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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教育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方式，其作用在近几年不断凸显。其不仅保证了学生学习效率的提升，同时促进了教学事业的发

展。基于此，文章中将互联网+教育引入到初中语文教学中，结合具体意义给出详细的执行对策，保证在详细探讨和研究中，教育工作者将

其作为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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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教育背景下，初中语文教学课堂变化特征为资源性介入，主

要是利用数字化资源、多媒体设备等，优化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最为

主要的，是微课教学，能够充分将信息技术的优势展现出来，也能使学

生形成新的认知，促使教学氛围的积极营造。 

1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初中需要教学意义 

第一，主客观关系的改变。互联网+教育背景下，利用信息技术能改

变传统的语文课堂方式，教学主体与教育客观之间为二元化关系，特别

是其中的多媒体设备、互联网教学资源的形成，且形成了一种第三方教

学方式。学生利用网络视频、电子阅读方式，能加强对信息的接收，也

能在课堂上构建教育主体和教育客观，保证三方一体化模式的形成。教

育主体为教师，客观为学生，微课视频为教学工具。基于学生角度，利

用微课，使教师增强自身的知识能力，也可以将其作为主体。基于微课

角度，教师制定教学课件，能使学生应用到学习中。特别是随着主客观

关系的改变，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密切。 

第二，资源媒介的改变。传统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学资源较为

单一，多是利用教材和黑板以及粉笔来完成教学。语文课堂教学和数理

化教学比较，使用的实物用具、仪器、材料都比较少，还无法给予直观

体验，不利于教学情境的创建。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使用计算机、投

影仪和电子白板等，能形成教师空间，也能从手工资源转变为数字资源，

在资源效率充分利用情况下，也能给学生获得强烈冲击。 

第三，互动机制的转变。传统语文课程教学中，教师和学生之间和

互动较为单一，教师提出问题不具备一定深度，学生仅是简单的进行教

学，总体为形式化。而互联网+教育背景下，互动机制得到扩展，教师利

用微信或者 QQ 等途径，跨越时空增加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2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初中语文教学措施 

2.1 课前准备 

在课前准备工作中，教师可以对互联网资源有效利用。基于新媒体

工具的使用，予以知识的有效备课。在这种执行手段下，不仅能使备课

的内容更加丰富，也可以在教学中促使知识的有效传播。比如，在《短歌

行》一文教学中，为了保证备课阶段更加充分，教师利用在前期利用微信

或者 QQ 等软件，对学生的实际情况积极了解，保证能充分研究教材中学

生还不熟悉的部分知识。如曹操的创作背景、历史上对曹操的评价等。教

师结合教学内容，对课程预习的内容抬提出有效要求。这样学生在期间不

仅能有效思考，明确预习中的方向，也有利于学习效率的提升。 

2.2 课堂中的互动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微课视频的方式，为学生创建良

好的学习情境。比如，在《短歌行》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为学生

播放《三国演义》电视剧中的影视片段，使学生能够集中注意力，增强

对知识获得的兴趣，这样学生跟着教师的讲解，将保证语文知识的有效

学习。不仅要在课堂过程中实现情境设置，还需要锻炼学生的听说读写

能力等，特别是在互联网框架模式下，将数字化资源和教学内容有效结

合，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充分掌握。比如，播放《短歌行》有关的诗朗

诵音频，使学生能够跟着读，在这种模式下，不仅增进了教师和学生之

间的距离，也会使学生获得真实的情感体验。 

2.3 课后的评价 

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应用，构建课后题库，引导学生能利用电脑或者

一些智能设备能完成学习。在这种模式下，教师能够随时进行作业的批

改或者问题的解决，保证学生能加强对知识的巩固学习。在互联网背景

下，也为学生提供新的体验，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主动性。不

仅如此，因为网络空间存在一定的匿名特征，教师在课堂上，进行的评

价多为面向全体人员实现的，基于网络平台的应用，能进行一对一的针

对性评价，也能在总体上为学生发展提供重要指导。 

3 总结 

基于以上探讨了解到，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课堂教学方式发生很

大改变，不仅能加强教学资源的利用，实现语文课程和信息技术的整合，

还能促使教学效率的提升，同时，基于微课形式，也能使学生对语文知

识获得较大兴趣，并积极主动参与到学习中，以满足课堂教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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