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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五”重点规划课题《区域性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研究》 

子课题《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有效整合研究》 

课 题 结 题 报 告  

 

一、课题名称：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有效整合研究 

 

二、课题研究的背景 

㈠ 国际研究背景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以网络技

术和多媒体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已成为拓展人类能力的

创造性工具。“多媒体”和“信息高速公路”成为工业化时

代向信息化时代转变的两大技术杠杆，它们正以惊人的速度

改变着人们的工作方式、学习方式、思维方式、交往方式乃

至生活方式。在信息化的社会中，信息的获取、分析、处理

和应用能力已成为衡量现代人基本能力和文化水平的重要

标志。信息化社会是一个要求人类个体终身学习的社会，终

身学习将是每个现代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石。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现代信息技术教育的飞速发展

为各国课程改革拉开了序幕，把现代信息技术纳入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传统教学弊端是各国课程改革的重要举措，美国、

英国、日本、新加坡更是走在世界课程改革的前列。在我国，

教育决策层和教育改革者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教育的现代

化离不开教育的信息化。为了适应这个发展趋势，我国已经

确定在中小学中普及信息技术教育。 

㈡ 国内研究背景 

在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 2840 项研究课题中，教

育信息技术立项课题有 127 项，其中重点课题和青年专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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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课题占 74 项，这大大超过其它学科中重点立项课题比例，

湖南省 2001 —2003 年立项 700 多项课题中教育信息技术

课题 33 个。这些研究对推动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起了非常积

极的作用，但只从某个角度研究解决了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

某方面问题，而教育信息化实际上是项系统工程，有必要利

用科学发展观原理和系统论原理对其组成要素进行全面系

统的分析与研究，揭示其内在发展规律，促进教育信息化可

持续发展。 

新课程的实施，素质教育的发展以及教育信息化的推进

使得学科间的联系愈加紧密。在课程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发

现：通过加强信息技术教育，课堂教学的多媒体化、智能化、

网络化的特征初步显现。我们在着力培养学生利用信息技术

的意识和能力、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的同

时，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的思路更加明晰——在语文

教学中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场”效应，为学生的学习和发

展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环境和有力的学习工具，势必逐步实

现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教师的教学方式

和师生互动方式的深刻改革。 

教育部部长助理、基础教育司司长李连宁在全国课程改

革实验区信息技术教育研讨会上明确指出，不应当把信息技

术仅仅作为学习的对象，而应当作为学习的工具，要努力实

现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实现教学方式、学习方式的根本

变革。李连宁强调，加快推进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首先要

实现观念的转变，一是要把信息技术从学习对象转变为学习

工具，要把信息化作为提高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载体，信息

技术的应用要和日常的教育教学结合起来，真正把信息技术

运用到学习之中。二是要把信息技术作为辅助教学的手段转

变为学习的方式，发挥信息技术在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探究、

合作交流等方面的优势。建构在网络环境下学生自主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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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这是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所追求的目标。新一轮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突出强调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要把信息

技术与课程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新课程在一个比较高的

水准上推进。只有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信息技术才

不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而是一种学习方式的根本变革。 

从语文的角度来看，终身学习的首要条件是形成基本的

“读、写、口语交际和信息处理”四大能力，其中“读、写、

口语交际”能力一直是传统语文教学所重视的。然而，面对

迅速激增的信息，那些虽具备“读、写”口语交际“能力，

却不能识别现代信息符号，不具备信息获取、信息分析与信

息加工的能力、不能有效的利用信息资源为自己和他人服务

的人显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 

㈢ 学校研究背景 

我校创办于 1941 年，1998 年晋升为“湖南省重点中

学”，2001 年被评为“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多年来

的快速发展，学校已成为一所环境幽雅、设备精良、名师荟

萃、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学校。校园面积 220 余亩，建筑面积

5 万多平方米；现有教学班 50 个，在校学生 2800 余人。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布局合理，规划科学，教育教学设施先

进，校园网、多媒体教室、计算机室、多媒体语音室、校长

办公系统、电子监控系统、电化教学中心等一应俱全，是教

书育人、砺志求知的好地方。 

成为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后，我校不断加大对现代

教育技术的投入，加强现代教育技术软硬件建设。2005 年，

学校投入 1832595 元，建成了完整的校园网络，实现资源

共享和教育教学管理的网络化。2006 年，我校累计投入现

代教育技术经费 1381930 元，其中多媒体教室 104 万元，

电脑配件、电脑笔记本 63530 元，多媒体 278400 元；2007

年学校投入资金 1749314 元，其中包括投入资金 50 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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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为每位任课教师配备了手提电脑；2010 年投入资金

