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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继《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后，《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进一步推进了现代信息化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进程。有一些学者

认为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是教育信息化的必然选择，而有些学者认为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只能在理论上行得通，不能得到广泛的

应用，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以上观念其实具有共通性，即都在寻找信息技术与教育有效融合的方式。文章以多媒

体技术为切入点，结合初中语文写字教学内容，探究多媒体技术在初中语文写字教学中的运用价值以及运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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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多媒体技术是一种发展较为成熟的信息技术，具有集成性、交互性、

动态性的优势，教师也在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效促进多媒

体技术与教学内容的融合。随着社会、文化、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多

媒体技术的应用范围更加广阔，其脚步已经踏遍商业、教育、科研等各

个领域，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技术。初中语文教学也应当跟紧时代

的步伐，契合时代的脉搏，寻求教育教学与多媒体技术融合的创新路径，

切实提高初中语文教学效率，将学生培养为具有高综合素质、强社会适

应能力的现代化应用型人才。从初中语文教学现状来看，一方面，写字

教学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偏低，还未形成完善的教学体系；另一方面，

写字教学理念、方式较为落后，缺乏创新。为此，初中语文教师需要准

确把握写字教学的内涵，正确认识多媒体技术在写字教学中的作用与价

值，并探索“多媒体+写字教学”创新发展路径。 

1 初中语文写字教学的意义 

汉字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凝结了先人的智慧，并在现代化

传播中被赋予新的生命力。汉字具有音、形、意结合的特征，不仅是一

种表音符号，还承载了丰富的字形信息。同时，在信息时代下，学生更

乐于通过社交软件进行打字交流，导致学生规范书写汉字意识淡薄。此

外，《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对于汉字规范书写做出了明确的要求，

国家对汉字规范使用及书写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前，初中生汉字书写

呈现草率化、应付化趋势。开展写字教学活动，是传承汉字文化的需求，

是提高学生文化素养的要求，写字教学能够规范学生对汉字的使用与书

写，提高学生对汉字文化的传承意识，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促进学生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2 初中语文写字教学存在的问题 

2.1 写字课程体系不完善 

中国汉字博大精深，内涵深刻，其价值体现在音、形、意的有机整

合，书写汉字时，不仅要注重汉字的形体之美，还需要以写字的形式彰

显汉字文化的内涵，体会汉字演变过程中形成的独特价值。部分初中语

文教师在教学中将写字作为单独的课程，忽视汉字与词语、句子、段落、

文本之间的联系，在阅读与写作教学中没有融入汉字文化及汉字精神，

没有在日常教学中培养学生规范书写的习惯，导致学生难以从整体上感

受汉字的魅力，不利于学生系统性掌握规范写字的技能，也难以激发学

生对汉字规范书写的兴趣。 

2.2 教师对新课标的认识及落实不到位 

识字、写字是小学阶段语文教学的重点内容，但部分学生在小学毕

业时没有达到汉字规范书写标准，增加了初中语文教学工作的难度。虽

然初中语文课程标准中不再重复强调关于汉字规范书写的要求，但纠正

学生书写不规范依然是语文教师的重要工作。部分初中语文教师对新课

标的认识及落实不到位，在批改作业时仅纠正学生的书写错误，对字迹

潦草、书写不规范的学生只进行简单的督促，没有开展写字专项指导与

训练活动。同时，初中语文教学内容多，知识点复杂，教师没有足够精

力纠正学生不规范书写问题，学生也难以意识到规范书写的重要性。 

2.3 部分教师缺乏引领及示范作用 

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其言行都会影响学生的思想与行为。

部分教师书写不达标，执笔写字姿势不正确、在批改作业写评语时过于

随意，缺乏引领及示范作用。同时，不同学科教师对于汉字书写规范的

认识及标准不统一，学生虽然通过语文学科掌握规范写字的技巧，但由

于没有教师的监督与管理，在完成其他学科作业时仍然存在字迹潦草、

错别字多的现象。由此可见，规范学生正确书写汉字需要各学科教师在

写字标准上达成共识，才能够尽量降低学生汉字书写的错误率，提高学

生字迹的美观及规范程度。 

2.4 学生写字方法不正确 

写字方法包括写字姿势、执笔姿势、书写笔顺、书写美观等。首先，

在写字姿势上，大部分初中生写字时后背弯曲，两肩向身体一侧倾斜，

还有部分学生将一只手支在头上，甚至翘起二郎腿；其次，在执笔姿势

上，大部分初中学生没有掌握三指握笔法，写字时笔杆直立甚至向前倾

斜；再次，书写笔顺是写字的基本技能，当前初中生对汉字笔顺了解程

度不足，导致写字效率低； 后，书写美观不仅包括书写清晰、工整，

还包括笔画具有线条美、书写有力度、字体结构均衡、书写格式统一等。

当前初中生写字求快而不求美观，写字时随意性较大。 

3 多媒体技术应用于初中语文写字教学中的作用价值 

3.1 营造规范写字氛围 

开展写字教学依赖于学生规范书写汉字的意识。基于初中生写字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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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其规范写字意识淡薄，写字随意性较大。在写字教学中应用多媒体

