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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文教学中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有利于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 研究性学习能力。 但在肯定信息技术对教学的巨大作用的

同时， 不能忽视一些问题的存在， 如出现 “满电灌” 课件、 牵强附会的课件、 形成定式理解的课件、 画蛇添足的课件、 忽视审美教

育意识课件。 在很多学校的实践过程中还普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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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学科。语文学科与信息技术的紧密结

合，推进了新课改的进程。用信息技术来解决传统语文教学中难

以解决好的问题，优化语文教学过程，提高语文教学的质效，已

经被广大的语文老师接受和实践着。将手中已有的多媒体资料与

教材进行整合再加以运用，这就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要

求。课件的制作和运用要切合教学需要，使之与教学目标、教学

内容、教学策略、学生的认知规律相统一，形式要服务于内容，

手段要服务于效果。近几年来，本人通过到中学调研和听课，发

现语文课件的设计和运用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如果不能科学地

运用课件，反会失掉课堂教学某些固有优势。
一、 语文教学课件设计与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1.“满电灌”课件。多媒体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提高了语

文课堂的效率，改变了以往教学的一只粉笔、一块黑板、一本教

科书、一本教参，外加老师一张嘴的传统定势。教师也是如鱼得

水，爱不释手，津津乐道。多媒体教学课件的整个教学过程是由

教师事先设计好的，教师按照教学参考书及各种备课资料，将自

己的备课教案做成课件，检查预习、作者介绍、写作背景、写作

特点、修辞手法、相关资料……面面俱到，应有尽有。课堂上学

生的思路和老师的教学都跟着大屏幕走，教师只是按照准备好的

流程机械地操作鼠标，完成各个教学步骤，千方百计地引导学生

朝着课件指示的思路走下去，致使学生难以打开思维，只能仰着

脖子看画面，竖起耳朵听答案。一堂课下来，学生没有任何思考

创新的机会，把原来“人灌”的课堂，变成了现在的“电灌”课

堂。这种定向式、模式化的教学，严重束缚着学生思维的发展，

也无形中加大了教师的工作量，表面直观、形象、生动，只剩下

个热闹，实际意义不大，容易分散学生注意力。其主要形式表现

为：

（1） 多媒体课件代替教师板书 。使用多媒体课件是现在许

多教师的一种普遍现象。有的教师甚至产生了依赖性，还作为评

价一堂课优劣的条件。在整堂课中，教师没有一次板书，板书全

部用多媒体演示，把多媒体作为“粉笔＋黑板”的代替品。教师

的板书是重点的提示和书法艺术综合展示，全部省略是对教师自

身资源能力的一大浪费，抹杀了教师的个性和特长。
（2） 多媒体课件代替语文课本。教师上课时，喜欢用多媒体

代替课本。教师操作着电脑，演示着教学内容；学生眼睛盯着屏

幕，思维跟着老师的操作而变化，学生的语文课本放在桌子上成

为摆设。课文内容用多媒体手段来呈现，虽说图文并茂，有声有

色，但画面文字等内容一闪而过，学生的印象不深，理解不透，

无法反复学习和回味。
（3） 以视听代替学生朗读。多媒体课件集声音、图像、文字

等多种信息于一体，极大程度地满足了学生的视听等感官需求，

激发了学生对多媒体课件的极大兴趣。于是很多教师便在这一方

面大做文章，在课件中集中了大量声音图像信息，都是名家的范

读，权威压倒一切，学生不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读。课堂上学生

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读书声越来越小，以前的那种书声朗朗的

语文课堂在现在的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冲击下似已呈日薄西山之

势。
2.形成定式理解的课件。（1） 对文本单向理解。语文教学

是通过语言文字来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语言能力，提高学生理解

和运用语言水平的。教师急于使用课件，常常越俎代庖，替代学

生的理解，替代学生的感悟。霍拉勃在《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
中所说：“既定作品的具体化形态，由于读者不同便会不同。甚

至同一读者的这次阅读与下次阅读也不同。”[1]可我们的教师呢？

常常是每展开教学的一步，就迫不及待地用多媒体课件出示相关

的图片和理解，甚至把整个的教案都全盘托出了，唯恐漏下哪个

知识点、哪个细节问题没有涉及到。教学过程是学生“积学储

宝”的过程，[2]一堂课下来，不知学生储备了多少，思考了多

少，感受的多少。这样严重影响了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心理过程和

个性化的感悟，阻碍了学生独特的想象与体验。
（2） 对情节主观理解。有些教师为了学生更加直观，生动地

理解文本，根据文本中的人物和情节，靠自己的想象设计出画

面，花了巨额时间来用制作动画。岂不知，在实际动画制作的过

程中，技术的制约使画面大大的打了折扣，不但拙劣，还时常肤

浅粗糙。因为文学作品的意境是很难用画面和情节表现出来的。
文学创作的过程“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3]

