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教育论坛 
第 2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0 年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文章类型：论文|刊号（ISSN）：2705-1196（P）/2705-120X（O） 

174 Copyright ©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小学语文教学管理的优化及信息技术的运用 
邹兆生 
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建桥镇建桥中心小学 
DOI:10.32629/jief.v2i6.1114 

 

[摘  要] 小学语文教学的情境引入是语文教程中重要的环节，只有让学生进入课文情景，才能够让学生体会到文字中的情感变化。小学生对

文字敏感度较低，难以将自己代入课文情境中。针对这种现象，教师应当改变以往的传统教学方式，充分利用信息资源以多种形式帮助学生

解决课文理解过程中的困难。教师可以将课程内容通过多媒体分类汇总的方式让学生清晰理解课文重点和教师讲课思路。借助多媒体的运用，

通过理清课堂思路，降低学生理解门槛的方法帮助学生更好地融入课堂，达到提高课堂效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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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信息技术在丰富课堂环节中的运用优势突出，逐渐代替传

统教师空讲模式。基于这种大环境，小学语文课堂设计优化过程中也需

要与时俱进，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充分利用多媒体绘声绘色的特点，贴合

学生接受知识的一般规律，帮助学生降低课程理解难度。另外多媒体能

够直接清楚地展示出课堂重点内容，帮助学生在课堂听课环节中主次分

明地投入精力，教师为了达到好的教学效果，可以在实践环节根据学生

听课表现及时调整讲课进度，让信息技术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的

优势得到最大程度地激发。 

1 信息技术与丰富课程环节的关系 

信息技术的使用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多感官并用的能力接受教师的课

堂讲课过程，颠覆传统课堂师生相授的单一模式。小学生的知识积累不

够充足，面对许多课文的情境导入往往不能产生画面感，这种与课文情

景的疏离感不利于学生对于后续课程的接受。因此，教师可以通过视频，

图片等简单的具象事物来代替抽象的理解过程。以学生感兴趣的片段作

为课程导入的切入点，让学生更好地融入课堂氛围，对课文内容产生兴

趣。比如教师在教授《狼牙山五壮士》这一课的时候，如果让学生自主

理解五壮士英勇的行为，学生难以将课文与个人知识体系和经验建立关

联。因此教师可以使用视频短片播放的形式让学生在视频的氛围渲染之

下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有助于学生形成与课文人物休戚相关的连接感。

同时也能够培养学生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的思维发散能力。此外，信息

技术的使用还可以增加课堂趣味游戏环节，让学生在游戏的竞赛环境中

提高思维能力和知识灵活运用能力，帮助学生在快乐的氛围里掌握课堂

知识。明确学生在课堂中接受知识的主体地位。 

2 信息技术与优化课程设计的关联 

信息技术的合理运用能够帮助学生明确课堂教学主次地位。让学生

对于整堂课的重点知识有全局把握的能力。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将课

程教案导入到多媒体课件中，将教学过程进行总结凝练，并用强调色突

出重点。这样学生就能够对于课程进展的逻辑顺序和课堂重点一目了然，

这一环节的优化大大减低了学生对于课程全局的把握难度。帮助学生在

课堂上对于学习精力进行合理地分配，通过师生在课堂上的通力配合，

学习效率和课程进展速度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3 信息技术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 

信息技术能够改变学生以往在课堂上被动的地位，通过充分调动学

生参与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信息化时代，自主学习

能力的掌握意味着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树立了终身学习的意识。信息技术

可以通过课堂场景的构建方便学生进行课程内容的表演展示。 

比如教师在教授《王戎不取道旁李》这一课的时候，教师为了方便

学生对课程内容的了解，可以运用信息化技术通过场景再现，让学生在

虚拟的场景中真实地演绎这篇课文，之后再通过小组讨论的方式就能够

提高课堂环节的紧凑性。因此教师应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最大程度调

动学生在课堂的参与程度，为营造一个活跃积极的课堂创造有利的条件。 

4 信息技术突破课程教学难度 

小学课文多数在理解难度上对小学生不设置障碍，但是对于一些古

诗或者是年代久远的故事，由于课文环境与学生生活环境之间存在较大

差异，学生对于一些课文中的礼仪风俗、社会习惯、人物语言习惯等细

节较难理解，这对于教师后续课程的顺利展开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

此教师可以改变教学思路，将课程中难以理解的细节背景通过信息化手

段为学生以通俗易懂的动图形式进行普及。 

比如说《西门豹治邺》这一课中出现的祭祀风俗是学生比较陌生的

知识盲区，教师可以将祭祀的环节进行拆分介绍，让学生以通俗的方式

对于这种历史风俗有大致的理解，这样就实现了课文难点的巧妙突破，

也能够推动剩余课程的顺利进行，学生理解课文中出现的女巫等角色就

迎刃而解了。类似的例子在语文课文中还有所体现，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信息技术中还有许多值得教师进一步探讨的技巧等待教师在课程实践中

发现。教师应该在备课中细致地寻找学生知识的盲区，合理地利用信息

技术以通俗的方式降低学生理解难度，实现信息技术助力突破课堂教学

难点的应用。 

5 结语 

小学语文课堂的教学管理优化和课程改革的过程离不开信息化技术

的使用，将课程内容导入更为通俗化，帮助学生以多种形式深化对知识

的理解过程，同时利用信息技术对于课程的导入过程清晰化，让学生对

于课堂重点有准确的把握，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养成梳理课程知识的习惯。

为了实现以上的目标，教师需要提升自身教学实战经验，充分利用课程

资源提高课程效率，将节省的课堂时间用于丰富教学环节，对课文知识

进行深度挖掘。将教学目标设定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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