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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数字化赋能语文课程教学改革是提升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教学质量的必由之路。教育数字

化赋能语文课程教学改革的优势体现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兴趣、刷新传统语文教学模式、促进学

生创新性、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教师运用数字技术能力有限以及过度依赖、数字资源更新速度慢、学

生过分依赖数字资源是教育数字化赋能语文课程教学改革的现实障碍。基于此,教育数字化赋能语文课

程教学改革,需要教师更新教育观念、优化教学资源、创新教学方式、建立多元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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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gitization of education to empower the reform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s the inevitable 

path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basic educati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The advantages of digitization of 

education in empowering the reform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lie in stimulating students' enthusiasm and 

interest in learning, refreshing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promoting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novative and critical thinking. However, there are practical obstacles to the digitization of 

education in empowering the reform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such as teachers' limited ability to use digital 

technology, over-reliance on digital resources, slow updating of digital resources, and students' excessive 

reliance on digital resources. Based on this, to empower the reform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through the 

digitization of education, teachers need to update their educational concepts, optimize teaching resources, 

innovate teaching methods, and establish a diversified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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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教育部发布《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要“利

用现代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促进教育强国建

设[1]。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

计,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必须不断推动

教育变革和创新[2]。在教育数字化与学科教育的融合背景下,

语文教学不仅是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学

生自主思考、主动建构知识的能力。那么,语文教育与数字技术

的融合有哪些依据,优势在哪,目前还存在什么问题,针对这些

问题又该如何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亟待回答。 

1 教育数字化赋能语文课程教学改革的逻辑依据 

首先,从必要性方面来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语文教育

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问题。正如很多语文教师爱讲的“得语

文者得天下”,语文确实也是其他学科的基础,学好语文有利于

其他学科的融会贯通,同样,学不好语文,对于其他学科的理解

难免也会出现或多或少的问题。但是,目前传统的语文教学方式

单一,缺乏多样性,难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同时,教学资源

分配不均,优质教育资源有限,导致教育质量良莠不齐。因此,

语文教育需要进行改革和创新,需要与数字技术进行融合,以适

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随着近些年来数字技术得到了迅

速发展,并在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尤其是在教育领域,数

字技术为教学方式和教学资源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在线课堂、

电子书、互动式视频等新型教育形式的出现,使得教育资源得以

更广泛的共享,教学方式也更加多样化。此外,数字技术对于语

文教育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此,一方面,数字技术跟语文教育的融

合有利于学生学习场景的多样化[3],另一方面,这种融合有利于

教师随时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并能针对学生不同的学习情况

为其“私人订制”一套提升方案。 

其次,从可行性方面分析,当前很多学校已经在语文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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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利用了数字技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以往批阅语

文试卷都是比较费时费力的,特别是作文这一项。批改完作文再

去统计全班每一题的得分项、失分项、平均正确率等显然有些

力不从心。但通过智学网这一软件,这些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智

学网不仅能精准的计算出全班的平均分、每一题的正确率,甚至

连每题错误的学生都进行了统计。学生通过学生端还可以看到

自己每次考试在全校的排名,查阅教师的原卷批改。 

2 教育数字化赋能语文课程教学改革的优势分析 

2.1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兴趣 

大数据时代,周围的一切也越来越智能,如果在语文课程的

教学中,还是单纯的就课文讲课文,不要说学生觉得无聊,讲课

的教师自己讲起来也会觉得索然无味。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闻

一多先生上课讲究的是“自由”,最大限度地去调动学生的学习

热情与兴趣。利用数字技术就是一个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巧妙

方式。例如我在初中见习的时候,前一天就告诉学生我们即将学

习一首新的古诗——《观沧海》,希望大家查阅字典,把不会读

的拼音进行标注,到时将会随机摇人,让大家一起评一评谁读得

最有感情,谁就加分最多,然后找老师去换取小礼物。第二天一

进门就能明显的感觉到他们的变化,一个个“摩拳擦掌”,对自

己的准备很有信心。紧接着,打开学习通软件,随着大屏幕的滚

动,最后锁定了几名学生起来朗读。可以看到的是,以往传统的

教学环境下,学生起来回答问题,都是低着头很害羞,读课文时

声音小得像蚊子。而在这种数字技术与奖励机制的结合下,语文

课堂又迸发出新的活力。在这种课堂中,学生踊跃回答问题,由

以往的害怕软件抽到自己到现在希望抽到自己起来展示,从“不

想学”到“主动学”、“我要学”,这无疑是数字技术与语文教育

结合的一大优势。 

2.2刷新传统语文教学模式 

在以往的语文教学中,教师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进行授课。

数字技术与语文教学的融合为教师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从

学生视角出发,语文课应该怎么上？“翻转课堂”为教师提供了

答案。例如我在见习的时候讲到《送东阳马生序》这篇文章时,

前一天通过软件随机抽取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再进行分工合作,

一个人上来给全班讲,其他小组的成员负责搜集资料、制作演示

文稿。第二天在上课的时候我有意观察这篇课文由学生来上,

究竟会从什么角度来展开？结果出乎我的意料,这个小组是从

中科院的黄国平博士毕业论文中的致谢展开的。《送东阳马生

序》是明代大学士宋濂讲述自己年轻时求学的艰苦经历以此来

勉励年轻人珍惜良好的读书环境,而黄国平博士论文中的致谢

部分也是讲述了这一路走来的艰辛,可以说是现代版的《送东阳

马生序》,读来令人潸然泪下,很难想象在那种艰苦卓绝的条件

下,他是如何一步步走来的。这个小组选取的黄国平博士的事例,

与要学的课文主题是非常契合的。试想教师在上这篇课文的时

候,无非就是讲一讲这篇文章的体裁、作者简介以及实词翻译,

而这次在数字资源和技术支持下的“翻转课堂”,学生别出心裁,

也给我们一定的启发,要从传统的语文教学模式中逐渐抽离出

来,改变以往教师在上面念经式地讲,要让语文课堂投入数字技

术的怀抱。 

2.3促进学生创新性、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语文并不像其他的理科,每一道题都有标准的客观答案,语

