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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信息技术环境下教与学的研究
杨秀杰

贵州省榕江县第四初级中学　557200

摘　要：当今社会，已经步入素质教育时代，但“贝多芬”时代还是有所存在。贝多芬，大家都清楚的知道是著名的音乐家。

作为 80后读书的学生，“贝多芬”时代就是谁背得多谁的分数就多。然而，在当今美好的素质教育时代下分数依然显得很重
要。素质教育提倡学生要胆大心细，以思想教育为主，分数为辅，可是实际上呢，大家都清楚，通过分析与调查发现了事与

愿违。那么为了拿高分，我们该如何授好自己的这一堂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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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教师的教学风格都不一样。有的教师喜欢“秀”课，

课堂上眉飞色舞，花样不断，表现出自己才华四溢。可作业、

测试一看，成绩都很不理想。通过我的几次听课发现，老师

的自身水平较高，可以说是拔尖的人才，但上课时，不考虑

学生的接受能力，一直在“秀”自己的课。特别是后面大部

分的学生，被他这一“秀”，昏昏欲睡，根本跟不上他的节

奏。有的教师喜欢“售”课，变成了买卖关系，就是通过上

课把所学到的知识卖给学生。这究竟是怎么个卖法呢！事情

是这样的，不管学生愿不愿意，肯不肯接受都卖。这里的买

卖与金钱无关，可是到最后学生的成绩还是没有得到显著的

提高。所谓授课，个人认为，教师的教，学生的学相结合；

以学生为主体地位，教师为辅导地位，让每位学生成为真正

的学习的主人。

也许信息技术课成绩没纳入中考总分，对学生的吸引力

不大，学生几乎是凭着与老师的交情或极少数同学对学科的

兴趣来上信息技术课，我发现学生上课很随意。我的每次课

都能碰到这样奇怪或调皮的学生，每次都想好好跟他们交流，

也许是我个人的原因，没有时间，不剂时间，或许这些学生

根本没有给我时间。如果说在上课解决，我的课堂上 40 多
个学生，不允许我那样，我个人认为是在上课而不是在谈心。

在我有时间的时候走进办公室，教室，往往见到班主任要求

几个学生各站一方补作业或语文、数学、英语的老师正找他

们谈话。老师和他们畅谈学习的重要性，鼓励他们树立远大

的理想。面对这一情境，我动用了我的理论课，在理论课中

我跟他们谈谈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聊聊计算机的发展史

以及计算机带给我们人类的利害关系，时间允许的话，我还

在课堂最后 10 分钟左右观看计算机相关视频。同时，在教学
之中我也渗透法律教育，培养他们的思想品德，道德情操，

分清世间黑白。当然，这么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我还特地里

调出时间跟他们谈心，我还跟他们聊过一个话题：为什么同

样是学生，别人能遵守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自己能约束自

己，而你们又为什么这样特别？学生的回答：中考与信息技

术的成绩毫无联系。

情境时常摆在我的面前，虽然只有这么几个捣蛋鬼，在

课堂上足够的混乱。确实老师本身的素质决定教学效果，能

否较好地把握教学环境，能否把握学生的个性特点以及掌握

教学是我们作为教师应该重视考虑的，是教育教学的关键。

但由于家庭教育的负面影响（如平时在家里吸烟、喝酒、赌

博）家长都无动于衷，导致学生智力的发育，从而使他们养

成不良的习惯。此外，教师的精力也是有限的，学生的学习

任务繁重，初中生的自觉性又比较差，作为教师我们只能关

注学生需要什么，该为教育事业做些什么，这些使我感觉到

自己的渺小。

当今的网络是一个开放性的、跨地域性极强的互联网。

任何人都可以上网或查找自己需要的资料，当然学生也不例

外。政治学里有一句话：“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上网

也同样如此，上网过度，精神崩溃；适量可使人精神舒畅。

关键是我们如何使用网络。首先，学生可以通过网络与外界

交流，很多学生平时性格内向，不怎么爱说话的，缺乏自信

心，不敢也不愿与师生间面对面的交流，互联网可以帮助他

们克服心理阻碍，开阔视野。其次，网络为教育资源的交流

提供了一个通道的平台，使我们师生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学到

或多或少的知识。再次，通过网络，可以促进中学生的知识

面扩充。普通的中学生的学习知识只能局限于自己的学校和

一些课外书籍，传授知识的老师始终只有那么几个，但如果

上了网，学生就可以在一个内容丰富多彩的、名师坐堂的网

站中任意翱翔，一个个分类细致合理的栏目让学生大开视眼，

学习成绩自然而然有所长进。最后，通过网络，使我们能以

掌握最新的教育动态。平时，普通的中学生很少也没有关注

电视和报纸上的新闻，只一味地埋头于书海，对时事动态一

无所知。因此，可从网上查询与教育相关的新闻、动态给予

时事政治添加必要的分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