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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工作主要进展

本学期本课题实验研究分三个阶段实施：

课题启动阶段，主要任务是了解当代信息技术，结合目前国学在小学课堂的授课

方式，提出课题研究设想，撰写课题设计论证和可行性研究报告， 申报课题。研究实

施阶段，主要任务是制定如何根据低年级学生学习特点在语文课堂中利用信息化技术

渗透国学知识。在此阶段开展“节气”和“传统节日 ”活动双线并行，使学生更好体

会传统文化。在活动中积极使用信息技术，进行国学与信息技术之间的整合。并撰写

阶段性实验成果报告，并准备下一阶段的研究方案和研究计划。总结阶段，主要任务

是进行检测，分析，整理汇总资料，写阶段性成果报告。到 目前为止，在实施研究的

过程中， 围绕课题的指导思想，主要开展了以下一些学习研究活动：

(一) 加强自我研修

我们组成员认真研读并学习新课标， 以新课标为指导开展课题活动研究。 由于成

员对信息技术与课堂融合方面的理论知识了解、掌握颇少， 因此在课题开题前期以及

研究阶段本组成员都重点研读新课标、信息技术、 国学知识方面的书籍、文章， 目前

还正在组织研读《信息环境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二) 着力实践研究

根据国学内容和信息技术的分析，我们立足课堂，借助信息技术，例如：视频、

音频、录像等信息技术，开展国学知识讲授活动和节气、传统节日活动，激发学生的

挑战兴趣，让吸收国学知识并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呈现成为大家的共识和师生的自觉行

为。

进展一：围绕在语文课堂中，我们积极发挥教师要占领校园主阵地，通过信息技

术的图片、声音、视频动画等形式，将课本中的古诗学习更加生动具体地展现在学生

面前。在将汉字时利用多媒体将笔画进行拆解，方便学生更加直观的观察。在学习《人

之初》时，适时播放视频，便于学生深入理解其中含义。

进展二：在进行古诗教学时，利用多媒体课件及音乐更好的帮助学生了解古诗意

境和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感。例如在教授《小池》这首古诗时，诗中“泉眼、晴柔”这

些词语一年级的学生如果仅靠文字很难理解其中含义，所以在讲授本课时，我们借助

信息技术利用视频和图画帮助学生认识泉眼。借助舒缓的音乐配以夏季池塘树荫照水

面的图片使学生更直观的感受夏日池塘美景，从而体会诗人想要表现出的情感。

进展三：在本学期我们确立了以国学经典为主线，节气和传统节日双线并行的活

动方向。并在三月开展“春分竖蛋”、四月开展“谷雨播种”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学

生不仅感受到了国学内容的魅力，并利用手机进行活动过程的记录，并利用信息技术

向其他同学进行介绍。目前正在积极筹备后期活动，如“五月小满古诗诵读活动”、“六

月端午节活动”、“七月小暑、大暑传统习俗绘画活动”……

(三) 注重资料积累

我校教科研部门始终强调课题与教学实际紧密结合，强调教研同步，强调课题研

究 日常化、 日常工作研究化。 同时，也要求各课题组在研究的过程中增强资料积累意

识，能够及时反思、记录，动态积累资料、上传资料。因此，《“双减”背景下国学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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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整合的设计与实践研究》课题组前期所做的各种实践活动资料都整理的比较完

备， 中期过程性资料具体、可操作性强。

二、实验成果

( 一) 学生的国学素养得到极大提升。通过信息技术，教师将对于低学段学生来

说较为艰涩难懂的国学知识通过图片、声音、视频动画等形式具象化了，学生们更好

的理解其中含义，并潜移默化到平时的行为习惯上。 同学们整体在讲文明懂礼貌方面

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为人处事的方法也在改善，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了，

进一步实现了“人和”的和谐局面。孩子们的朗读能力提高，语言积累丰富了。对学生

的评价，既关注了知识与技能，又关注了学生情感与态度的形成与发展； 既关注了学

生学习的结果，更关注了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变化发展。在老师的努力下，孩子们的

朗读能力提高，语言积累丰富了，读写水平提高了。学生在课堂中的学习既扎实有效，

又充满情趣。通过检测，学生的各项语文能力均有大幅度提高。

(二) 围绕课题研究的进展，本组成员李婧撰写了《思信息国学融合之法，修博

学雅韵之身》、庄蕊萌撰写了《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国学经典教育》、刘瑞萌撰写了《在

小学语文活动中实现信息技术与国学经典的有效融合之研究》、王可馨撰写了《小学语

文课堂的“简约化”教学》，均获得天津市教育学会天津基础教育“教育创新”论文评

选区级三等奖。

(三) 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研究能力得到提升。主要表现在，教师认真研读课本，

