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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信息技术创设情境下小学语文诗词
教学的实效研究

●何　洁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的整合日益紧密.利用信息技术创设情境,可以有效地提

高小学语文诗词教学的实效.本文先介绍了信息技术在诗词教学中的意义,包括创设逼真的情境、激发学习

兴趣,丰富教学内容、拓展知识视野,增强教学互动、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等方面.接着详细阐述了利用信息技

术创设情境下小学语文诗词教学的方法,如创设虚拟情境、播放音乐、利用网络平台等.最后,总结了这种教

学方式的效果,包括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理解诗歌内容、提高诗词鉴赏能力,拓展学生知识视野、培

养学生综合素质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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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词作为我国文化的精粹，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

涵和深厚的艺术价值。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诗词教

学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有助于学生人文素养和审美情

趣的培养，更能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然而，传统的

诗词教学模式往往局限于教师单向讲解，导致学生被动接受

知识，教学效果不太理想。 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

展，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之间的融合愈发紧密。 借助信息

技术创设情境，能够显著提升小学语文诗词教学的实效性，

为学生提供更具有趣味性和参与性的学习体验。

利用信息技术创设情境下小学语文诗词教学的意义

(一)创设逼真的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够以多媒体、虚拟现实等形式，为学

生构建更加生动逼真的学习情境。 通过利用音频、视频、

图片等多媒体资源，教师能够呈现与诗词相关的历史背景、

文化内涵和生动的场景，使得学生可以直观地感知诗歌所描

绘的场景和情感。 例如，在课堂中展示古代诗人所处的自

然环境、历史背景或是诗歌所述的人物形象，让学生仿佛穿

越时空，亲身感受古人的生活场景和创作背景。 这种沉浸

式的学习方式不仅使学生对诗词产生浓厚的兴趣，更加强了

他们对诗词的感受力和理解能力。 这样的教学方法，为学

生带来了全新的学习体验，从而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

欲。 在这样的学习氛围下，不再被动地接受诗词知识，而

是更愿意主动参与，并且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和体验诗歌所包

含的情感、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 这种沉浸式的教学方式

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提升诗词教学的

实效性。

(二)丰富教学内容，拓展学生知识视野

信息技术为教学提供了广阔的资源空间，能够让学生在

诗词教学中接触到更丰富多样的内容和知识。 通过互联网

资源的利用，可以深入了解诗人的生平事迹、创作背景、文

学思想等方面的内容。 这种全面、多角度的了解有助于学

生对诗词作品有更为深刻的认识，进而激发他们对文学艺术

的兴趣。 同时，通过数字化图书馆等资源，学生能够接触

到丰富的诗歌作品，涵盖不同风格、不同题材的诗歌作品，

这有助于学生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诗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除了诗人和诗歌作品本身，信息技术还能让学生了解诗歌传

承和影响，以及诗歌在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例如，

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资源了解诗歌的流传、影响力，以及不

同历史时期诗歌风格和主题的变迁。 这样的全面性了解有

助于学生构建更加完整和深入的诗词知识体系，同时也拓展

了他们对历史文化的认知和理解。

(三)增强教学互动，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信息技术的运用可以促进师生之间更加活跃地互动。

首先，借助电子白板等工具，教师可以设置多种形式的诗词

教学活动，例如，展示诗歌内容或特定情境并邀请学生进行

讨论或思考。 这样的互动环节能够引发学生的思考和探索

欲望，激发他们对诗词内容的兴趣和好奇心。 同时，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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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交流与讨论也能够促进彼此之间的思想碰撞，激发更深

