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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信息技术与初中语文教学的深度融合策略
季海平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苴镇新光初级中学　226409

摘　要：信息技术改变了教师备课、教研的方式，也改变了学生学习的方式，丰富了语文阅读课堂，给语文课堂带来了生机

与活力。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应合理运用信息技术更新教学手段，丰富教学内容，分享经典图书，创设教学情境，从而改变传

统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提高教与学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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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如今，技术逐渐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每个人都是

信息传播的参与者以及使用者，由此组成了错综复杂的网络

资源，改变了人们的衣食住行，将人们从枯燥无味的工作中

解放出来，促使社会的和谐稳定。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教师应充分发挥出信息技术的优势，与学生一同在信息技术

的帮助下，养成良好的信息素养，从而促进教学任务的顺利

完成，为学生日后的学习奠定坚实基础。

二、信息技术和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整合

（一）图文并茂的展现信息技术。信息技术是集图片、文

字、音乐、影像于一体的，相比于传统的教学方式更加具有

灵活性、多样性，随机性、全面性的优势。将信息技术和初

中语文阅读教学相结合，能够图文并茂的展现教学信息，帮

助老师突破初中语文教学过程中的重点、难点，进一步调动

学生们的积极性［3］。

例如，在学习《故乡》课文的时候，老师可以在课前为

同学们播放《故乡》这首歌曲，为同学们学习课文酝酿一下

感情，课堂之上可以根据文中的内容进行图片或者视频展示。

比如这一段：“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

边的沙地，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通过观看视频

或者图片之后，能够让学生们加深对《故乡》的理解，客观

地反映作者的真实情感。

（二）多媒体以直观、生动、逼真的画面在初中语文教学

过程中，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使学生们能够感同

身受，引发心中的情感共鸣，这是传统的教学模式无法进行

比拟的。例如：朱自清《背影》，这篇课文中最让人记忆深

刻的就是父亲背影的桥段。在这篇课文里，作者先后共写了

四次父亲的背影。分别是：“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父

亲去买橘子的背影”“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那肥胖的、

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利用多媒体信息技术向同学们展

示这四幅背影图片并加上文字说明，更能让同学们去感受到

作者的“悲哀之泪”“感动之泪”“感伤之泪”“思念之泪”，

借助多媒体信息技术的课件帮助同学们感受到真实的、浓浓

的父子之情。

三、丰富课程资源

课程资源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基本载体，并以此反映

丰富的语文知识。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教师通常以教材

为教学核心，不厌其烦地讲述着语文知识，即使是这样，语

文教材中依然有许多知识点被教师所遗漏，由此可见，常规

的教学方式，显然不再适应学生的个性化成长以及当前的学

习需求。新课标明确指出，教师应结合学生的个性特点以及

学习能力，合理地整合与归纳语文教学资源，并借助多媒体

辅助工具，丰富教学内容，强化教学目标，开阔学生的学习

视野，提高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多媒体设备

是一把双刃剑，其中既包含着有用的信息，也存在着无效的

信息，甚至一些网络资源会对学生身心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

因此，教师在选择教学资源的过程中，一定要小心谨慎，全

面分析教学资源的价值，确保学生所接收信息是积极的。

四、结合网络资源丰富教学内容

网络资源能够极大地丰富语文教学内容，由此拓展学生

的知识面，帮助学生积累知识。文言文是初中语文的重点内

容，不同的作者在表现手法上也不尽相同，学生学习起来会

遇到一些困难。例如，在学习《陋室铭》时，学生对这篇文

章的背景不是很了解，教师就可以让学生在课前利用网络了

解刘禹锡的生平。在背景知识的补充中，学生能够对作者刘

禹锡有一定的了解，从而结合作者的经历联想在这篇文言文

中表达了什么。文章在开篇“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

深，有龙则灵”中就已经表明了作者的态度：即便自己所处

的环境没有什么特点和优势，但是有才华的人居住到这样的

房屋中，也不会使屋子变得简陋。教师可追问：作者的这一

态度说明了什么呢？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顺利地完成了这

篇文章的学习。教师可让学生利用网络搜索历史上还有哪些

诗人的著作采用了同样的方式。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利用

多媒体呈现不同类型的文言文，带领学生感受古人通常都是

采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能够

让学生感受到语文课堂的趣味性，而且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文

学思维，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五、结论

综上所述，将信息技术引入到初中语文教学中，有助于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逐渐摆脱对教师的依赖，主动地

进行探究学习，促使个人语文素养的不断提升。教师应注重

改革创新，抛弃传统的教学方式，灵活分析信息技术中的教

育价值，避免带给学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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