找到课本内容与国学间的联系。其次对于多媒体的利用愈发熟练，开始尝试多种功能。

教师们逐渐有了课题研究的知识和主动研究的意识。

三、存在的问题

( 一) 一些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如在课堂教学中融入国学，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

代、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我们常说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传统文化中有些内容已

经过时，有些思想内核已经落后，需要我们在教育实践中加以甄别。在传承的过程中，

不应拘泥于文化呈现的形式，更要关注文化的精神实质内涵。另外，信息技术的使用

对于学生来说有利有弊，教师如何在课堂中更好的使用信息技术，使其更好的辅助教

学。

(二) 手头资料欠缺，实验研究知识欠缺。在以后实验研究的每一阶段的中途，

需要及时调整实验进度和内容，及时收集分析统计资料，多思考，多总结。

四、下一步计划

在下一个阶段，我们需要着手进行新课标、 国学内容、信息技术等方面的调查研

究， 同时做好教学工作，继续开展国学与信息化融合的工作。

(1) 继续利用信息技术开展语文教学工作，并尝试和其他学科进行融合。例如在

即将来临的端午节，我们可以结合语文课文《端午粽》并利用视频帮助学生了解历史，

并收集端午节的诗词，配以音乐进行诵读或者吟唱。还可以尝试和美术、劳动学科进

行融合动手画一画或者亲手制作粽子，将制作过程利用手机记录下来，并利用电脑等

信息设备进行展示。

(2) 继续开展关于节气和传统节日的活动，做好前期规划、活动过程记录以及后

期材料汇总。

(3) 课题组老师根据本班学生特点可增设一些特色“国学”内容以发展学生的兴

趣爱好及特长，例如可以在课间增添国学作品朗读会、经典作品“我会读”等活动。

例如经典朗诵活动可以选出读音标准的学生担任“领读员”，起到榜样作用。谈谈国学

小故事，可以由教师主导，学生提前搜集和国学经典有关的小故事，通过故事增强学

生国学学习的积极性。向国学作品看齐,让学生结合自己的实际生活，谈论发生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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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品质、道德故事，例如班级同学拾金不昧、 团结同学等事件。经典朗诵或经典

摘录活动，学生再次朗诵经典作品，感受其深层含义，感兴趣的还可以进行经典摘录

活动， 以加深理解。

五、可预期成果

( 一) 理论成果

1.充实并形成配套学习资源库

我校开展“双减”背景下国学与信息技术整合的设计与实践研究已有很长一段时

间，在这期间，课题组老师联合学校教师共同完善学习国学经典学习资源库，针对不

同的一年级学生展开与之相匹配的活动。相关教师不只是搜集充实学习资源库，更是

结合自身教育经历以及学生分享的经典小故事，将之优化整合，进而充实经典学习资

源库。

2.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在本次研究过程中，各教师认真工作，及时总结，在研究中得到了多方面的专业

发展。首先，课题组教师的理论水平得到了综合提升，在研究中学会了课题文献资料

查找，信息收集与整理的多项方法。其次，课题组教师相关的专业教学与活动组织能

力得到了的提升，在具体课题研究活动中收获了经验。教师在坚持每天诵读经典的同

时，用丰富多彩的活动作为经典的学习延伸，逐渐有了课题研究的知识和主动研究的

意识。本课题组教师的教学能力得到了巩固提高，为今后的教学工作奠定了实践基础。

(二) 实践成果

“双减”背景下国学与信息技术整合的设计与实践研究的开展，推进了国学经典进

入校园的步伐，锻炼和提高了教师的综合素质，促使教师不断汲取国学经典养分，加

深自身国学经典功底，真正成为有文化有涵养的教师，并唤醒学生学习国学的内驱力。

国学作品中的《三字经》《论语》等这些经典之经典，凝聚了我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和传

统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精髓让学生通过耳濡目染，传承中华美德，

培育民族精神。

如孩子读了《弟子规》 中“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后，学生就会产生

感恩父母的初始心态，为以后孝敬父母打基础；而当读了“惟德学，惟才艺，不如人，

当 自励。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 ，学生就懂得了关注修德育才，少些与别

人攀比吃穿的想法。一年级课后服务构建“托管+国学”模式的策略研究的开展有效提高

了学生的文化素养，陶冶情操，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全面提高。

课题主持人签名：储洪颖

2023年 5月 25 日

课题所在单位意见：

(课题前期研究计划落实情况，调整研究计划建议等)

经过初步审核，该项研究实施方案目标清晰，研究方法适当，中期研究工作扎实，按计划落实，

管理规范，资料翔实、丰富，完成了预期研究任务。下一步继续秉承认真、严谨的研究精神，继续

开展深层次探索， 以期取得理想的成果。

盖章：天津市东丽区逸阳文思学校

2023年 5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