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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小学语文教学为背景，针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多媒体课件的认识，根据多媒体课件在教

学过程中的优势以及多媒体课件的应用意义，阐述教师如何正确应用多媒体课件，如何更好的发挥多

媒体课件的优势，以及如何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最大限度的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调

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顺利完成教学任务，达到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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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1世纪的到来，随着我国的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并不断发展，现代多媒体信息技术，多媒体课件走进课

堂已经成为新时代发展的需要，它拓宽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和范围；极大的丰富了信息资源，为个性化、自主及交互式的

学习提供了实施的空间，使生动、活泼、主动的学习得以进行，使终生教育、学习化社会的构想得以实现。在小学语文课堂教

学中多媒体课件也极大的发挥着它的强大的、积极的作用。传统的教学模式把语文课的教授限制在“黑板、书本”中，有些时

候不容易激发学生学习语文课的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产生情感的共鸣。应用多媒体课件辅助语文教学，可大大提高课

堂容量，加强教学的情景性、直观性、示范性，融视听为一体，可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兴趣，将抽象的内容形象化，复杂的知识生

动化，开阔学生的视野，拓宽理解文章的思路，使学生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能深刻的理解具体形象，感受语言的内涵，是语

言的应用更加亲切自然，满足学生情感和心理上的要求，使阅读理解能力得到培养。事实证明采取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比

传统单一的讲授式教学更有效果，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更好的学到更多的知识。

1 运用多媒体课件创设情境，激发学习兴趣
由于小学生的注意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正逐渐的从无意注意占主导向有意注意占主导过渡，他们注意力的稳定性和

持久性比较差。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课件创设各种不同情境，融直观性、多变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

体，为学生营造一个图文并茂，动静相融的教学场景，促使学生多种感官同时接受刺激不断的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

的注意力集中到课堂学习上来，使学生积极投入学习，让他们的思维、言语等能力得到有效的发展，从而达到“课伊始，趣亦

生”的境界。例如在讲授《萄葡沟》一课时，首先让学生交流课前预习情况，简要介绍葡萄沟的方位及名字的由来。随后直接

播放多媒体课件，引导学生进入情境，让学生仔细观察：你看到了什么？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这时伴随着优美的旋

律和教师声情并茂的讲述，课件展示葡萄沟的美好风光；成串成串的五光十色的葡萄、修筑在山坡上的一个个阴房……让学

生仿佛置身于充满诗情画意的新疆风景图中，这时，让几个学生敞心扉说说刚才的所见所感。这样导入新课，自然流畅，不

但学生兴趣盎然，而且直奔重点，学习目标非常明确。

2 运用多媒体课件突破重点，化难为易
对小学生来说，生活经验还不够丰富，观察事物还不够全面，教学中，常常会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多媒体课件具有文

字、图片、动画、声音、图像等直观媒体信息同步进行的优点。教学中，充分利用这一优点，可变抽象为直观，变静为动。通过

向学生展示教学情境，呈现思维过程，提供丰富的感知、表象，构成一个活跃的“思维场”。使难以觉察的事物能清晰地展现

在学生感觉能力可及的范围之内，便可为学生实现由具体的感知到抽象思维的飞跃架设一座桥梁。如：在讲授古诗《草》时，

“离”、“枯”、“荣”等几处是文章的难点，“野火烧不尽”既是重点又是难点。教师在多媒体课件的设计时可以设置四幅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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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幅是像大海一样美丽宽广的草原，展现在学生面前的是一幅“风吹草地见牛羊”的草原景象。学生通过逼真的画面，理

解“离离”之草就是茂盛的草，同时，通过这幅画面，也知道了“荣”就是“茂盛”的意思。第二幅是秋季草原图，依旧是宽广博

大的草原，小草在深秋的季节变黄了、枯萎了。看图后，教师提问：“诗中哪个字说的就是这个季节的小草特征？”学生理解了

“枯”就是“枯黄”的意思。“野火烧不尽”，这些小草，怎么会烧不尽呢？播放第三幅场景，熊熊的烈火在无情地燃烧，露出大片

光秃秃的土地。这时，教师提示“小草的根在哪里”。同学们很快就知道了大火无情地烧掉小草的叶，但它的根深深地埋在

地底下，并没有被野火烧死，仍旧在聚集着力量，等待春天的消息，所以说“野火烧不尽”。第四幅场景，春暖花开，小草慢慢

地从泥土里钻出来，舒展着修长的身体，在春风中展露着嫩绿的期望。学生由此了解了“春风吹又生”。这样，多媒体展示与

朗读结合，便使学生明白了小草的确具有顽强不屈的精神，并初步了解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含义。至此突破了重

