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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运用信息技术

让学生自主探究学习

所谓“自主学习”是指学习者对学习过程的自我

控制 , 衡量自主学习的指标是 : 学习目标的建立、学

习方法的掌握及学习评价的实现。探究性学习是以发

展学生的思维 ,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科学精神、社

会活动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为目的的一种学习活动。

信息技术全面引入教学过程 , 使之成为了学生学习、

教师教学、师生互动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学习过程

中如何利用信息技术进行自主、探究性学习呢?

一、利用信息技术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

基于信息技术环境下的自主学习 , 就是在运用网

络优势的前提下 , 在教师的启发、引导、点拨、帮助

下 , 带着一种积极要求了解问题、解决问题的强烈愿

望与心情 , 用探究的方法 , 自主参与学习 , 从而达到

解决疑问 , 掌握相应的知识与能力的目的 ; 自主性学

习是比较适合在网络环境中进行的 , 网络能解决研究

所需的大量资源 , 能帮助学生建立小组协作 , 能使教

师实现异步指导。因此 , 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的

学习 , 教师关键要创设一个学习环境 , 激发学生的学

习需要与学习兴趣 , 让学生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 , 学

生通过网络掌握大量的学习资源 , 根据自己的学习特

点和愿望 , 按照自己的学习方法 , 主动地选择学习内

容、学习时间和学习进度。学生在利用信息技术的自

主学习中树立“自主学习观”。

学生的自主学习 , 是利用信息技术 , 给学生提出

学习任务 , 进行任务驱动 , 通过上网查询、人机交互

等方式 , 学生在不断克服困难中完成任务。利用信息

技术可以获取大量的信息 , 教师与学生拥有信息的机

会是均等的 , 更多的时候 , 学生了解掌握的信息可能

比教师还要多。教师逐步失去以往占有教学信息资源

的优势 , 不可能再依赖现成的知识和所谓的标准答案

传授给学生。教师的任务将转变为如何引导学生在信

息的海洋中筛选、获取有用的信息。所以 , 教师可以

将所学习的知识分解成若干小问题 , 让学生带着问题

通过搜索引擎或相关的网站、多角度地找出答案 , 完

成任务。教师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开展教学 , 冲破课本

的束缚 , 在学生面前展开广阔的学习空间 , 从而提高

学生的学习效率。学生带着老师提出的问题 , 通过动

手操作以及必要的信息技术帮助进行自主探究 , 充分

是不能在整合过程中出现喧宾夺主的现象 , 不要让学

生光顾了看热闹看画面听音乐而忽视了学习的主要任

务。同时还要注意这样的课堂一方面要充分调动学生

的创造性思维, 让学生活跃起来 , 还应能随时调控课

堂秩序。教师要精心设计教案 , 设计情境真实的活动

课内容 , 让学生在看中学、在学中做 , 在看看学学做

做中轻松愉快地完成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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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他们的自主能动性。这样不仅提高了学生自主学

习 的 积 极 性 、主 动 性 , 也 充 分 发 挥 了 教 师 的 引 导 作

用。

二、利用信息技术创造学生合作学习的机

会

利用信息技术 , 可以很方便地展开丰富多彩的教

学活动 , 来培养学生的群体意识、群体活动能力以及

竞争和合作能力。学生们之间可以不用直接面对 , 而

是教师通过信息网络把分散在课堂中的学生链接成学

习团体。利用网络来传递声音、文本、图像等各种信

息 , 加强互相交流 , 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 调动学

生的参与积极性、主动性 , 让每一个学生都非常认真

地学习和探寻 , 对于每个问题 , 每个学生都能数次甚

至数十次地发表自己的见解。问题讨论到最后 , 教师

根据学生的回答 , 有选择地加以分析 , 表达自己的观

点。这种没有标准答案的协作式合作学习 , 对培养学

生的创造性思维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信 息 技 术 成 为 师 生 、 生 生 交 流 的 工 具 (BBS、

E- Mail、校园网),

例如 , 利用网络技术的 BBS 和电子邮件开展合作

学习 , 实现网上交流。学生可以利用班里的计算机建

立个人文件夹或建立个人主页、小集体主页 , 与其他

师生就感兴趣的问题做更深入广泛的交流。学生可以

将自己的认知和见解通过计算机发布于网上 , 让其他

师生共同去查阅 , 去发表建议。学生同时根据建 议 ,

再进一步完善的观点。?