文更多的是一些主观的理解。正如孟子所说：“尽信书则不如无

书”,语文不应该变成标准化、模式化的套路,教师在教学的过

程中也要注意不要让学生的思维仅仅局限在课本上,而要让学

生的思维尽可能地发散,培养他们的创新性思维。但这项工作对

于很多教师来说无疑非常困难,日常的教学任务都要紧赶慢赶,

更何况还要兼顾学生思维的培养。随着教育数字化的转型,为学

生创新性思维的培养提供了可能性。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学生

得以摆脱传统课堂中被动接受信息的状态,转变为主动探索和

创新[4]。在这种新的语文学习环境中,学生可以自主搜索语文的

课程、相关资源,“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通过学

习不同老师讲的课程以及不同的学习资源,能够极大激发学生

的创新性思维,大胆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和观点,而不是像过去

一样,认为“老师没这么讲,那我的想法就是错的”。此外,尽管

网络上的课程资源丰富,但质量层次不齐,学生在自主学习的过

程中,要不断进行对比,做到明辨是非,从而促进其批判性思维

的培养。 

3 教育数字化赋能语文课程教学改革的现实障碍 

3.1教师运用数字技术能力有限以及过度依赖 

随着教育数字化速度加快,各门课程都在不断的尝试与数

字技术进行融合,语文也不例外。但是有的语文教师似乎还在原

地踏步,不学习新的数字技术,或者是对数字技术掌握的不够熟

练,甚至连演示文稿如何放映也不知道,一节课上得手忙脚乱。

还有的语文教师过度依赖数字技术,上课全程照本宣科,一节课

下来跟学生之间没有任何的互动,学生是否已经掌握了所学知

识也无从得知。 

3.2数字资源更新速度慢 

尽管目前语文课程的数字资源较之以往越来越丰富,但很

难做到全面覆盖。不少语文教师所使用的数字资源已经非常具

有年代感,因此学生也将其戏称为“清朝老片”。使用这种年代

久远的数字资源,显然已经不符合现在的新课程标准,里面的内

容不仅和改版后的相差甚远,而且质量也较差。 

3.3学生过分依赖数字资源 

数字资源对于学生来说像一把双刃剑,自律的学生使用得

当,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其提高成绩,而不自律的学生使用,不

仅不会提高成绩,相反会使他们与数字资源“相依为命”,沉溺

于数字资源。例如有些搜题软件,初衷是为了方便学生自主学习,

教师如果没有讲明白的题,自己再进行搜索,看解析。可是随着

时间的推移,一些学生逐渐依赖上了这些搜题软件,不再积极思

考。长此以往,学生看似每天“高质量”的完成了作业,但是在

考试中由于无法使用搜题软件,纷纷“原形毕露”。 

4 教育数字化赋能语文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策略 

4.1更新教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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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教育观念中,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学生是被动的接

受者。然而,在数字时代,这一观念已经过时。教师应树立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将学生视为主体。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

鼓励学生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自主、协作和探究学习,培养他们的

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正如前文提到的,我们可以采取翻转课堂

的形式,让学生也当一次“小老师”,看看他们来上这节课,会带

来什么样的新意。 

4.2优化教学资源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语文教学提供了海量的教学资源,教师

应充分利用这些 资源,如网络文章、在线视频、互动游戏等,

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同时,教师可以通过数字化工具对教学资

源进行整合、重组和个性化定制,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此外,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利用搜索引擎、在线词典等工具解决

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例如在讲授阿长

与《山海经》这节课时,教师可以通过大屏幕播放有关《山海经》

里奇异的瑞兽图片以及介绍的视频,而不是干巴巴地讲这些虚

无缥缈的概念：谁是刑天？他又是怎样“以两乳为双目,用肚脐

作口”？通过视频播放的方式,能够让学生对《山海经》有更深

层次的了解,同时也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 

4.3创新教学方式 

数字技术的运用为语文教学提供了更多元化的教学方式。

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课件、在线课程、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

创设生动、有趣的学习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木兰

诗》这一课,如今战争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学生也可能无法体

会在那个时代无休止的战争带来的灾难以及战争的残酷性。但

教师可以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去模拟古代战场,让学生身临其境

地感受木兰替父从军、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豪迈。 

4.4建立多元评价体系 

传统语文教学评价方式以考试成绩作为主要依据,这种方

式在如今已经无法全面反映学生的语文能力和素养。数字技术

的发展为语文教学评价提供了更多元化的手段。教师可以利用

在线测试系统对学生的基础知识进行评估,利用数据分析技术

对学生的阅读、写作、口语等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利用互动平台

对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协作能力等进行观察和评价。通过建立

多元评价体系,教师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学生的语文能力和素养

发展情况,为进一步优化教学提供有力支持。 

5 结语 

教育数字化与学科教育的融合对于未来教育的发展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语文作为学科体系中的核心,更有必要建立教育

数字化和语文教育之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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