点难点。

3 运用多媒体课件实现课堂教学的立体化
交互性是 CAI 较传统的教学手段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优势，是CAI的巨大威力能否真正发挥的关键所在。因此，在运用

CAI 课件时，要充分利用计算机的交互作用。在多媒体网络教室里教学时，教师只在主机上选择“个别教学”，让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发现问题，计算机予以评价和及时调整帮助，同时学生可以相互讨论交流，取长补短，达成共识。而在此期间，学生可

以提问的方式与老师交流，使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得到及时的解决，也使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得到及时的反馈，能够对教

学方法或进度等进行调整，更好的把握调控整个教学过程。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在部分语文课教学中

如《长城》、《九寨沟》、《圆明园的毁灭》等文章，可在多媒体课件中设计“请欣赏、小画家、小导演”等栏目，让学生自主点击进

入，随心所欲选择自己的爱好，或上网进一步浏览相关信息，然后设置“猜一猜，试一试”环节，如“长城什么年代修造的?”“圆

明园是在什么时候让人破坏的?”“九寨沟位于我们国家的那个城市?”等等，让学生通过在线交谈的方式相互交流，研究。然

后通过电子举手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教师针对每位学生给予回答。使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发散自己的思维，让他们的联想

与想像自由驰骋而不受羁绊，多角度多形式地感受祖国山河的壮丽，深刻体会文章内容，学会表达、学会想象，发展学生的创

造思维，从而促使他们主动参与、自主发展。

4 运用多媒体课件转变教学模式
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下，将多媒体教学渗入到每个知识点，让计算机进入每间教室，使计算机像黑板和粉笔一样，成为

每位教师手中得心应手的教学工具。把传统的“以教为主”变为“以学为主”，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让“协作式”学习存

在于教师、学生之间，创造更高效、更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实现教育手段的现代化，以提高教育教学效率。 教育心理学家研究

指出：多种感官并用学习效率最高，视听并用的理解记忆率，远远大于光看、光听的记忆率。多媒体课件在教学中，既可以用

于课堂教学，也可以用于课外辅导，它所显示出的巨大优势往往令常规教学望尘莫及。首先，它声像兼备，既直观又生动，能

够引起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其次，它能够较好地模拟动态过程，有助于学生对抽象概念的理解和掌握；第三，计算机信息量

大，答问自如，诲人不倦，能按照学生的不同情况进行因材施教；第四，当学生同计算机对话时，没有任何心理负担，能充分挖

掘自己的学习潜力，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因此，在新的教学模式及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下，每位教师都应积极投身到多媒体

课件的开发和应用中来，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例如，在《雪地里的小画家》一课的学习中，雪景对于处在南方的学生来说很

陌生，教师可以在上课开始，把大雪纷飞的雪景利用多媒体课件的方式呈现在学生面前。课件的背景图上是满山厚厚的积

雪，还有那被积雪压弯了腰的老树，伴随着“呼呼”的风声，前面是飞飞扬扬飘落的雪花。目睹此景，学生们不禁发出赞叹:

“哇，好美呀!”学生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到课堂中来，对将要学习的内容产生浓厚的求知欲望，学习兴趣骤然高涨，然后针对

课文中的重点难点教师设置几个答疑的环节，教师必须给出可供学生选择的答案，让学生自己点击进入，进行学习，学生可

以通过看书，上网等方式查资料。充分体现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这时再让学生结合平时课外的了解，各抒己见，积极主动

地投入到学习中。这样的讲授方式，自然流畅，充分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取得较好的效果。

5 运用多媒体课件的多样化，丰富教学内容
我们运用多媒体课件以其鲜明的教学特点，形象生动的教学情景，促进了教学形式的多样化，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主

体意识，能极大地丰富教学内容。教材只是教学的凭借，课堂上不仅要让学生掌握书本知识，体会它所包含的思想内涵，更

重要的是教给他们学习知识的本领，引导他们去阅读各类课外书籍，同时深化课内知识。这就要借助多媒体课件存储量大、

功能强、操作简便等特点，给学生提供大量的知识。例如《动物过冬》一文，这是一篇知识性童话，课堂上如何融知识性、趣味

性、生动性为一体进行教学是至关重要的。我在课件制作中搜集大量的动物图片及录像，同时给动物按冬眠过冬、备食过

冬、迁徙过冬、原地过冬进行分类。在让学生自主学习课文的基础上，观看燕子、黄莺等动物迁徙的录像，感知鸟类到温暖的

南方过冬需要经过千辛万苦，意识到我们应该保护鸟类，做他们的朋友。同时介绍其他迁徙过冬动物的图片。同样，在学生

掌握了书本上备食过冬、冬眠过冬、原地过冬的动物后，向他们介绍其他动物的过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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