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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课改提出，教学工作也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将信息化高效灵活运用，实现教学的现代化、信息化与高效化，才能为社会与国家，

培养更多现代化、全能型人才。因此在今后的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就要利用信息化技术，来创新教学模式，改革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内容，

优化教学流程，提高教学效率，为初中语文教学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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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将信息化技术运用到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不仅是新课改提出的要

求，还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语文教师，必须及时转变观念，主

动参与培训深造，充分发挥信息化技术的价值与作用，为学生铺设一条

通往成功的道路。 

1 信息化为初中语文课堂教学带来的影响 

1.1 有利于调动学生兴趣 

随着信息化的全面到来，人们的生活、工作与学习，都更加便利与

高效。尤其是信息化与教学工作的融合，让教学手段更加多元化，教学

内容更加直观化，解决了传统教学存在的问题。比如学生兴趣低下、动

力不足等，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信息化技术，能够将抽象、复杂的

语文知识，以图片、视频、声乐等形式，直观形象的呈现在学生面前。

因此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兴趣，为学生提供无限的学习动

力，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与积极性。 

1.2 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率 

现阶段，初中语文教学改革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为了提

高教学效率，加快教学改革步伐，还需要将信息化技术，实现全面贯穿

与渗透，才能为社会与国家，培养更多的优质人才。通过信息化技术的

运用，能够将重点知识简化，难点知识形象化，零碎知识系统化，并且

能够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主动交流，勇于探

究，尊重了学生的主体性。在教师的指导、点拨下，可以挖掘学生的潜

能，培养良好的习惯与品质，实现教学模式的创新优化， 终带领学生

掌握更多的知识技能，获得全面发展。 

2 信息化背景下初中语文课堂教学策略 

2.1 课前导入信息化 

课堂前的知识导入环节，是一节课的灵魂与核心，将决定着课堂教

学成效。为了取得良好的教学成效，就可以借助信息化技术，来进行课

前导入，将全体学生，快速带入到学习状态，进而全身心的投入学习。

首先，语文教师需要遵循新课改与素质教育的要求，做到以人为本与因

材施教，将培养与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作为主要目标。然后结合自身的

教学经验，深挖教材内容，搜集互联网资料，来制作教学课件。其次，

还要对学生有一个深入全面的了解，结合学生的个性与差异，以培养学

生兴趣，挖掘学生潜能为目的，让教学内容更加生动、形象、趣味。教

学课件可以用 PPT 的形式呈现，也可以用视频的方式呈现，真正的做到

以学定教、少教多学。 后，在微课、多媒体技术等运用中，用图片、

视频、声乐、图形等形式，进行直观形象导入，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让学生积极踊跃参与学习。教学课件的导入，可以结合实际生活，选择

趣味的故事、话题等；也可以结合文章内容，选择写作背景、作者经历

等。来带领学生对文章内容有一个初步了解，敢于不断探索与前进。 

例如在《黄河颂》教学活动中，可以利用多媒体课件，通过 PPT 的

展示，带领学生快速进入学习状态。如：先呈现有关黄河的图片或者视

频，接下来呈现有关黄河的诗句，并搭配动人的旋律。然后引导学生通

过观看欣赏，来搜集与回忆有关黄河的诗词、歌曲等，让学生主动去探

索、思考，并谈一谈自己对黄河的感受。 

2.2 课堂互动信息化 

课堂教学过程，是一个不断互动交流、思考探究的过程。只有在不

断互动交流下，才能带领师生共同提升，提高教学效率与质量。因此在

课堂教学中，还可以利用信息化技术，进行互动交流，来尊重学生的主

观意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首先，在课前预习中，教师可以将制作

好的教学课件，上传与分享到班级群中。然后引导学生通过查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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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交流等途径，展开课文预习，并圈画出自身的疑难点。当学生遇到

