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给语文教学注入了

活力，在教学中适时适度地运用信息技术，能让语文教学的

外延更广，内涵更深。教学中笔者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进行资

源整合，引导学生线上线下交流展示，优化了课堂结构，创

新了学习方式，培养了学生能力，提高了学生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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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多媒体、现代通讯网络的迅猛发展，信息技术

已经渗透到了教育领域，在教育领域中引起了一场深刻的变化，
也给我们的语文教学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在教学中适时

适度地运用信息技术，能让语文教学的外延更广，内涵更深。 如

何让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高度融合呢？ 我进行了以下探索。
一、资源整合，产生共鸣

传统的语文课堂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张嘴，教师讲得津津

有味，可学生却无动于衷。究其原因是有的教学内容太抽象，教

师又没有任何辅助手段，学生根本不能与文本产生共鸣。 信息

技术进课堂，教师适时地引进课外资源并有效地与课内资源整

合，语文文本便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相联系，从而产生共鸣。
记得教《月光曲》一课时，对于《月光曲》的内容、意境、情

感，作者以生动的文字，借皮鞋匠的联想表达出来。 如何引领

学生感悟《月光曲》的意境，让文字与音乐融入学生的心灵呢？
在教学中我将音乐、图片、文字等信息进行整合。 导入新课时

让学生听曲子学课文，这样愉悦的学习氛围是不多见的，学生

的学习兴趣倍增。
在指导朗读课文重点段第九自然段时， 用多媒体出示音

乐和图片，引领学生将书上的文字与音乐、图片相匹配。 课堂

上学生随着乐曲时而舒缓，时而高昂激越地诵读，真正做到了

如见其景、如临其境。学生通过声情并茂地朗读将文中的意境

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文字与音乐、图景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学生在入情入境的诵读中，培养了语感，提高了审美能力。

二、优化课堂，提高能力

一节课只有 40 分钟，教师如何有效地利用这 40 分钟，让

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能力呢？信息技术的

应用解决了这一问题。它优化了课堂结构，大大提高了课堂效

率。在我们每一册的语文教材中都有综合性学习，在信息技术

未进课堂之前， 这些综合性学习活动往往只有个别学习能力

强、自觉性高的学生会从各种渠道完成综合性学习的内容。六

年级有一个《综合性学习：轻叩诗歌大门》，我带领学生利用教

室的网络资源搜集诗歌、整理诗歌、欣赏诗歌、朗诵诗歌、创作

诗歌，感受诗歌的魅力。 在活动中我们一起制订计划、设计诗

歌分类表、诗歌朗诵会评分表等，这次活动激发了学生学习诗

歌的兴趣、增长了学生诗歌方面的知识、培养了学生团结协作

的能力、锻炼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而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

应该归功于信息技术进课堂。

三、互动交流，促进写作

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点也是难点， 信息技术的出现

使作文教学进入了全新的模式：习作前利用多种媒体，充分调

动学生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感官；习作后利用班班通带领

他们欣赏佳作、上台修改。
记得教《我最喜欢的小动物》时，我家养了一只猫，我便事

先拍摄了小猫可爱的表情、吃食、玩耍等视频插到班班通的资

源库中并配上活泼的乐曲，学生看着一组组可爱的画面，听着

动听的乐曲，自然激起了对小动物的喜爱之情，形象的画面在

头脑中聚焦定格，写作时自然有话可说。
“文章不厌百回改，反复推敲佳句来。 ”以往的作文修改，

大多数是教师批改后进行集体点评，既不直观又缺乏针对性。
一体机上的拖拉勾画功能使现场指导欣赏、 修改习作成为可

能，增强了师生互动，大大改变了以往作文点评课教师唱主角

的弊端。
在指导学生欣赏佳作时，教师对好词佳句进行勾画，并在

白板上写上眉批，这些醒目的操作，做到了教师引导、学生交

流和反馈、阅读的同步进行，轻而易举地帮助教师实现佳作欣

赏中直观、快捷地与学生互动。
在当堂修改习作时，根据学生习作中出现的问题，教师圈

出问题段落，启发学生思考，对比不同的修改方案，帮助学生

在多种对比中学会推敲、学会字斟句酌。信息技术改进了作文

教学，学生的习作能力在长期的训练中不断生长。
四、创新学习，拓展外延

信息技术进课堂，学生在网络环境下学习，是一种参与式

的学习，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是创新型学习方式。 在

教学《太空生活趣事多》《活化石》等课文时，根据教学目标，对

教材进行分析、补充，并制作成微课发到班级 QQ 群里，学生

利用微课提前学习。第二天的课堂上，教师打开网页有的放矢

地引导学生进行交流学习， 这种创新型学习不仅能轻松地完

成教学任务， 最关键的是将语文学习从时间和空间上向外延

伸，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丰富了学习的内涵。
五、结语

只要能适度合理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找到它与语文教

学的契合点， 并将其与语文教学相融合就一定能为语文教学

开辟一条新路，就一定能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为培养创新型

人才开拓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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