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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科技已经融入到教育领域当中,尤其是在基础教育阶段,我们几

乎每一天都在利用科学技术辅助教学工作,并且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与教育相关的现代教育技

术,现代教育技术种类多种多样,对教育的辅助功能也非常的强大。但是在实际教学工作中,现代教育技

术的应用依然表现出不全面、形式化等问题。本文基于现代教育技术功能多样化的特点,以小学语文教

学为例,探索现代教育技术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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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field of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the stage of basic education. We u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assist teaching almost every day, and have formed a relatively perfect set of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lated 

to education.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The auxiliary function of education is also 

very powerful. However, in the actual teaching work,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till shows 

some problems, such as incompleteness and formalizatio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fied functions of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this paper takes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Chinese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s. 

[Key words]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rimary school; teaching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新课程改革工作推广以来,一直鼓

励广大教师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采用信

息技术辅助教学,利用信息技术的各种

形式,优化不同的教学阶段和过程,培养

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

解和应用能力,让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其中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对信息

技术的应用非常广泛,其意义也非常的

深刻,无论是从学生学习兴趣激发,还是

从学生对文本知识的理解角度上分析,

信息技术一直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1 现代教育技术在小学语文教

学中应用的意义分析 

现代教育技术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

具有重要的意义,包括：①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信息技术可以构建文本情境,将

枯燥的文字转化为视频、动画,再搭配音

频来作为教学情境,对小学生来说很具

有吸引力,是学习兴趣激发的主要渠道

之一。②信息技术可以减少教师的工作

量,提高教学效率,有了信息技术的帮助,

教师不再需要进行过多的板书展示,教

师将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展示知识的结构

知识的应用方式,对教师的教学工作效

率提高,和学生的学习方式转化也有重

要的意义。③信息技术拉近了教师和学

生、学生和学生之间的距离,有了信息技

术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可以利

用网络进行学习交流,打破了时间和空

间对学习的限制,可以让课堂教学延伸

至课外,语文学习交流的过程将可以随

时随地的进行。 

2 现代教育技术背景下的小学

语文教学实践研究 

2.1信息化智能工具构建文本情境 

文本情境是语文学习的基本素材,

是承载语言知识,丰富语文课堂的基本

材料。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文本情境转化

工作,是小学语文教师的工作重点,对激

发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语文

思维素养非常有作用。在实际工作中教

师可以借助信息化智能工具,比如Flash

动画工具、制图工具或者视频工具,来构

建学生感兴趣的文本情境,将原本枯燥

的语言文字转化为生动形象的视频素材,



国际教育论坛 
第 3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1196（P）/ 2705-120X (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40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从而调动学生的感官,引发学生想象和