就是说对于写作而言，在刚拿起笔来的时候，旺盛的气势大大超

过文辞本身；等到文章写成的时候，比起开始所想的要打个对

折。何况是教师还得借助外力———多媒体再次创作呢？费了九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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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虎之气力，不但没有拓展学生想象的空间，反而弄巧成拙。有

的和原来的意境差之千里。不但不能激发学生想象，反而影响了

学生对文本意境的生成与鉴赏。
（3） 对已经形成的电影、电视剧的理解。有些教师愿意使用

和课文有直接关系的现成的电视剧、电影视频，多用于讲解之前

播放，或者以现成的视频为讲课蓝本。有一位教师讲授《林黛玉

进贾府》，播放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片段，先入为主，学生

就很难跳出电视剧中陈晓旭扮演的林黛玉了。在电视剧中分析林

黛玉的形象，忽略了文本的语言魅力，以及语言背后渗透的文化

心里及内涵，阻塞了学生的文学思维与鉴赏能力。语文学习需要

学生对语言文字进行品味，对蕴含其中的感情进行体验，更要重

视语文学科本身的张力和创造性，不能过分依赖画面代替自己对

文字的品味和领悟。语文学习是具象、直观的语言与形象思维、
思想情感涵养内化的过程，绝不是视觉的感知和享受，不参加思

维与思想的活动。
3.牵强附会式课件。课件的制作是基于某一篇课文的，课件

创意者在制作前往往有较好的脚本，但实际操作时却要受自身多

媒体技术、手头资料、硬件设施等的限制，制作时不得不忍痛做

大量的修改。如果与课文内容相关的一些重要素材 （资料、图

片） 难以找到或受到损坏，如果对资料根本无法判断真伪就勉强

使用，或以类似的相关资料去替代，那么课件做好后往往面目全

非，远离了自己的初衷。比如在制作《沁园春·雪》课件时,有的

教师因无法找到北方山原的雪景照片，就将就用其他雪景代替，

教师教学任务是完成了，但毛泽东该词气势磅礴的意境却无法体

现，因而违背了教学内容的准确性。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原则

是宁缺毋滥。
有的课件游离了语文学科，以语文课的名义，实际是在进行

的是关于政治、历史、地理等内容的教学；以语文课生成的名

义，实际作了学科间内容的偷梁换柱。《病梅馆记》的课件作成

梅花鉴赏课，一幅幅梅花图片用幻灯片打出来，学生看后咋舌不

已。接下来在梅花种类上，文人对梅花的审美倾向上与学生展开

所谓对话，最后剩十分钟才回到文本；上《兰亭集序》，用半节

课的时间展示王羲之的书法；上《狼》拓展学习就放关于狼的生

活习性及特征的视频。不是说语文课不能联系其它学科的相关内

容，但要有分寸尺度，适可而止，并且要以文本语言的学习为核

心内容；不是说语文课不可以拓展，前提是这种拓展对语文的本

体性学习到底起到一个什么作用，是不是尊重了学科的本体性。
4.画蛇添足式课件。语文课堂教学中，许多课件往往将简单

问题复杂化，花样迭出，力图能吸引学生的眼球，实际上课后学

生却收获甚少。比如一些课件，画面背景复杂，按钮奇形怪状，

文字的颜色刺眼或使用不清晰的字体，并且使用大量的动画和音

响。这些“花哨”、“好玩”的课件，画蛇添足、喧宾夺主，违

背了学生在认识事物时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接受其主要信息的认知

规律，分散了学生的注意力，冲淡了学生对学习重点、难点的关

注，没有考虑到学生有效思维时间的长度。最终只能削弱教学的

实际效果。
5.忽视审美教育意识课件。在教学过程中，如何根据中学生

的年龄特征、知识基础、心理素质等挖掘美学的因素，营造宽松

和谐的气氛，创造美的意境是语文教师的重要职责。
例如，在设计诗歌教学课件时，老师叫学生比较鉴赏毛泽东

和陆游这两个人的《卜算子·咏梅》。教师选取了各种各样的梅花

图片，忽视了两首词中不同命运的两个人物生存的时代背景；忽

略这两个人物截然不同的经历、身份和政治地位。一个是国家领

导人，他的词中是那种大气和豪气；一个是当时处于衰败的南宋

时期一个落魄的诗人。他们词中所表现的意境和审美价值是无法

比拟的。两个时代的两位词人虽然用同一词牌，选用同一题

材———“梅花”，但是表达了不同的意象。“笑”字表达的是无产

阶级革命者对困难的无所畏惧和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只有一

代伟人、一代扭转乾坤的风流人物，才有如此的气势和豪情。陆

游《卜算子·咏梅》一词借梅花不争艳奇宠、任凭百花妒忌排斥

的高贵品质，表达了抗金的坚定信念和坚贞不屈的品格。
同样的词名，同样的题材，但由于词人所处的时代不同，性

格不同，经历不同，审美情趣不同，因而词所表现的内涵明显的

不同。真是同样的词名和题材却是别样的风采。