不同的问题时，可以在线询问教师、与同学交流，来提高预习效率，培

养自主学习的好习惯。其次，在课堂教学时，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

通过问题的呈现，视频歌曲的播放，实际生活的演示等，来引导学生仔

细观察，互动交流。通过信息化技术，可以先将学生带入学习状态，接

下来引导学生结合课堂呈现内容，展开思考、回忆、交流，能够调动学

生互动交流的热情与积极性，然后探索挖掘更多的知识。在互动交流中，

相互帮扶，相互改正，共同提升。 后，在课后复习中，通过在线课堂

的搭建，来布置课后任务。然后密切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鼓励学生积

极提出问题，然后由教师给予点拨解答。在信息技术的辅助下，就可以

带领学生巩固知识，实现知识的灵活运用，并加强了师生之间的互动交

流，搭建了良好的师生关系。 

2.3 突破难点信息化 

在语文教学中，如果单纯的将重难点知识呈现出来，是很难帮助学

生消化吸收，快速得到提升。这时，就可以借助信息化技术，来进行重

难点知识的突破，来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领悟到语文学习的魅力与乐

趣。首先，在古诗词、文言文教学中，可以利用信息化技术，为学生创

设一个真实的、生动的教学情境。先通过图片、史料、视频、声乐等形

式，引导学生对作者、写作背景、诗词情感等，有一个初步了解。让学

生带着自身的真实情感，快速步入到诗词场景中，去亲自触摸、感受、

体验，实现情景交融、身临其境， 终掌握诗词的思想道德、情感价值，

降低学习难度。其次，在现代文教学中，也可以利用信息化技术，用鲜

活的案例、趣味的故事等，来组织学生进行小组互动、角色扮演。通过

开口交流、动脑思考、亲自感悟体会，来挖掘出文本的重难点，进行内

化吸收。并且将文章中的优秀语句段落，摘抄记录下来，来不断丰富自

身的知识面。 后，在作文教学中，也可以根据写作主旨，通过问题的

设计、话题讨论等方式，引导学生围绕着写作主旨，主动思考与交流。

然后将积累的知识素材，以及自身的感悟想法，真实的记录下来， 终

写出优美的文章。教师还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写作技巧、写作模板

的渗透。 

例如在《陋室铭》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为学生

展示一张“陋室”的图片。接下来创设以下教学情境，带领学生快速走

进作者与文章中。如：同学们，通过上述图片的观看，我们可以发现这

间屋子非常破旧、窄小，只能容下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如果

让大家住在这里，大家会感到高兴吗？那么屋子主人是否感到高兴呢？

他的真实想法是怎样的呢？接下来带领学生大声朗读文本，带着自身的

情感，去思考与体验文本内容。 

2.4 梳理知识信息化 

如何将零散琐碎的知识，构建为一个完整的整体，也是语文教师需

要思考的问题之一。而通过信息化技术，就能够将零散的知识系统化、

整体化，然后以思维导图的方式，形象直观的呈现在学生面前，还有利

于知识的拓展延伸。首先，在一篇文章学习结束后，教师可以利用思维

导图的方式，引导学生进行知识梳理。可以先将文章的主旨、关键词等

标注出来，然后引导学生根据关键词来回忆、交流，将知识模块填写完

整。通过不同形状、不同颜色、不同字体的展现方式，可以实现知识结

构的系统化，有利于学生的记忆与复习，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其次，在

课堂教学结束后，可以利用信息化技术，进行复习任务的布置。然后指

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并且做到分工明确。可以通过互联网搜集资料，

也可以查阅课堂笔记，还可以独立思考等，来解决问题，构建完整的知

识结构，提高教学效率。 

3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针对信息化为初中语文课堂教学带来的影响，以及

有效运用策略，展开了详细深入的分析，希望为后续教学工作，提供相

应的参考与依据。那么在今后的教学中，就可以在课前导入、课堂互动、

突破难点、梳理知识等环节中，实现信息化的高效灵活运用，来提高学

生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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