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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与中职语文课程有效整合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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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是当前教学改革的新视点，它的研究与实施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提升教师整体素质、整合教学资源、提高教学效率等方面意义重大。本文从分析中职语文课程与信息技术

整合的现状入手，呈现优势，面对问题；然后论述中职语文课程与信息技术整合的方法和步骤；最后探索

中职语文课程与信息技术整合的模式，最终实现有效整合，进而提高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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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

这一句话说明了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的学

生出生成长在互联网+的时代，语文教学的内

容是存在于生活网络上的活生生的言语，语

文教学的目的是教会学生正确理解和使用生

活言语。对于中等职业学校的语文教学来讲，

这一点尤为重要。但是，目前信息技术与中

职语文课程整合的现状不容乐观。

一、中职语文课程与信息技术整合的现

状分析

（一）优势分析

1.硬件设施建设是整合的基础

中职学校的硬件建设比较好，校园的网

络覆盖、录播教室的建设、班班通的使用，

教师的计算机配置等都基本到位，这为中职

语文课程与信息技术的整合提供了基础条件。

2.师生信息观念是整合的前提

目前教师在备课、上课、命题、考试、

评卷、总结等各个环节，使用信息技术已经

是常态；当代的学生出生在互联网的时代，

使用信息技术学习，他们并不陌生。师生观

念上的接受是中职语文课程与信息技术的整

合的前提条件。

3.教师技术水平是整合的关键

多年来，大多数教师每年都会参加信息

技术培训，技术是基本过关的，师生基本具

备了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所需的技能，

这为进一步推进整合工作奠定了较好的操作

基础。

（二）问题分析

1.多数学校的数字校园硬件建设比

较完备，但在为信息技术的运用推广上营造

的氛围尚不浓厚，亟需营造智慧校园的软环

境，为教师开展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提供广

阔的空间。

2.大多数语文教师对信息技术理解

基本上是课前制作课件、微课，课上使用教

学课件辅助教学，课后通过班级群、雨课堂、

蓝墨云班课等平台发布或检查作业，要达到

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整合的高度，在技术层

面上还是比较欠缺的。

3.信息技术与中职语文课程的整合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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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学模式依然是封闭

的封闭。在课堂教学中虽然使用了计算机、

教学课件、投影仪等，但本质上还是传统教

学的照搬。

4.有些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使用信息技术，

实际上就是不停地朗读课件内容，既缺乏必

要的讲解，也缺少了师生之间的互动，学生

的独立思考更是被课件的不断播放所取代，

完全变成了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同时，教学

课件的播放为了有好的播放效果，教室内就

要遮挡窗帘，光线比较昏暗，这样的环境是

非常不利于教师对学生的学习状态进行观察

和纠正的。

总之，信息技术强大的网络功能、超文

本功能和交互功能及远程协助功能还远未得

到开发，为此，我们试图对将信息技术有机

地融入到中职语文教学要素之中，建设一个

现代、高效、信息化的教学环境，营造一个

开放、平等、民主的课堂氛围，建立一种和

谐、包容、信任的师生关系，达到教师乐教

善教，学生乐学善学的教学效果。

二、中职语文课程与信息技术整合的方

法

整合方法虽然很多，无论采用何种方法，

都不能为用信息技术而用信息技术，使用信

息技术是为了提高教学效率。在整合之前，

知道整合的目的何在，实施者和对象是谁，

整合的时间和地点、使用什么样的信息工具，

所以，整合的方法和步骤，实际就是解答这

些问题的具体措施。

1.教师要了解本校的信息环境的实际情

况。

每一个学校的硬件设施是不同，教师本

人掌握的信息技术水平也不同。学校要构建

校园网络、互联网、局域网、多功能教室等

环境，还需要加强对教师的培训，校际之间

可以互相观摩学习。教师可以自主建立一些

网络资源，彰显自己独特的教学方式，并与

他人共享。

2.教师要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

教师的信息素养主要是指在实际教学中，

教师要在认识文本之后研发课件、制作微课

等，并根据实际情况予以修改。在这个过程

中，教师还要科学利用互联网等资源，并且

对大量的信息进行甄别、筛选、处理和使用。

3.弄清课程的整合点何在。

所谓整合点，是指利用常规教学手段无

法解决或无法取得良好效果时，利用信息技

术手段可以化繁为简、化静为动、化腐朽为

神奇，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的地方。根据教

学实践，我们认为这主要是课程中不易解决

的重难点。因此，教师在备课时，要认真思

考什么是该课的教学重难点，用常规教学方

法，可否实现教学目标，要采用什么样的信

息技术手段来完成目标，如何实施。

4.综合考量信息技术的各种手段，何时

采用，从而让它们便捷有效地完成教学目标。

釆取何种手段需要教师根据学情来考察，

一方面要避免信息技术手段运用的过于现代

化，脱离学生实际，另一方面也要避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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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手段的低端化，不能有效发挥实际作用。

