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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技术在小学语文中的应用，具有多种优势，

既能够制作短小精湛的视频课件，也可以运用多彩的景

象和动听的声音还原教材内容，丰富学生的想象力，降

低学生单纯想象所浪费的时间，帮助学生更加清楚、直

接地了解所学知识和内容。

一、小学语文信息化教学的必要性

（一）教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信息技术在我国的普及，教育领域和信息技术

的结合，不仅仅是一次教学变革，也是现代化教学发展

的必然趋势。在信息化教学活动中，学生的主体地位也

得到了增强，大大降低了学生对语文课程学习的抵触情

绪和心理。[1]在信息化教学中，学生所学知识不再局限

于教材和教师的限制，更加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造意识

和动手能力。同时，通过信息化教学还可以降低教师工作

量，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了保障。

（二）营造活跃的课堂氛围

在传统教学中，通常以教师为课堂主导而去设计和

开展教学活动。在这种模式下，不利于学生潜能开发以

及智慧思维的提升，严重损害了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

位。信息化教学活动的开展，一方面开始重视学生的主

体地位；另一方面教师教学态度的转变，更加有利于师

生良好关系的构建，促使课堂氛围变得更加和谐、活跃，

让学生更加愿意主动完成学习任务，参与课堂活动。例

如，教师在教授《少年闰土》这一节内容时，文中写道：

“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

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虽然在教材中，有闰土的人

物形象，但是，教师仍旧可以利用信息化技术中的绘画

工具，让学生结合自身想象，以及文中对闰土的各种描

述，和教师一起绘画一副全新的“闰土形象图”。通过师

生合作的方式，既可以活跃课堂氛围，还可以拉近师生

间的感情、距离，营造出和谐、舒适、趣味的课堂氛围，

让学生更加愿意参与课堂活动，有助于学生的思维能力、

观察能力、语言逻辑能力、想象能力等多方面能力的提

升，高效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三）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

在小学语文课堂中应用信息化技术，能够将教材中

死板、枯燥的内容，变得更加生动形象，以声情并茂的

形式展示出来，能够有效捕获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学生

自身情感、思维，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和兴趣，为良好教

学效果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很多学

生常常受挫，从而导致学习兴趣的缺失，其根本原因在

于教师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伟大的热情能战胜一

切。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只要强烈地坚持不懈地

追求，他就能达到目的”，而信息化技术的应用，能够丰

富教学手段，有效激发学生的热情，帮助学生重构语文

学习意识。

二、小学语文教学中应用信息化手段的策略

（一）信息化支持趣味导课，激发学习兴趣

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高质量的导课是小学语

文高效教学的基础。同时，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想要让

学生在课堂上积极、主动地学习知识，则需要充分激发

其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在课堂上应用信息化手段，应

该先着眼于导课环节，基于学生的兴趣点设计趣味导

课内容，在利用高质量的新课导入为后续教学作铺垫的

同时，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例如，在教学统编版

《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以下统称“教材”）二年级下

册《邓小平爷爷植树》这篇课文时，教师可以先通过多

媒体展示几张图片——天坛、老人、树苗、人群，引导

学生对图片进行观察，启发他们思考图片能够组成一个

怎样的故事。新课导入在图片支持和学生想象下变得生

动有趣，植树画面直接呈现在学生眼前，学生通过捕捉

“树苗”关键信息，提出“图片可以组成一个关于植树

的故事”。随后，教师展示“邓小平爷爷植树”的图片，

并用简单的语言介绍邓小平。学生跟随教师的人物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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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图片，验证自身关于“植树故事”的猜想，并带着

“邓小平爷爷为什么要植树？”“邓小平爷爷是怎样植树

的？”“课文写邓小平爷爷植树的目的是什么？”等问题

主动对课文内容展开学习。

（二）信息化支持情境阅读，促进文章理解

随着年级的升高，小学语文知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针对该变化，若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中为学生构建与文

