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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点“香” 语文味更“郁”

——《舞台大社会》单元教学实施报告

信息化教学实践的浪潮所体现的新思维、新方式，正越来越显示出其无可限量的发展

优势。它以新颖集中的课前预习，逼真灵动的情境创设，张力丰富的内容展现，灵活即时

的师生互动，协同重效的作业评价，将围绕课文主题的声音、图片、动画、视频、电子交

流等优化综合，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视听感受和统筹思考，实现着教材各元素、各部分的

无缝链接和有机跳转。

如同风靡全球的肯德基的招牌广告菜“香辣鸡翅”，原本工业化生产的普通鸡翅，在

肯德基特有的香料配制和制作技艺下，将大众化食材的吸引力发挥到极致，在全球各地长

盛不衰。分析其中的奥秘，引之于语文教学中，思考：如何贴切合理地运用信息化教学元

素，在保持浓浓语文味的前提下，推动学生在自主学习的人性化交互环境中，实现语文课

堂的精彩与高效。下面我结合本单元的实践和思考，谈谈信息化浪潮中的语文课堂新质态

感受。

一、课前预“香”：新颖凝练的自学导引

信息化教学对于语文课前学习的启发与提升可以说是全新的，预习的内容和形式也是

传统教学不可类比的。预习课文中的字词，初步感受文章思想和情感，了解作者的写作背

景和时代特点等等，这些语文课前预习的传统内容，在信息化的教学预习中，赋予了新的

形式与方法，带来了更大的信息量和效率。教师可将有关的预习要求和内容制成微课视频，

在班级微信学习平台上发布，也可以利用自习课在教室内播放。

在本单元的教学中，我都制作微课程让学生进行前置学习，另外布置课前预习单，让

学生完成后发至班级微信学习平台，从而实现资源共享。在新颖凝练的预习形式的导引下，

学生登陆班级微信学习平台或初识字词，或快速了解课文内容，或欣赏相关自然风光，或

涉猎浏览人文历史，还可以链接相关的语文学习网站。这样的预习，在教师不断及时、有

效的指导和评点下，其体现的新颖感、趣味性、捷迅度，对于学生信息素养的培育和语文

课堂任务的完成提供了有效保障。

二、情境引“香”：逼真灵动的巧设熏染

通过信息化教学，在语文课堂中创设形象而丰富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心中朴素真实

的热情，引导学生深切感知、思考、领会，从而变语言的阅读学习为精神与情境的交融互

动。在动静结合、逼真灵动的教学情境中，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产生心境与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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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的多向共鸣。如本单元教学，我进行了丰富多样的信息化情境创设，引入特定的声像

情境，而教师则以语言形象感染每个学生，熏陶着语言素养的积淀。

戏剧的教学是职校语文的难点。在上《茶馆》一课时，我在信息化课堂教学情境创设

中，让学生穿越时空，体悟感受。课前我先将话剧《茶馆》最后的片段制作成微课视频，

在富有京味的背景音乐中，引导学生了解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领悟清末社会秩序混乱不

堪，封建主义极其顽固、保守、荒淫，农民生活极端困苦的社会现状，如此深刻的情感体

验和情境感受，在之后的相互交流中效果出色。

三、内容增“香”：张力十足的信源扩充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教学要注重语言的积累、感悟和运用，注重基本

技能的训练，给学生打下扎实的语文基础。”美国心理学家布克莱的系列研究表明：学习

材料所激发出的兴趣是对学习的最好刺激。

信息化使语文教学空间大为扩展，为学生提供大量丰富多彩、图文并茂、形声兼备的

学习资源，将原本平面化的语文内容多视野、多层次、多形态进行扩展。而本不在同一时

空的人、事、物生动地展现在学生面前，尤其是对于知识类、科学类的教学内容，其充裕

的信息量和知识源，是学生以前的语文学习所无可比拟的，饱含知识与兴趣的张力！

而情感类课文的教学难点，就在于如果只是阅读和理解文字，学生较难靠近作者的内

心世界，更激发不出情感的共鸣。如本单元的两个戏剧故事，都离我们的生活时代较远，

怎样才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其中的矛盾冲突、人物的生存悲剧，以及作品所反映的思想主

题一直是我深深思考的问题，在课堂教学中借助信息化，让学生在张力十足的信息源扩充

拓展中感悟经典的魅力，由感动——感悟——拓展，层层深入，自主体验，从而破解了难

点，实现了教学目标。

四、交互点“香”：灵活即时的沟通思辩

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真正有效的学习，是学生自己了解体会并主动进行知识构建的

过程，而不是由教师进行的简单传递。在信息化语文教学中，通过教师精心的设计，并以

相应的技术支撑，搭建了便捷和灵活的途径，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学习的双向即时互动。

学生在此过程中进行的自主学习、合作交流、沟通思辨，所获得的快乐体验、学习感悟，

对于建立新的认知结构，取得满意的教学效果，影响明显、效果突出。

同样在教学戏剧《茶馆》时，我在信息化教学设计中，将师生、生生的自主合作探究

延伸到课前，要求学生课前分角色朗读，小组合作完成课前预习单，再上传到班级微信学

习平台，这样，教师在课前即知晓了学生预习的基本情况。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既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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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了课堂上围绕某个主题、事件或场景进行现场言语交流、辨析，还将学生的合作探究分

为 6个小组，可以在平台上进行实时讨论，鼓励学生个性化解读，各抒己见。如此即时灵

动的师生交互沟通，使课堂始终飘散着“趣随课走”的“香辣”之味。

五、提效飘“香”：协同重效的诊断评价

语文教学中的课堂评价，是非常重要的掌握、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和困难的途径，也是

不断鼓励学生成长，开启学生心灵及智慧之窗的一把有效钥匙。

传统的语文课堂，教师与学生间的即时交流方式很单一，基本上就是现场的问答，加

上积极发言的学生不多，教师对于学生学习状况的了解很有限，不可能对所有学生做一一

点评。学习评价主要体现在课后，局限于作业和考试分数。

信息化教学的理念和技术途径，将语文课堂中的评价方式和过程进行翻转，可以实现

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是谁，都可以阅读到老师、同学的评价，也可以随时给予回复。这

样的课堂质态，改变了原有的单一教师评价模式，改变了原来的所谓教师评价权威的现象，

让教师和学生都来参与评价。教师积极引导学生开展自评与互评，引导学生进行学习反思，

不断改进。教师在班级微信学习平台进行迟延性评价，能让学生有更广阔的思维空间，畅

所欲言、集思广益、奔放个性，彰显学生主体地位、引导学生学会评价、敢于评价，将教

师的外显评价权威逐步内化为学生既有基本原则又带有个性观点的综合评判，其产生的延

展性影响是超越语文课堂的素养培育。

信息化浪潮中的语文教学，延伸和拓展了教学时空，从内容、方法、手段等方面得到

新的发展，既增强了教学效率，也越来越赢得学生的喜爱。但是要避免“为了信息化而信

息化”，所有的信息化技术与资源的设计使用，都是为了更好的突出课堂教学主题，而不

是生搬硬贴“信息化”，不是为了戴上所谓“新时代的技术帽子”，这样才能更好的实现浓

郁语文味中的高效教学。正如一位普通的语文教师所说的：只要持有一颗语文的灵魂，语

文在与信息化教学设计的碰撞中，定能擦出耀眼的火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