层次的学习。 其次，借助在线学习平台，教师可以为学生

提供诗词教学资源、在线作业、讨论板块等功能，鼓励在课

后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交流。 这种延伸学习的方式能够增

强学生的学习参与度和学习主动性，同时也为教师提供了更

多个性化指导和评估的机会。 互动性教学能够使课堂更加

生动有趣，学生更容易沉浸其中，从而提高了学习的效率。

利用信息技术创设情境下小学语文诗词教学的方法

(一)创设虚拟情境，让学生身临其境

虚拟情境的创设是通过信息技术的手段，构建一个仿真

的场景，让学生仿佛置身其中，从而更深入地理解诗词的意

境和情感。 例如，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结合多媒体资源，

在课堂中展现古代的风景、建筑或场景，让学生感受古诗词

中所描述的景象和情感。 例如，在诗歌《惠崇春江晚景二

首》中，“竹外桃花三两枝”一句描绘了春江初春的景象。

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创设虚拟情境，展示与诗句相符的自

然风光图像或视频，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诗中所描绘的美

景。 通过投影仪或虚拟现实设备，展示碧波荡漾的江河，

展现清澈明亮的江水流动景象。 同时，展示葱郁的竹林，

清新的竹叶在微风中摇曳，勾勒出翠绿的轮廓。 而盛开的

桃花图像则可以展示满树绽放的桃花，粉色花瓣随风摇曳，

点缀着江边风光。 这样的场景展示可以让学生近距离感受

桃花娇艳、竹林葱郁、江水清澈的景象，有助于学生更直观

地理解诗中所描绘的景物。 学生通过视觉的感知，将更加

深入地体验到春江初春的美景，从而能够更生动地理解诗歌

中对自然景象的描写，增强对诗中景物形象的认知和记忆。

这种直观的情境创设方式，将诗歌中的景物形象和情感表达

与学生的实际感知相结合，有助于加强他们对诗歌意境的感

知和理解。

(二)播放音乐，渲染诗歌意境

音乐作为情感的载体，在诗词教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利用信息技术播放与古诗词相关的音乐，能够渲染诗歌所表

达的意境和情感，增强学生对诗词的感受力和情感共鸣。

这样的教学方法是常富有创意和情感共鸣的。 例如，在教

学过程中，可以选择以二胡、洞箫、古筝、琵琶共同演绎的

《秋水随想》这样的曲调为学生呈现诗词《浣溪沙》的意

境。 首先，在导入新课的阶段，音乐的起用能够迅速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让他们在音乐的环境中感受到一种舒适和惬

意，为进一步学习诗歌打造良好的氛围。 通过音乐背景，

讲解诗歌内容和意境时可以更好地向学生传递诗歌所蕴含的

思想和感情。 音乐与诗歌相互呼应，能够增强学生对诗歌

的联想和理解。 接着，学生朗读诗歌并分析诗歌语言、修

辞和意境，教师在这个阶段引导学生借助音乐感受诗歌的节

奏、韵律和情感表达。 在闭眼想象环节，音乐作为背景音

乐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和感官体验。 这种方法使学

生能更加全身心地融入诗歌所描绘的境界中，加深学生对诗

歌情感内核的感悟和领悟。 学生在想象过程中，或许会感

受到苏轼“人生无再少”的感慨、奋斗豪情、超脱现实的洒

脱等情感，这有助于激发学生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和思考。

最后，在分享感受环节，学生们可以以更加自由、开放的方

式交流彼此的感受和理解。 这种交流有助于学生更全面地

理解诗歌，同时也可以培养他们的表达能力和情感体验。

总体而言，这种创新的教学方法在诗歌教学中引入了多元化

的教学手段，使学生不仅能理解诗歌的表面意义，更能深刻

感悟到诗歌所蕴含的情感和人生哲理。

(三)利用网络平台，拓展教学资源

利用网络平台创设的情境，是拓展学生理解深度的重要

途径。 以课文《古人谈读书》中对孔子的介绍为例，学生

对孔子的了解通常停留在表层，更多的集中在名言背诵上。

然而，通过创新的教学方法和网络平台的运用，可以让学生

更深入地了解孔子的思想和背景，激发其学习兴趣，增加学

习动力。 在教学中，通过利用孔子博物馆官方网站上的

“云孔博”VR博物馆资源，让学生全方位仿佛置身于孔子

的时代和环境下，更直观地感受孔子的生活场景和学术成

就。 通过云孔博进行线上游览，为新课的展开提供直观的

感受。 这种虚拟实境的感受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视觉体

验，也为他们打开认识孔子更深层次的大门。 教学过程

中，可以让学生通过“参观”博物馆后以小导游的方式介绍

孔子和《论语》，结合当堂所学的读书名言，巩固他们对知

识的理解和应用。 通过这种互动性强的线上资源与线下教

学相结合的方式，可以让学生深入体验我国文化的博大精

深，激发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 这种情境创设不仅

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课文，更能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文化自

