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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负责人和课题组主要成员

课题名称 信息技术与小学语文教学深度融合的实践研究

负

责

人

姓 名 刘辉 性别 女 职务 教师

办公电话 手机 136621838

52

职称 一级教师

工作单位 东羽小学 任教学科 语文

通讯地址 天津市东丽区东羽小学

学

电子邮箱 1365991972@qq.com

主

要

参

加

者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承担任务

刘伟 东羽小学 二级
查找资料 课堂实践

解决研究问题

闫贵蕾 东羽小学 一级 课例研究 撰写论文

李德美 东羽小学 一级
课堂教学设计 问卷调

查

张树淼 东羽小学 二级 收集资料 课堂实践

霍秀艳 东羽小学 高级 研究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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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题设计论证

·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实施步骤。（限 3000字内）

选题意义：当今，信息技术对小学生语文教学的影响不断加深，互相

交融，提升学习效率，发展自身的创新性。信息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已

步入网络化的世界，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会用各种桥梁将其连接起来，

进行传播。信息技术，是主要用于管理和处理信息所采用的各种技术的总

称。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慢慢将信息技术与小学语文学习方式相互融合。

语文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学科，作为信息主要载体，它的教学必须改变传统

的以教师讲解为主和粉笔加黑板的单一形式，以适应信息化社会，否则就

会失去它在基础教育中的应有地位。

课题研究理论依据：在语文教学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逐步实现教学

的网络化，不仅是 21世纪教育现代化必须完成的任务之一，也是语文学

科克服自身弊端，进一步实现科学化的有效途径。所以，在社会信息量急

剧增加的今天，语文学科必须与信息技术紧密结合，采用信息技术来解决

以往语文教学中难以解决的问题，优化语文教学，推进课程改革，这是时

代发展对语文学科的必然要求。

本课题以现代信息技术理论为指导，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关注教学

效益，建构有效教学的策略和评价体系，促进教师、学生和学校的共同发

展。

当今，我们已步入网络化的世界，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会用各种桥

梁将其连接起来，进行传播。信息技术，是主要用于管理和处理信息所采

用的各种技术的总称。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慢慢将信息技术与小学语文学

习方式相互融合。无论是在语文课堂上还是课下，信息技术是怎样影响小

学语文学习方式呢？怎么充分利用当今的希沃白板 5、多媒体和网络、希

沃手机助手和 pad呢？

如今信息技术已运用到小学生的学习生活中，逐渐我们发现信息技术

对小学生语文学习生活既有优势又存在相应的劣势。那么我们提出，信息

技术在小学生语文学习生活中有哪些优势和哪些劣势呢？怎样去做到相

互平衡，取长补短？争取将信息技术与小学生语文学习方式达到结合的最

高峰。我们正处于信息化时代，受电子信息技术的影响，当前小学生的学

习方式多种多样。那么当今信息技术在小学生语文学习生活中现状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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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呢？

1. 通过研究，如何把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有机地融合，寻求信息技术在

语文教学中的最优应用的一般规律及其具体操作方式；寻求变革教学内容

的呈现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师生互动方式，提高整

合教学有效性的方法、经验和管理评价机制。

2.通过研究，培养教师的现代教育意识，促进教师对信息技术与语文科教

学整合的教育理念的理解，并提高教师驾驭现代信息技术的能力。进一步

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自学能力、创新能力、动手操作能力、搜集和处理

信息的能力等，为学生的终生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3.通过研究，研制开发出一批适应交互式教学模式的多媒体教学课件，总

结出应用信息技术提高小学语文教学有效性的理论、技术、方法和手段。

确保研究期间，出优秀课例、课件和论文等。

研究内容：

核心概念的界定： 信息技术教学培养学生从多方面、多角度学习知

识，它不仅是一个教学创新的尝试，也是一个给学生们提供综合表现的平

台。语文本身就是一门与实际生活联系较为紧密而没有明确界线的学科，

学生之所以认为语文比较难学、枯燥乏味就是因为与实际生活联系得不够

紧密，思维眼界开阔性较低，而信息技术又正好是一门与语文互补的学科，

通过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引入信息技术，可以将实际生活与语文更加紧密的

联系在一起，通过多媒体技术让学生可以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将语文

的基础知识和应用灵活的运用起来，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更好的

发展自我。

研究方法：

1.本课题研究主要以行动研究法为主，在课题研究实施过程中，搜集研究

资料，归纳整理，不断发现问题，及时反馈信息，对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

整合的课堂教学效果进行反思，修正研究计划，将理论与实践，成果与应

用有机统一起来。

2.文献研究法：多渠道收集、整理和运用现今国内外与课题相关的理论，

以及本课题研究的进展情况，寻求理论与实践创新。

3.经验总结法：通过总结，全面深入、系统地提高经验实质，使之上升到

教育理论的高度，找到要吧运用和借鉴的规律性的东西。

4.调查研究法：综合运用各种调查方法和手段，掌握实验研究的第一手材

料，为课题提供充足的事实依据。

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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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信息技术巧妙创设多样化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2.利用信息技术优化学习过程，促进课文教学重点、难点的突破。

