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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代网络科技的发展下,信息技术已经逐渐在小学语文课堂当中被应用。信息技术的加入

创造了一种有效的语文课堂环境,并且保证小学语文教学更加充实,信息技术为小学语文课堂增加多种

可能性,因此通过信息技术实现语文与当代教学环境的融合是本篇论文当中主要探索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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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in the new er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gradually applied i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classroom. The addi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reates an 

effective Chinese classroom environment and ensures that the Chinese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 is more 

enrich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creases a variety of possibilities for the Chinese classroom in primary school. 

Therefore,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contemporary teaching environment throug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the main focus of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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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基于语文课堂而言,信息技术的应

用价值是多样化的选择,小学语文课程

学习内容运用信息技术去呈现出更加有

效的效果,方便学生通过感官、听力以及

观感去更好的理解语文这门课程。 

1 信息技术应用小学语文课堂

的主要价值 

信息技术技术加入到小学语文课堂

当中所体现的应用价值有以下两点： 

第一,信息技术的运用让课程呈现

出多样化的趋势。加入信息技术以后,

小学语文可以从视觉、情景、内容等多

个方面去塑造更为有趣的课程状态,也

让学生在信息科技的展示下了解语文的

另一面,以更好的状态去投入到语文的

学习当中。信息技术技术的加入决定着

语文课程的创新与多样化,可以真正的

去提升学生们对语言以及文学艺术的赏

析能力,让课程的呈现更加精彩有趣,信

息技术的融入所塑造的教学氛围具备可

行性与创新价值。 

第二,信息技术可有效完善小学语

文素质教育内容。它能够有效的去促进

学生对语文多方面的理解程度,告别固

有的教学形式,让教学模式更加生动有

趣。如信息技术的加入会让教材的内容

效果充分的表达出来,我们可以运用这

种信息技术去打造一种新型课堂的模式,

真正的让学生在学习当中去找到很多乐

趣,让教学内容得以开发,通过网络与现

实途径的结合实现教学的更高层次,让

语文教学多样化、趣味化、创新化。 

2 信息技术在小学语文课堂当

中的应用模式 

2.1创造信息技术情景教育模式 

在小学语文课程当中,信息技术使

用的应用点在于把原来的课堂教育模式

变成一种情景教育形式,真正的以塑造

某个情景作为教学的激发点,让孩子们

通过情景的重现去理解老师所塑造的课

程内容。如在一个场景的设定下去感受

课文中的实际画面,真正的去塑造一种

感受环境,而这种环境是与各个学习场

景结合在一起的,它拥有一定的多元化

特点。 

如当学习诗词类题材的文章时,可

通过信息技术去呈现其中的场景,展示

课文当中所提及的画面,这样当学生融

入到情景中时,能够非常容易去理解诗

词背后的深刻含义,通过情景塑造学习

氛围会取得很大的成果。情景教育就是

通过信息技术去实现不一样的课堂效果,

通过精彩的画面,生动的语言和良好的

视觉感受需让孩子们体会到语文当中的

文艺价值以及真实的感受力。基础知识

的教学如果采用常规一对多的模式让学

生去理解课文,这种直观的教学方法会

缺乏一定的技巧性,而信息技术是把小

学语文所学习的内容呈现出不一样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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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让学生感受课文设计的场景,以画