三、应用信息技术促进探究性学习的方法

( 一) 提出探究性问题时应用信息技术

提出问题是探究性学习的首要环节 , 对于诱发学

生探究动机、引导学生进入主动探究状态具有重要作

用。探究的问题应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 尽量贴近学生

实际。教师创设的问题情境应直观、生动、富有启发

性 , 能 够 唤 起 学 生 发 现 问 题 的 欲 望 和 解 决 问 题 的 热

情 , 信息技术可在一定程度上优化提出问题的环节。

1. 应用信息技术发现探究问题。

在平时的学习中 , 教师应有意识地指导学生通过

互联网了解有关的社会问题 , 从中发现与课堂学习有

关的内容进行探究。例如在学习 《“诺曼底”号 遇 难

记》 这篇课文时 , 可以利用美国“9.11”恐怖事件的

突发性 , 问一问学生假如你们遇到如此紧急的事情 ,

你们该怎么办?

2. 应用信息技术创设问题情境。

信息技术可以方便地将视频、图片、动画、声音

等媒体集成在一起 , 优化问题情境的呈现方式。例如

在教学 《“诺曼底”号遇难记》 时 , 我 们可 以 让 学 生

先观看“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情景 , 使学生感受当时

情况有多么紧急 , 从而可以理解船长在那么紧急的情

况下如此镇定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 从而对学生

探究船长人物形象起了深化作用。

( 二) 探究活动环节中应用信息技术

探究活动是探究性学习的核心环节 , 是学生利用

各种探究手段和工具获取相关资料和数据研究解决问

题的过程。在探究活动中 , 信息技术可以帮助学生更

方便、快捷、高质量地完成某些探究任务。

1. 网上查询有助于获取大量相关资料。

例如 , 学习新教材“风俗人情”这一单元时 , 要

求学生去探究“故乡的风俗人情”。当学生使 用 传 统

的方法如去图书馆不能获取足够有用的信息时 , 就需

要教师加以引导 , 教师就可以指导学生如何应用网络

来搜索有用的信息。譬如可以点击搜索网站 , 运用搜

索关键词“风俗”来搜集相关的资料。当然在获取信

息后 , 教师需组织学生对相关知识进行分析、讨 论 ,

去除无用的信息。

2. 利用相关的网上论坛帮助进行信息的加工(例如

BBS、校园网、教师主页)。

在学生对知识进行初步的梳理后 , 已经有了自己

的感性认识 , 教师身为组织者、引导者 , 要启发学生

敢于将自己尚不成熟的见解发表在 BBS.、校园网等论

坛上 , 让大家一起来评判 , 从而使学生在交流中修改

自己的认识 , 完善自己的观点。而这一不断完善的过

程, 即是学生自主学习 , 自主探究的过程。

( 三) 展示成果环节中应用信息技术

经过了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形成观点、修改观

点和形成成果 , 学生最终有了自己的成果 , 但这不是

结束 , 学生还需学会展示、推销自己的成果。?信息技

术使交流具有更快速、灵活等特点 , 可以丰富传统的

师生互动方式 , 使之更广泛、更深入、更开放。

信息技术作为学生表达探究成果的工具 , 如在学

生对家乡的风俗人情有了一定的了解 后 , ?在 课 内 外

可以使用 PowerPoint 完成对家乡风景的展示 , 同时还

可以运用 word 进行相关文字的介绍 , 使学生的介绍来

得更形象、更直观。这样学生也有了充分的满足感和

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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