生的学习结果，
忽视学生的学习过程。现代多媒体应用于语文课堂教学，有效地
融合各种教育手段，形成图文并茂、形式多样的丰富课堂，推进
了课堂教学改革，为课堂教育发展带来生机和动力。 

1.教学情境化，激发兴趣 
多媒体的介入，趋向情境教学，即运用具体生动的场景以激

起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提高学习效率的教学方法。多媒体技术
的运用则能更好地帮助教师创设情境，刺激学生的好奇心，集中、
激发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望。在
讲授《春雨的色彩》时，可设计这样一组画面:优美的雨境中显
示着课文中最能体现意境的句子，让孩子结合图画再多种形式地
朗读这些能描写春雨的句子，学生一下子便进入情境之中来切身
地感悟春之韵美，自然步入文本的境界。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尽
可能地利用一些色彩比较亮的图画或者找一些学生喜欢的动画
片形象，引起学生的兴趣，让学生尽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媒体教
学中，享受情境课带给自己的学习乐趣，享受语文的学习。再如，
教师在讲解《悯农》这首古诗时，可以通过媒体制作，勾画出一
个老爷爷在日头正大的太阳底下，一滴滴的汗水往下滴却还是坚
持耕种，利用这个情境展示，让学生有一种身在农田的感觉，从
而深刻感受到农民的辛苦，知道以后要节约粮食、粒粒皆辛苦的
道理，也对语文的学习产生兴趣，愿意跟着教师的思维去思考问
题、观察问题，从而在根本上提高学习质量。 

2.知识系统化，激发求知 
作为教学的实施者，教师要围绕学生主体，利用信息技术的

优势，构建语文知识体系，对知识进行梳理，强化学生的学习主
动性。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有效运用多媒体能将平常所学孤立的、
分散的知识串成线、连成片结成网，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促进学生主动思考和自主探索，将知识形成有效的转化。例如，
学生作文感到最苦恼的是“没啥可写”，其次是“写不清楚”、“写
不具体”。要帮助他们突破这些难点，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将
景物、美句、段落、整篇布局、范文组成一个知识系列，逻辑性
的呈现给学生，引导学生逐步学会写作。例如，在写景教学中，
可以利用多媒体，呈现多篇景物描写的文章，最好是多篇描写一
景，让学生总结写景的一般顺序，然后多媒体播放新景，让学生
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最后通过媒体投影展示学生的作品，
使学生在大容量的课堂中，对写景产生系统性的掌握。 

3.资源整合化，引导阅读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应当让学生在主动积极

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
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因此，教师必须充
分发挥网络资源优势，为学生创造情境，激发情感，启迪思想，
使他们通过直观、形象的演示步入文本境界，感悟课文内容，达
到既定的学习要求。例如，在学习童话一单元时，教师可以利用
媒体优势整合多篇童话，引导学生阅读，拓宽学生的视野。首先
以《稻草人》为例进行阅读指导，重点指导学生品味童话大胆的
想象艺术以及读后的交流。（作者是谁？哪国人？实现和作者的
对话）设计提问：文中有哪些人物？你最喜欢谁?说说你的理由？
通过多角度汇报交流展示，丰富每一个学生读书的感受。其次，
整合资源，优化推荐相近书目给学生阅读，如《皇帝的新装》《旅
行家》《丑小鸭》《白雪公主》等，可以让学生采用跳读的方式，
借用前面的阅读指导，体会相关童话中的想象及所表达的情感。
通过以童话为主题大量阅读，以媒体的形象生动为载体，激发学

生兴趣，培养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 
4.难点形象化，易于掌握 
语文教材中，有些内容比较枯燥抽象、难以理解。在往常的

教中，可能一个知识点老师讲得口干舌燥，学生还是十分茫然。
多媒体教学可通过各种手段和特技进行艺术加工，用生动的画面
形象直观地再现抽象的语言文字所承载的内容，化难为易，把学
生的觉、听觉等协同利用起来，促进知识的内化，从而突出教学
的重突破教学的难点。例如，教师在讲《望庐山瀑布》这首诗时，
可以利用媒体动画播放诗词产生的历史背景故事，展示诗词所展
示的庐山瀑布景象，分诗句针对性的出示相应的系列图片，让学
生知道庐山的壮观，让学生对庐山进行丰富的想象，让学生在自
己的想象里感受“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感觉。还有很多语文知识
并不能简单地靠教师陈述学生就能掌握，它需要学生有很强的领
悟能力。面对语文知识的这一大奥妙，教师应在授课过程中多培
养学生的理解领悟能力。借助媒体辅助教学，构建语文的知识点
框架，让学生能够更快地融入语文内容的学习中，然后能把自己
感受到的语文知识分享给其他同学，这样，学生不仅能够思考领
悟语文知识，还活跃了课堂气氛，使语文课堂充满活力。语文有
了媒体的帮助，学生开阔了思维，能主动和小伙伴讨论互动，能
更深刻地理解语文知识，从而更有效地学习。 

5.知识过程化，激发思维 
多媒体特殊的性质，便于在教学中呈现知识形成的过程。揭

示知识形成的过程，能很好让学生从深层次上体验和认识知识，
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在过程活动中伴随着民主平等，宽
松的学习氛围，展示的是学生勇于探索，求异创新的活动。合作
交流，创新意识，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都可以得到发展，学生的
自信心、自我意识和自主能力也随之得到强化，有利于学生综合
素质的发展。例如在语文识字中学习“休”字时，可以播放一棵
大树旁，一个人觉得累了，就靠在树上休息一会儿，然后人与树
逐变形为“休”字，旁边出现“休息”这个词语。动感的画面，
形象的解说，艳丽的色彩吸引着学生把画面与汉字“休”联系在
一起。教学实践证明，直观演示识字，掌握的生字比较牢固，教
学效果较好。再如教“青”字，可以列举出和它相近读音、相近
字型的一组字，情，清请，晴，睛”等，每出现一个字，在大屏
幕上就会出现与之相对应的图，既形象又生动。学生通过观察比
较，很快就能找出这组字的异同点，学生就很容易的记住这些字，
而且记得很深刻，以后也注意区分。 

如果说语文课堂教学是一朵绽放的花蕾，那么多媒体教学就
是一片锦上添花的绿叶，二者相得益彰，给学生创设了愉悦有趣
的情境，使他们体验到学习的乐趣、成功的快乐。能开阔学生视
野，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及发展个性，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