面、语音、声优等模式呈现出来,这样会

产生身临其境之感,真正的去融入课堂当

中了解课文,以知识点背后的真正意义。 

2.2运用信息技术深化教材内容 

信息技术是让教学模式较为单一

的课堂更加精彩,深化教材的同时和所

学习的知识内容结合在一起。信息技术

的融入要懂得让教材内容更具备探索

性,并且主动去培养学生的感受能力,

通过信息技术去实现教材内容的拓展,

让小写语文课程模式趣味化、实践化、

多样化。 

比如当老师去设定教学主题锻炼学

生口语与阅读时,信息技术可更好的去

呈现教学意图,通常情况下语文课堂以

锻炼学生的口语、作文、阅读为教学基

础,那么信息技术的加入可以让教材内

容深化且更有趣味探索意义。比如以一

些生动的视频去表达口语练习的画面和

阅读场景,采用信息技术途径作为教学

辅助材料,可通过信息技术模式去呈现

口语教学效果,让教材内容更加的立体

化,思想化和形象化,这些都是信息技术

的有效作用。信息技术的融入可以让孩

子们更好的去了解课文和一些新的知识

内容,这才是语文教学当中的重点。因此

为了实现信息技术与语文课堂的融合,

教学要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感受能力,

将信息技术与教材内容结合在一起,从

多个角度去感觉语文内容,而不是单一

的去理解知识点。 

2.3通过信息技术改革教学形式 

在以往的课程当中,老师主要以语

文知识讲解去展开课程模式,但是往往

取不到想要的实际效果,因为讲解模式

过于以老师为主体,让学生得不到充分

的锻炼。信息技术技术的加入可以改变

这种课程模式,让它呈现出多样化的特

点,信息技术的加入可更好的去呈现出

一种精湛的技术效果,让小学生从兴趣

的培养角度去展开学习,这是信息技术

加入到课堂当中的优势,即改变固有教

学模式,让课程教学形式不断改革。 

如在日常教学中,以往的写作学生

只是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去构建文章内容,

而信息技术可通过精彩的片段和故事让

学生产生对作文主题的联想,让孩子们

先去观察所播放的内容,然后再去创造

作文灵感。如让孩子们去写景物类作文

时,可以寻找一些山水画面以及视频进

行播放,这种材料的融合增加了学生对

语文知识层次的了解程度,也让教学形

式更加多样化。脱离了原有作文的教学

方法,采取信息技术与实体课堂的融合,

目的在于提升小学语文效率。信息技术

的加入给教学形式塑造了一种新的可能,

通过信息技术更好的锻炼学生对生活的

理解和自我的表达力,充分提炼学生综

合素质,让其课堂形式不再枯燥。 

3 信息技术在小学语文课堂当

中的实践模式 

3.1情景技术的呈现 

对于初中语文而言,想要呈现出更

好的教学效果,信息技术必须与情景教

育结合在一起,统称为情景技术的运用,

即将课文当中的精彩画面以技术效果呈

现出来,让学生更好的解读课文内容。 

例如在学习六年级上册课文《草原》

时,一望无际的草原与湛蓝的天空是学

生们非常渴望的自然景色,但是仅从课

文当中不能够理解大自然的美好景观和

真实草原的样子。语文课堂可以运用多

媒体技术去展现草原的场景,通过纪录

片让学生更好地去了解到草原真实的场

景,老师会在播放音频与视频的时候,逐

步去指引学生了解草原文化、草原景色

和在草原当中发生的有趣事情,然后再

让学生深入到课文与情景当中去阅读,

这样才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情景技术

的融入是运用信息技术构建迷人有趣的

场景,让学生更好地去理解课文,且能够

懂得文学背后的价值。 

3.2信息平台的应用 

信息技术融入语文课堂当中可实现

良好的学习互动效果,初中语文课堂可

用信息技术去建立一个互动与共享的平

台,真正的去开展语文教学当中的互动

模式。信息平台的构建在于可以塑造一

个分享类平台,让学生在其中进行作文

赏析和阅读互动,进而取得有效的学习

成果。 

比如运用喜马拉雅阅读平台软件或

是其他阅读共享平台时,主要目的在于

去塑造一个分享式的阅读环境。在以往

的教学环境当中,学生阅读仅仅以课堂

课间的时间安排去学习,单一的模式让

阅读环境的构建缺乏氛围感。而信息技

术的加入能够构建一个分享式平台,学

生不仅仅可以积攒大量的阅读资料,与

此同时也能够录制自己的阅读感想,真

正的投入其中,学生老师之间互粉互动,

增强语文学习交流的带动。如在日常信

息技术的运用上,学生们在阅读世界名

著之后,能够通过音频的模式表达自己

的阅读感受,这样一方面可以锻炼学生

的口语能力,另一方面能够通过这类多

媒体交流平台展现学生的个人魅力,让

他们对语文产生浓厚的兴趣。信息平台

的应用在于运用多类APP去实现语文教

学效果,充分的与当代信息科技接轨,以

此来激发学生的兴趣与动力。 

3.3学习氛围的构建 

信息技术应用在语文课堂当中,并

不是一次技术性的促成,同样也在于去

塑造一种有力的学习氛围,通过信息技

术去表达更高的艺术层次与感受,让

学生在对语文赏析方面能得到更大的

成就感,这也是信息技术的一个重要

作用。 

比如在学习小学语文课文《花之歌》

这节赏析课时,这是一篇非常美好的文

章,如果仅仅通过自身文字的讲述,是不

能够表达它其中最美好的写意。那么信

息技术的应用可以让文学鉴赏类文章效

果通过音频表达出来,通过背景音乐构

造去塑造一种阅读氛围感,让学生更好

的去领会课文当中的意思。随着音乐的

播放,文字与情景的画面会逐渐的展现

出来,这样学生会深入其中感受到大自

然的美好,且能够真正懂得作者背后的

意图。信息技术的加入也是一种氛围感

的塑造,重点在于促进学生对课文的理

解,许多美好的文章需要的是通过画面

与音频,真正的去塑造一种文学赏析效

果,阅读与听力不能仅仅要靠文字方面

的了解,也要通过听觉视觉与内在的感

受激发对文学的追求与美好的向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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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小学高年级的语文教学当中,信息

技术的运用是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通

过信息技术去传达一种有效的画面感,

以此来促进学生兴趣的培养。 

4 结语 

总而言之,在当代小学语文教学当

中,要加入许多新鲜的内容,通过信息技

术的融入可以有效的实现教学效果,真

正的打造立体、独立观感和精彩的画面,

呈现兴趣共享模式,学生也会慢慢的增

加对语文学习的理解,当教育重新定义

与改变原有的课程模式时,新的教学方

法和改革形势就会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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