在新型教学环境下，应强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实现

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回归，改变传统教学中的教师的全盘控制。然

而有些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却把主体回归的课堂变成了多媒体课件

控制的课堂，忽略了对课堂的整体驾驭作用。一些自我约束能力

较差的学生容易失控。于是在教学中出现了学生在网络中自学而

无人监控，讨论区中自由发言不围绕主题的现象。这不但没有发

挥信息技术环境与语文课程整合的优势，连基本的教学任务都没

有完成。而且师生情感交流，教师人格魅力的熏陶都等丢失殆

尽。所以，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并不等于放弃教师的主导作

用。在信息技术学习环境下，教师要定位为教学情境的创设者、
学生运用信息技术进行学习的指导者、学习工具运用的帮助者、
协作学习的组织者、意义建构的促进者。

二、 语文课件的设计中教学环节选择的策略

1.创设情境，激发兴趣，渲染气氛的环节。随着新课程改革

的不断深入，情境教学法已成为学校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设情境课件又能让学生主动参与，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使原来只靠教材和教师单向讲授的教学变得直观、生动、形

象，使学生从被动接受的学习状态变成对语文的喜爱和乐意学。
让学生通过主动收集资料、整理资料、比较资料、探索问题，真

正实现了直觉思维与发散思维的结合，使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
空间想象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都得到很好的发展。情景可以分

为：

(1) 背景情境———走进时代与人物，跨越时间和空间；

(2) 趣味情境———激发学习兴奋点，释放过程带来的快乐；

(3) 矛盾情境———设置对立观点与场面，明辨之中获得成功；

(4) 问题情境———引发探究的欲望，披荆斩棘后的满足。
《苏州园林》是有关园林说明兼鉴赏的一篇美文，课文以合

理而又严谨的说明顺序向读者介绍了苏州园林的特点，让读者领

略苏州园林在建筑、设计、艺术、审美等方面的非凡成就。然而

对没到过苏州看过园林的学生来说，要领略苏州园林的美就很困

难，于是，多媒体所提供的丰富而开放的资源环境 （这里主要是

提供苏州园林真实的园林图片或视频） 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多媒体教学打破了时空限制，将学生带入情境，化繁为简，化虚

为实。通过一幅幅真实的园林图片及对文本内容的理解，感受苏

州园林的图画美，领略苏州园林建设设计的卓越成就。了解作者

总分总的写作思路，把握文章的结构层次。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1 年第 10 期

12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2.解决难点和重点、关键问题的环节。多媒体可以不受时

间、空间的限制，可以改变微观、宏观的约束，直接表现各种事

物和现象，使教学中一些无法让学生实际接触的事物可以通过声

音和画面显示出来，拓宽学生的视野，获取学习所需的材料，为

学生提供具体生动的形象，从而突破教学难点。教师在讲授《斑

羚飞渡》的惨烈、悲壮时，让我们看到了动物身上那股神圣而不

可侵犯的精神力量。镰刀头羊“走向那道绚丽的彩虹”，也是向

往投身于美好的理想世界。课文描写“斑羚飞渡”的成功，近乎

奇迹，是以斑羚们时间先后选择的精确、跳跃幅度控制的高超、
跳跃技巧掌握的娴熟、对接时机衔接的吻合为前提的。从文章的

交代来看，斑羚们此前并没有经过这样的排练，那么，课文描写

的“斑羚飞渡”是真实发生的吗？学生还是存在疑惑，教师在这

个环节设计课件来帮助学生理解就是恰到好处的。
3.文学赏析，广泛阅读与拓展延伸的环节。优秀的多媒体课

件可以培养形象思维。形象思维的基础是观察能力、联想能力和

想象能力 （包括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在这方面多媒体课件有

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教学中运网络提供信息的丰富性，大大增加

了学生的阅读量。
根据语文学科含量大的特点，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可以收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学习 《滕王阁序》 一文，有关王勃作

