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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信息技术手段在学科教学中得到广泛运用，由于理论界

对信息技术手段的认识在许多方面尚未达到统一认识，信息技术作为

教学手段的一些教学理论问题仍需进一步讨论，从而导致中小学教师

对信息技术手段的基本认识有些模糊，学科教学中使用信息技术手段

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关于认识 

  当前绝大多数教师使用信息技术手段的热情很高，运用了信息技

术手段的课堂教学也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由于对信息技术手段的

认识不同，因而教师在学科教学中使用信息技术手段的初衷也不尽相

同，大致有以下几种： 

  过分夸大型。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深深体会到多媒体教学手段能

弥补书本、实物等无法给予学生多样化感官的明显不足，能超越模型、

挂图的静态而呈现出事物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但一些教师过分崇拜

信息技术手段，似乎除了信息技术手段外，其他教学手段都是落后的、

陈旧的，只有使用信息技术手段。一些教育主管部门也过分强调技术

手段的应用，以致有些课堂教学使用信息技术手段显得有点牵强附会。 

  盲目否定型。也有一种倾向是盲目贬低信息技术手段的价值，认

为课堂教学改革的重点应放在对传统教学方式的改良上，而不应跳跃

式地用现代的媒体彻底改变传统的教学形式。做一个好课件、用好一



个课件与上好课不是同一码事，只要处理得当任何一种教具都可以代

替多媒体课件，与其花精力去做一个课件还不如去设计更加合理的教

具，寻找更多的实物。多媒体教学手段只是带给学生感官上的多样化，

而过多的形象刺激，会伤害人的思考和想像的发展，更会导致思维惰

性。 

  应付评比和检查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为了推广运用信息技术

手段，有的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对学科教学中使用信息技术手段作了

一些硬性规定，例如没有使用信息技术手段的课堂教学不能参加优质

课评比等。有些教师迫于有关部门的要求，把评优课、观摩课与使用

信息技术手段等同起来，平时教学中没有深入思考和研究多媒体教学

的有关问题，更谈不上从改善和丰富师生的活动方式、更好地帮助学

生发展等方面综合体现信息技术手段的使用价值。 

  当然绝大多数教师能辩证地认识信息技术手段的地位和作用，科

学地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并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以适应当前教

学手段改革的需要。 

  几种形式 

  目前教师使用信息技术手段常有以下几种形式： 

  电子板书。将多媒体作为板书的补充，以文本形式呈现板书内容。 

  课件演示。按教学目标的要求，把包含不同媒体信息的各种教学

内容组成一个有机整体，采用超文体形式对教学内容呈现过程进行管

理。 

  积件选择。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教学情形从积件中抽取某一片断



进行演示，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思维。 

  课程整合。将信息技术整合到学科教学中，通过改变教学结构，

实现对学科教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发挥信息技术手段的真正价值。 

  以上几种使信息技术手段的形式不是绝对的、而是相互联系的，

课堂教学中常常是几种形式综合运用。 

  几点思考 

  首先，既要坚信教学技术具有巨大的作用，又要看到它的工具本

质。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信息技术手段为教学带来了新气象、新机会

和新方法，使教学活动方式进一步丰富和多样化；另一方面，也要看

到信息技术的局限和不足的一面，多样化的感官刺激、过多的动态过

程，会导致学生失去思考和想像的乐趣。 

  第二，信息技术手段只是教学手段的一种而不是全部，有了信息

技术手段不能贬低其他教学手段。同时，要切合学校实际，符合一般

的教学规律，有利于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效益。 

  第三，以信息技术手段为核心的教学改革应该是整体改革，除了

内容、手段和方法外，还要着重课堂教学结构的改革，即在信息技术

环境下展开的教学活动的结构形式，应建立在现代教学思想、理论下

的课堂教学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