技术，能够营造规范写字的氛围，使学生自觉注意正确认识规范写字的

重要性。例如教师可以在投影屏上播放王羲之“错把墨汁当蒜泥”的动

画视频，视频中王羲之专心致志看字帖、练写字，草稿堆积如山，当播

放到王羲之因太过专心将蘸了墨汁的馍馍吃掉还弄得满嘴乌黑时，学生

兴致盎然并深受启发，理解规范写字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只有勤学苦练

才能够练就扎实的写字功夫。 

3.2 创新写字教学形式 

汉字是音、形、意的有机体，传统写字教学侧重于写字形，忽视音、

意的整合。利用多媒体技术能够充分展现汉字的形体之美，配合音乐，

使学生感受汉字的魅力及内涵。教师可以构建音乐怡情—作品鉴赏—执

笔写字，听、看、写三位一体教学形式。首先播放旋律优美的中华古典

音乐，创设写字情境；其次，在投影屏上展示《兰亭序》、《九成宫》等

书法名家的作品，使学生从视觉上享受汉字之美； 后，在音乐中引导

学生执笔写字，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到书写过程中。 

3.3 激发学生写字兴趣 

写字教学具有极强的示范性，利用多媒体技术能够使示范教学更加

直观，同时，通过示范—学生展示—学生评价—自主修改能够激发学生

学习规范写字的兴趣。首先，教师可以直接用纸墨在视频展示台上范书，

同平时作书一样自然、流畅，藏露、提按、方圆、徐急等表达到位，清

除准确，学生手、脑、眼并用跟随教师示范进行练习。其次，教师鼓励

学生上台向大家展示学习成果。再次，教师利用多媒体技术的回放功能，

请其他学生评价该学生的作品，帮助学生发现自己写字上的不足。 后，

学生自主修改后教师再次评价，并采用鼓励、激励的方式赏识学生的进

步，继而帮助学生树立信心。 

3.4 提高写字教学效率 

批改作业，纠正学生不规范书写错误也是写字教学的一种形式。初

中学生课业繁多，在写字上随意性较大，教师批改作业时难以面面俱到

地纠正每一名学生的错误。为此，教师可利用多媒体技术将学生作业投

射在发屏幕上，请学生帮助教师批改。为了提高学生的争先意识，教师

可以采用小组竞赛的方式，发现错误或提出一条能够提高写字美观性建

议的小组得一分， 后计算各小组得分，得分 高的小组可以获得写作

工具作为奖励，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参与写字学习活动的积极性，还能够

显著提高写字教学效率。 

4 促进多媒体技术与写字教学融合的有效方式 

4.1 构建学习任务群，综合提高学生语文素养 

学习任务群的内涵为融通、整合，即将写字、阅读、写字结合为有

机的整体。例如在阅读教学中，教师可以设置如下学习任务。 

4.1.1 通过阅读、品鉴文章，总结人物形象特征； 

4.1.2 撰写人物形象特征分析； 

4.1.3 保证字迹美观，书写正确。 

以上学习任务围绕学生必备的阅读、写作、写字语文技能，将写字

教学渗透至初中语文日常教学中，能够培养学生规范写字的习惯。同时，

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请学生上台结合所撰写的人物形象特征分析

绘制人物“画像”，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既能够加深学生对文章的理解，

又能够训练学生的写字技能。 

4.2 提高教学能力，发挥教师示范与引领作用 

首先，教师需要掌握基本的多媒体应用技术，不仅要综合运用文字、

图像、视频等元素丰富写字教学的形式，还需要灵活运用各类多媒体教

学软件，如在讲解笔画形状时，因为笔画的具体形象均来自于生活。如

横为“千里阵云”；竖为“万岁枯藤”；点为“高峰坠石”；讲解“转”、

“折”、“顿”、“提”等术语时，利用多媒体演示与之有关实物图片。如长

横起收笔时右下笔顿、行笔时右上略提，中间略为向上拱起等运笔方法

很抽象。在教学中，教师可以运用班班通设备“互换式一体机”中畅言

软件的电子白板汉字书写动画效果图进行演示教学。其软件功能强大，

有笔的种类多，结构分析直观，笔顺书写演示等功能。其次，教师要自

觉提高写字教学能力，注重言传身教，教师端端正正写，学生端端正正

学，师生共同努力，逐步提升，充分发挥写字教学的育人功能。 

5 结束语 

写字是初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当前初中语文写字教学存在写

字课程体系不规范、教师对新课标的认识及落实不到位、部分教师缺乏

引领示范作用、学生写字方法不正确的问题。在写字教学中应用多媒体

技术能够营造规范写字氛围、创新写字教学形式、激发学生写字兴趣、

提高写字教学效率。为此，初中语文教师需要构建学习任务群，综合提

高学生语文素养。同时，不断提高自身教学能力，发挥示范与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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