思考,让学生自我表达自己所观察到的

内容,教师只需要做好引导作用,将学生

的思维引导至课文内容之中,从整体上

分析结合了加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对培

养学生的言语智能、视觉空间智能和数

理逻辑智能都非常有帮助[1]。例如在讲

授：《海底世界》这篇课文的时候,本文

通过语言文字描述奇妙的海底世界。但

是如果教师能够利用信息化智能技术来

表征文本内容,将能够更好的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并调动学生的思维。教师利

用动画智能工具,通过下载海底世界的

视频并载入音频,将海底的神奇色彩,比

如：各种颜色的鱼、各种奇形怪状的海

底生物,各种奇特的声音包括：鱼类生

物、软体动物捕食的声音。引导学生对

海底的声音、海底的动物活动特点、海

底植物活动的特点进行表达,这也是教

师引导学生从课文的思路上进行表达,

学生结合信息化智能情境,展开想象和

思维构建,在脑海中建立对知识清晰的

认知和理解,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理解

能力,对引导学生展开有意义学习非常

重要。从语文教学核心素养和教学质量

提高上来看,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把传统的被动式学习转化为学生主动思

考的学习过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效

的教学过程。 

2.2信息化智能技术构建知识结构 

在教学中教师应该要将课文的知

识结构呈现出来,将知识的前后逻辑关

系清晰的展现在学生面前,课堂上学生

学习的根本目标是学习基础知识,在语

文课堂上形成稳固的知识体系和结构,

从而为后续更高阶段的语文学习做准

备[2]。在传统的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习

惯于通过口头讲解,或者通过板书的形

式呈现出本节课的内容,口头讲解有的

时候教师讲得太快,一闪而过很多学生

都没有听清,或者还来不及理解,教师就

讲到后面去了,板书展示有的时候学生

看不清教师所呈现的知识内容,或者在

讲课的过程中,需要对板书进行涂涂改

改,导致板书内容不清晰,容易引起学生

思维混乱的现象。为了构建清晰化的知

识结构,引导学生在脑海当中构建稳固

的知识体系,教师可以利用信息化智能

技术中的制图技术,制作思维导图,在思

维导图中呈现出文章的基础知识框架,

引导学生认真学习语言基础知识,完成

小学语文新课标中对语文基础知识教

学的基本要求。例如在讲授：《我的伯

父鲁迅先生》这节课的时候,本文内容

负责所包含的语言基础知识比较多,传

达的思想情感也非常的丰富,对学生的

语文阅读理解能力要求较高。教师利用

信息化智能技术中的制图技术,结合本

文内容制作了一副思维导图,以文本框

和线段的方式清晰的展现出文章的知

识结构[3]。首先中心文本框呈现的是文

章的主题：我的伯父鲁迅先生,随后延伸

出二级文本框,包括：语言文字,历史背

景资料,好句分析,故事情节分析,情感

表达,每一个主题都用一个二级文本框

展示出来,所以二级文本框就是展示本

文需要学习的重点知识,明确学习的目

标。 后每一个二级文本框后面再延伸

出一个三级文本框,比如“语言文字”二

级文本框所延伸出来的三级文本框,应

该是对文章中的字音字形和好词好句进

行解释说明。“故事情节分析”二级文本

框所延伸出来的三级文本框,应该要对

课文的几个主要故事情节进行分析,包

括“我和伯父一起阅读水浒传”、“我和

伯父聊碰壁的故事”、“伯父遇见摔伤的

车夫”,对每一个故事情节进行分析,了

解故事发展的过程,建构对文本的认

知。通过思维导图教师清晰有序的将本

文的基础知识框架和内容展示在学生

的面前,引导学生去学习和理解帮助学

生形成稳固的知识内容。 

2.3信息化智能技术设计趣味作业 

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设

计一些趣味性的作业,让学生在课堂上

体验语文学习的趣味,完成趣味作业来

巩固所学习的语文知识。作业是小学语

文学习的必要学习材料,但是一直以来

很多学生对作业并不感兴趣,因为通常

都是在教师强压、高要求之下完成作业,

而且作业的内容非常的复杂,很多学生

因为作业太多而出现敷衍了事的学习行

为。教师可以利用信息化智能技术设计

趣味课堂作业,将游戏和作业相融合,摆

脱作业枯燥无味的状态,让作业表现出

动态化、形象化和具体化的特点。例如

针对字音和字形设计作业是小学语文课

堂作业设计的重点,教师可以结合学生

感兴趣的“弹珠”小游戏来设计作业,

游戏界面上出现很多个泡泡,每个泡泡

上都有一个汉字的汉语拼音,游戏界面

下方有一个弹珠发射器,发射器上面写

了一个汉字,要求学生将发射器对准相

应的泡泡,随后点击发射按钮,这样就可

以击中所对准的泡泡。如果击中的泡泡

上的汉语拼音和发射器上的汉字相对应,

那么该游戏就算成功,将会获得一个游

戏积分。电脑游戏是小学生日常学习非

常感兴趣的部分,教师将学生的兴趣和

作业相结合,培养学生作业完成兴趣。或

者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智能技术,展示一

些和文章相关的抢答题,让学生通过强

大游戏来完成这些题目,对激发学生的

作业学习兴趣也非常有帮助。 

3 结语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着教育行

业的发展,教育也搭上了信息技术的快车,

使之快速的发展。教师要学习信息技术的

各项教学功能,灵活的处理各种信息技术

之间的关系和功能,在教学的不同阶段中,

利用信息技术来呈现知识情境、呈现知

识结构,以及设计课堂作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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