信心，让他们更加主动地去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利用信息技术创设情境下小学语文诗词教学的效果

(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在小学语文诗词教学中，利用信息技术创设虚拟情境和

多媒体展示，较大地丰富了课堂教学的形式和内容，产生了

显著的教学效果。 首先，通过虚拟情境和多媒体展示，能

够呈现丰富多彩的画面和场景。 例如，展示古代江南春天

的自然风光，如江水荡漾、竹林婆娑、盛开的桃花等。 这

种视听感受能让学生仿佛置身于诗词描绘的情境之中，激发

他们强烈的学习兴趣。 在这种身临其境的学习氛围中，学

生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提高学习的参与度。 其

次，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使得学生更加专注于诗词学习。

他们对展示的情景和场景感到好奇与新鲜，从而更容易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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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状态。 在愉悦的氛围中更容易专注于课堂内容，提高

学习的效率。 这种生动的学习场景也为学生打开新的思

维，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感受诗歌的意境与内涵。 同

时，这种教学方式也较大地减轻了教师的教学压力。 通过

视听展示，教师能够更生动地传达知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

课文内容。 学生的积极参与也为教师提供了更多互动的机

会，使得教学过程更加活跃和丰富。 这种愉悦、轻松的教

学氛围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也增进了师生之间的互

动与交流。

(二)帮助学生理解诗歌内容，提高诗词鉴赏能力

情境创设方式在小学语文诗词教学中的运用，显著加强

了学生对诗歌内容的理解，提升了其诗词鉴赏能力。 首

先，利用多媒体展示古代文人的生活场景和历史背景，可以

让学生了解诗人的创作环境，有助于学生更加全面地理解诗

歌的内涵。 例如，通过展示诗人创作时的生活环境或者与

诗歌有关的历史文化背景，让学生感受到诗歌背后的历史文

化底蕴。 其次，结合音频、视觉等多种媒体形式展示诗

歌，有助于学生全面、多角度地把握诗歌的内容。 例如，

运用音频效果，播放自然声音或特定场景中的声音，如江水

潺潺流动声、鸟鸣蛙声等。 这种声音效果可以增添诗歌情

境的真实感，帮助学生更直观地体验诗歌所描绘的场景，使

他们更深入地融入诗歌的意境之中。 总之，利用情境创设

方式让学生能够通过视听、互动等感知方式更直观地感受诗

歌的情境，结合多媒体形式展示诗歌，也可以使他们更全面

地理解和鉴赏诗歌。 这种丰富多样的体验有助于拓展学生

的感知和认知，提高他们的诗词鉴赏能力。

(三)拓展学生知识视野，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通过多媒体、虚拟现实等技术，可以使学生深刻感知诗

歌背后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内涵。 这样的体验不仅仅是对诗

歌内容的了解，更是对我国优秀文化的感悟与体验，能增强

学生的文化意识和文学素养。 情境创设可以引导学生从多

个角度去理解诗歌，拓展他们的思维方式。 通过互动、音

频、视频等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观察、思考和想

象能力，培养多元化的思维模式。 利用情境创设方式还可

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感受诗歌内涵，促进他们的语文素养

的全面发展。 这种综合素质的提高不仅包括对语文知识的

掌握，更关注情感、审美、逻辑思维等多方面的综合素养。

信息技术的运用以及情境创设的方式，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

潜能。 让学生可以从虚拟情境中获取启发，培养他们对艺

术的创造性理解，激发其创新思维和创作能力。

结束语

信息技术在小学语文诗词教学中的应用为教学带来了新

的活力和效果。 通过情境创设，学生不再被动地接受诗词

知识，而是通过多媒体、虚拟情境的体验更加主动地参与学

习。 这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专注度，更丰富了课

堂教学内容和形式。 利用信息技术创设的情境不仅能够让

学生更深入地理解诗歌内容、提高诗词鉴赏能力，还有助于

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培养综合素质。 这种教学方式有助

于激发学生对我国优秀文化的热爱与理解，进一步增强教学

效果，为小学语文诗词教学注入更多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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