当我们使用信息技术之初，教师和学生

都会有些不适应，容易出现教师指挥不当，

课堂教学秩序混乱的现象，这就需要教师与

学生共同转变教与学的理念，真正地让信息

技术与中职语文课程整合发挥最大的作用，

释放出最大的能量。

三、中职语文课程与信息技术整合的模

式

美国认知教育心理学家奥苏贝尔提出的

“先行组织者”教学策略，它要求教师既要

掌握所教学科的知识体系，又要做好课堂的

教学策略的设计；也就是说教师教师既是知

识内容的先行掌握者，又是课堂教学的先行

策划者，在课堂上有序引导学生参与教学过

程，保证课堂目标的实现。信息技术与语文

课程整合实际上也是在运用这种教学理论。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的目的不只是知识的

习得，而是在一定的学习情境中，学生借助

各种学习资料，建构自己知识的一个过程。

这两种学习理论的结合就可以充分发挥教师

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所以，我们

在探讨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教学整合的过程

中时刻围绕着“主导—主体”这一课堂教学

环境，有效地落实教学目标，加强对学生核

心素养的培养。

本文力求实现在中职语文课程教学和信

息技术整合的环境中建立一种中职语文课程

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实现主动学习，并在小组合作的前提

下，教师组织、辅助、引导、纠错，来实现

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重视学生的创造

力。

基于以上理论及实践研究，本文提出了

信息技术与中职语文课程教学整合的“三段

式”学习模式：课前学生自主学习阶段——

课堂师生探究学习阶段——课后学生拓展学

习阶段。

第一阶段，课前学生自主学习阶段。

1.上课前，教师要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

通过对教材结构、教学内容及学生特点的分

析来确定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和教学重点难点，

教师还要制作微课和导学案，用以引导学生

在课前进行自学，并解决一些基础性问题。

那么，如何将微课和导学案传达给学生呢，

这时就需要信息技术的介入。学生除了教材

文本以外，教师可以通过班级群、雨课堂、

蓝墨云班课等途径将需要导学的内容发送给

学生，同时可以利用学校的网络资源让学生

自己去搜集、选取有用信息。

2.教师根据学生特点和学习兴趣、成绩

等将班级学生分为 5-6 个小组，每个小组有

6-8 人。一般情况下，教师通过微课的讲解

把基础知识点传授给学生，并提出相关的问

题帮助学生加深理解，这时每个学生作为独

立的学习个体首先进行独立思考解答。对于

难度较大或需要合作完成的题目，则要通过

学习小组的集体探究、充分研讨来解决，小

组合作的环节如有条件也可利用多媒体课件

进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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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课堂师生探究学习阶段。

学生在自学的基础上针对质疑的问题进

行交流，教师要注意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

并在授课过程中有侧重地予以解决。本环节

的教学流程是：

1.吟诵赏读，渐入情境。

教师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设置教学情境，

化静为动、变无声为有声，让学生通过视觉、

听觉、触觉、嗅觉等全方位、多角度参与教

学、感悟作品。讲授《念奴娇·赤壁怀古》

一课时，教师可以在课前滚动播放关于赤壁

的图片，引发学生的兴趣，同时播放歌曲《滚

滚长江东逝水》，因为这歌词的前两句化用了

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因此

创设情境，吸引学生注意力，自然带入情境，

受到感染。

2.揣摩研读，初明文意。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让学生知道是

什么，更应该让学生懂得为什么和怎么做，

因此教师在帮助学生获取知识和运用已有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就可以充分利用多

媒体和网络。在学习《念奴娇·赤壁怀古》

解读上阙意象时，教师可以使用大浪淘沙的

视频和海水冲击岸边礁石的声音，给学生带

来直观的感受，帮助他们理解雄奇壮阔的意

境，这要比一味的讲解效果要好的多。

3.质疑探究，领悟主旨。

学生在自主学习或集体研讨的过程中，

都会提出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时教师不

要急于给出答案，而是引导学生通过网络去

探究。当各小组通过集体探究得到答案时，

教师也不要急于评价对错得失，而是展示出

教师收集的相关资料，，再让学生自主分析、

研讨，最终得出结论。这个过程中学生的收

获远比得到答案更让他们满足和兴奋。

第三环节，课后学生拓展学习阶段。

在该环节中，师生总结反馈是关键，努

力做到知识的拓展延伸。比如学习完柳永的

《雨霖铃》后,让学生阅读《八声甘州》；学

习完李清照的《声声慢》后,让学生阅读《如

梦令》,学习完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后，

让学生阅读《沁园春·雪》。通过对比阅读鉴

赏,学生们进一步掌握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

点。而且扩大了学生的阅读量，提升了鉴赏

能力，对实现新课标中提出的学科核心素养

有很大帮助。这个拓展的过程，教师同样可

以借助互联网、教学课件等信息技术进行知

识延申。

本文是以职业学校语文课程教学的特征

为依据，构建整合的教学模式。在具体实际

中，教学模式要与实际教学活动联系，不是

机械的照搬。应用信息技术解决实践教学存

在的问题是关键，不能为了使用信息技术而

使用信息技术，更不能形式大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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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econdary vocational Chinese curriculum

Yan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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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urriculum integration" is a new viewpoint

of the current teaching reform, its 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eachers, integrate teaching resources, improve teaching efficiency and other

aspects.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curriculum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esents advantages and faces problems; then

discusses the methods and steps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curriculum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finally explores the mode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curriculum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inally realizes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and improves the teaching efficiency.

Key wor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condary vocational Chinese curriculum;

effective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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