3.利用信息技术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丰富阅读体验，激发学生想象。

4.加强个性化指导，利用信息技术突出知识运用能力的学练结合，发展学

生多种能力。

5.课内外结合，利用信息技术增大课堂容量，拓展延伸语文学习的外延，

提高学习效率。

研究的过程与方法：

1、本课题研究主要以行动研究法为主，在课题研究实施过程中，搜集研

究资料，归纳整理，不断发现问题，及时反馈信息，对信息技术与课堂教

学整合的课堂教学效果进行反思，修正研究计划，将理论与实践，成果与

应用有机统一起来。

2.信息技术下的课堂教学具体实践环节：

（1）创设情境，激发兴趣，引出问题。

（2）自主探究，合作交流，解决问题。

（3）分层练习，反馈矫正，注重应用。

（4）拓展延伸，利用资源

3、改变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通过课题研究,改变教师的教学理念,
增强教师信息技术教育的业务素养,让教师掌握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的基

本方法,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最大效益,优化课堂教学过程,较明显提高小

学语文学科教学的质量.
4、拓展小学语文教研工作.以改进课堂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为核心,以提高

教师掌握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能力为主要内容,开展丰富多彩的教研活动。

如:形成各年级小学语文学科的统一的备课组,统一教学进度。

5、课题研究成果结集,面向全校推广，将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的

优秀教学课例、论文、教学后记、教学反思、教育故事等结集出版,既是对

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课题研究成果的物化,也可用以指导全校教

师的教育教学工作,还可以为学校探究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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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成课题的可行性分析

·已取得相关研究成果的社会评价（引用、转载、获奖及被采纳情况），主
要参考文献（限填 10项）；
·主要参加者的学术背景和研究经验、组成结构（如职务、专业、年龄等）；
·完成课题的保障条件（如研究资料、实验仪器设备、配套经费、研究时
间及所在单位实验条件等）。
（限 1500 字内）

·研究现代信息技术与小学语文教学深度融合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现代信息技术与小学语文教学的融合现状分析
现如今，现代信息技术已经逐渐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与人们日常生活中，
在此大背景下，关于小学语文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融合研究与实践应用
愈加增多，促进了二者的有机融合，整体上呈现出良好的深度融合开展态
势，小学语文教学质量和效率得到了不断提升。但是，在具体的融合过程
中，仍旧有一些问题存在，不利于二者融合，甚至阻碍了二者融合，主要
问题表达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教师信息素养与信息技术操作能力缺乏。一些小学语文教师在自身
的教育经历中并未接受系统、专业的计算机教育，尚未形成与信息时代相
适应的信息素养，信息的搜集、处理和应用意识较差，无法将各种有效信
息数据变为珍贵的语文教学资源，且信息技术操作水平有限，多媒体教学
课件的设计、微课的录制等现代化教学活动难以顺利开展。
主要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章业树,辛晓明.信息技术与学生学习方式变革[J].中小学电教，2004
（04）
[2]王奕标,梁斌.信息技术与学习方式的整合研究[J].信息技术教育，2003
（02）
[3]何克抗.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次整合的理论与方法[J].中小学信息技术
教育，2005(2)
[4]余胜泉.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目标与策略[J]．人民教育，2002(2)
[5]赵义泉,武英杰.学习的新理念:信息技术与学习方式的整合[J].现代教
育科学，2004（11）
[6]张爱玲.信息技术与学习方式的改变[J].山西电教，2009（03）
[7]陈泳霏.关于多媒体信息技术与小学生科学学习的调查研究[J].新课程
学习(上),2012(04)
[8]何克抗.对我国中小学计算机现状的思考与分析（N）.计算机世界报，
1996-9-2
[9]新课程实施过程中培训问题研究课题组编写.新课程与学习方式变革.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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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何克抗.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深化学科教学改革的根本途径[J].
小学信息技术教育,2002(12)
主要参加者：
刘伟：查找资料 课堂实践 解决研究问题
闫贵蕾：课例研究 撰写论文
李德美：课堂教学设计 问卷调查
张树淼：收集资料 课堂实践
霍秀艳：研究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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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期研究成果

阶 段 性 主 要 成 果 （限 报 10 项）

序号
研究阶段

（起止时间）
阶 段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负责人

1 2022.6-2022.10 课题准备阶段 交流探讨 刘辉

2 2022.11-2023.3 课题实施阶段
示 范 课 例

撰写论文
闫贵蕾

3 2023.4-2024.6 课题总结阶段
交流分享成

果
李德美

最 终 研 究 成 果 （限报 4项，其中必含结题研究报告）

序号 完成时间 最 终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负责人

1 2023.10

信息技术与小学语文教学深度融合的实践

研究 论文 闫贵蕾

2 2023.12

信息技术与小学语文教学深度融合的实践

研究课例 其它 刘辉

3 2024.6

信息技术与小学语文教学深度融合的实践

研究---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刘伟

预期的主要成果 A.专著 B.论文 C.研究报告 D.工具书 E.其它

预期完成时间 2024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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