《滕王阁序》的最初记载，杨炯《王勃集序》中的有关内容，滕

王阁位置、风光图片等丰富的内容，都可利用多媒体快速地介绍

出来。多媒体集文字、图片、影像、声音于一体，能变枯燥为生

动，变抽象为形象，从听觉、视觉多方面引起学生的兴趣和情感

体验，给语文教学带来生机和活力，也给语文老师增强教改的信

心和勇气。
4. 在反复的复习中夯实知识的环节。学生进行单元，期中、

期末复习阶段，可以根据知识点横向、纵向设计复习的课件，一

劳永逸，是加深记忆的最好办法。课件容量大，方式灵活自由。
老师还可以设计竞赛性质的训练题，学生通过反复答题就夯实了

知识。运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总复习，可以让学生把握知识之间的

内在联系和整体结构。课件具有交互性，学生反复的训练，直到

扎实，还能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5.综合实践课，专题讲解的环节。综合性学习是课程标准的

新内容，是语文教学中的一个新课题。他把写作与口语交际渗透

于综合性学习之中，突出学习过程中的探究性，重点培养学生搜

查资料、筛选信息和研究问题的能力。这门新课程是最合适在网

络中进行的，网络的大量资源，能使学生的协作能力大大增强。
如初中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走进戏曲大舞台》综合实践

活动，让学生在他们喜爱的活动中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从而提

高艺术鉴赏力，提高人文素养。
活动宗旨：通过了解中国戏曲这种传统艺术，培养学生热爱

中华文化的感情，提高艺术修养；初步了解中国戏曲的有关基本

知识；理解戏曲中脸谱、行当等的含义，学习鉴赏戏文；引导学

生对舞台艺术产生兴趣，培养学生高雅的艺术情趣。
具体的步骤：指导学生课外收集资料，听戏、看戏，向周围

的老戏迷请教；欣赏不同剧种经典剧目片段 （播放碟片），有京

剧《苏三起解》、评剧《刘巧儿》、锡剧《双推磨》等等。 优秀

戏文鉴赏：印发精彩唱词选段，让学生分析、讨论，进而理解其

思想艺术特色。戏曲知识竞赛：亲身体验，学唱戏曲，学演戏

曲；能理解戏文的思想艺术特点。通过竞赛，使学生更多地了解

有关戏曲方面的知识；考察地方戏的特色以及现状；给出振兴方

案。
再如，专题知识课程———对联鉴赏与创作。对联是一种独立

的文学样式，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因为对联是独具中国特

色的东西，是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所以对联

也就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联非常广泛地进入

到了人们的各种生活领域，近年来，还成为了高考试卷中的考

题。本课程的开设，既是为了学生的高考的需要，也是为了学生

将来走向社会，在实际生活中具有运用对联、鉴赏对联、创作对

联的能力，更是为了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总之，没有任何一种教学媒体是万能的，多媒体课件也不例

外。在看到多媒体在语文教学中优势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其出现

的问题。它只不过是教学的一个辅助工具。一个较适用的课件产

生，需要较高的技术要求，它包括教师的教学经验积累以及对教

材处理的熟悉程度等，也包括教师对计算机知识了解和运用能

力。另外，一个课件从设计到完成制作，往往需要花费正常教学

备课的数十倍时间。如果因制作课件占用了大量时间，而忽视了

“备课”，制作出的课件也是流于形式，破坏了正常教学。信息技

术过滥会导致语文教师对其产生过度依赖，不利于专业发展。滥

用多媒体课件，会增加学生的无意注意，影响教学信息的传递，

内容、形式过多会淹没真正的语文内涵，失去学科特点，失去语

文味；不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培养和提高。
多媒体课件是一个双刃剑，用得巧就能达到目的，反之则是

负担累赘。只有教师不断探索，不断积累经验，才能运用得得心

应手。
注释：

[1]参见 H.R .姚斯、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 周宁、金
元浦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
[2]出自｛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

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

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御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3]出自｛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方其搦（nuò）翰，气倍辞前，

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番空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也。是以

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

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
[4]苏霍姆林斯基《爱情的教育》112 页。
参考文献：

[1]中学语文课程标准[M].上海教育出版社.
[2]钟绍春.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M].东北师大出版社.
[3]何克抗.建构主义———革新传统教学的理论基础[M].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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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7).
[5]宋如郊.中华语文网———宋如郊工作室.语文阅读教学如何走出

“对话”的误区———明确教学内容走出浮泛“对话”评介[OB/ 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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