章故事相对应的情境，为其创造身临其境的阅读和思考

的机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学生的阅读难度，促进

他们对文章的阅读和理解。尤其是针对一些古诗词，将

其所描绘的内容通过情境展现出来，可以有效帮助学生

突破古文理解的障碍，让他们在情境体验的支持下迅速

理解诗词情感内涵。因此，将信息化手段应用于小学语

文教学，教师可以创设阅读情境，借助信息技术还原教

材故事情境，组织学生进行情境化学习。例如，在教学

教材四年级上册《暮江吟》这首诗时，教师在课堂教学

中可以借助多媒体呈现日暮黄昏的江水风景，体现“残

阳”“半江瑟瑟半江红”等古诗信息。紧接着，教师引导

学生观察情境，先让学生说出所见之景，再鼓励他们想

象“如果自己身处江边，在看到此情此景会出现怎样的

情感变化”。在“一说一想象”中，学生逐渐将情境描绘

出来，于无形间实现了对古诗的高效翻译，也感受到了

作者沉浸于此景中的喜悦、放松之情，准确把握了古诗

情感内涵，对古诗词学习产生了热爱。

（三）信息化创新释疑解惑，助力深度学习

如何解决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出现的困惑，一直以来

都是困扰小学语文教师的一个问题。微课作为在信息化

环境中出现的一种全新的教学资源，具有内容精练、主

题明确、时长较短等特点，可以在精准答疑方面起到积

极的作用。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用信息化手段，

可以将微课应用于释疑解惑环节，面对学生提出的问题，

用微课进行解答。在此环节中，教师可以将更多注意力

放在对学生微课学习反馈的观察和对微课内容的辅助讲

解上，使学生多方位获得释疑支持，进而更好地解决学

生的学习困惑，促进深度学习的发生。例如，在教学教

材五年级上册《落花生》这篇课文时，教师基于对学生

的学情了解，提前围绕他们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文章重点

内容设计微课，在微课中解释花生在课文中的作用、花

生的特点，重点围绕课文第10~14自然段分析父亲想要

通过花生告诉孩子们的道理。当学生在课堂阅读活动中

提出相关问题后，教师播放微课，引导他们观看并对其

内容展开思考，在此过程中，教师根据学生的表现暂停、

快进或重新播放微课，并对微课中不易理解的内容进行

二次讲解。如此循序渐进，学生逐渐通过微课分析明确

“花生”贯穿全文，是作者的童年记忆，也是文章的重

要意象，了解课文中种花生、收花生、吃花生、议花生

的整个过程。花生虽然长得不好看，但是很有用。课文

借物喻人，父亲想要借花生的这一特点告诉孩子们，要

做像花生一样真正有用的人，而不是做外表好看的人。

我们也要像作者一样，学习花生的品质，成为真正有用、

能够在社会中发挥价值的人，从而实现对课文内容的深

度学习。

（四）信息化优化课堂写作，实现读写结合

基于课程改革背景优化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教师还

应该注意平衡阅读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加强对学生写作

能力的培养。因此，教师还可以将信息化手段渗透在写

作方面，落实读写结合教学。例如，在教学教材六年级

上册《只有一个地球》这篇课文后，教师可以设计“学

写倡议书”的写作活动，先借助希沃白板展示“倡议书

写作结构”思维导图——标题（说明倡议的方向）、称呼

（倡议的对象）、正文（倡议的内容）、署名和日期，再

引导学生回忆学习《只有一个地球》这篇课文的收获，

如现在的地球环境是怎样的？我们应怎样对待地球？通

过回忆启发学生说出自己想要“倡议”的内容，再指导

学生按照思维导图，根据自身写作思路列出写作大纲，

融入真情实感进行写作。在信息化手段的支持下，将思

维导图应用在读写结合教学中，学生不仅能够准确厘清写

作逻辑，还可以将阅读经验、阅读情感更合理地渗透在写

作中，学生的写作能力和迁移学习能力均能得到提高。

三、结语

由上文分析可以充分明确，在信息化技术进一步广

泛应用的背景之下，有效推进小学语文信息化教学有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新课改的必然要求。在具体

操作环节要充分激发学生的信息化学习兴趣，在信息化

课堂教学过程中全身心地融入，同时也要构建丰富完善

的信息化语文资源库，教师在教研方面要充分增强，做

好教学实践和多样化课堂打造，对于信息化课程资源进

行深入开发和有效应用，进而为促进信息化教学水平的

提升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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