224820 元；学校累计投入 500 余万元，大大改善了教育教

学硬件设施。 

学校建成了采用基于第三层交换的千兆主干、百兆到桌

面的以太网的校园网络系统。主干交换机采用华为 S6505

交换机，有 4 台华为 S3505 机，和 3 台华为 S3202 机，真

正实现了三层交换管理；三台戴尔服务器，与电信 1 条千兆

线路接入互联网；学校具有一台专用的 WEB 服务器，并建

立了学校网站和校庆专题网站，同时对外发布信息，展示学

校先进的办学理念和优异的办学业绩。学校各部门以及师生

的有关资料都可上传至 FTP 服务器，全校师生都可以通过校

园网操作系统查找教育信息，进行双向交流。 

学校建有网络中心，信息覆盖到整个校园，各教师办公

室、教学用房、教师住房都能实现资源共享。校内基本实现

了教学、管理网络化。学校实现了“班班通”，有 57 个教室

配备了计算机终端、投影机、实物展示台等现代化教学设备。

学校共有电脑 400 多台，建有 4 间计算机网络教室（其中

语音教室 2 个，每个教室配置学生机 64 台），除完成教学任

务外，计算机教室对学生开放，可用于查找资料，开展研究

性学习。学校建有设施较先进的大型多媒体电教室 2 间，均

可容纳 300 人以上，可以满足教学观摩或一定规模会议的需

要。 

为此我们提出了现代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有效整合的

研究策略。我们所理解的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的整合，并不

仅仅是把信息技术作为辅助教或辅助学的工具，而是强调要

把信息技术作为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认知工具和情感激励

工具，利用信息技术所提供的自主探索、多重交互、合作学

习、资源共享等学习环境，把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充分调

动起来，使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在整合过程中得到有



 

 5 

效的锻炼。其核心在于把计算机技术融入到学科教学中——

使用计算机，就像使用黑板、粉笔、纸和笔一样自然、流畅。  

三、课题概念的界定  

㈠ 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简称 IT），是主要

用于管理和处理信息所采用的各种技术的总称。它主要是应

用计算机科学和通信技术来设计、开发、安装和实施信息系

统及应用软件。它也常被称为信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主要包括传感技术、

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本课题研究所涉及的信息技术专指

利用电子计算机获取、传递、存储、处理、显示信息和分配

信息的技术。 

本课题研究的信息技术主要指多媒体技术。 

㈡ 整合 

一般认为，整合是指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将两种或两

种以上属于不同范畴，但是有关联的事物，通过动态组合的

方式融为一个整体的理论与实践。本项课题研究中的整合是

指通过系统科学方法，将信息技术范畴的各项因素，按照高

中语文学科教学的特点和要求，有机融合在一起，以达到提

高语文课堂教学效率的目的。 

㈢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 

关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说法与定义很多。目前关于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有“大整合论”和“小整合论”两种观

点。“大整合论”主要是指将信息技术融入到课程的整体中

去，包括改变课程内容和结构，变革整个课程体系。它针对

教育领域中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存在的割裂和对立问题，通

过信息技术与课程的互动性双向整合，促进师生民主合作的

课程与教学组织方式的实现和以人的学习为本的新型课程

与教学活动方式的发展，建构起整合型的信息化课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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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课程资源以及课程实施等，从而对课程的各个层

面和维度都产生变革作用，促进课程整体的变革。“小整合

论”则将课程等同于教学。这种观点将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

等同于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信息技术主要作为一种工

具、媒介和方法融入到教学的各个层面中，包括教学准备、

课堂教学过程和教学评价等。这种观点是目前信息技术与课

程整合实践中的主流观点，也是我们实施本研究的基本立足

点。 

㈣ 有效整合 

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的有效整合，是指信息技术主要作

为一种工具、媒介和方法融入到学科教学的各个层面中，包

括教学准备、课堂教学过程、教学评价、教学内容和教学对

象等，使教学内容的组合更加合理、清晰，课堂教学结构的

设计更加优化。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有效整合的本质是把信

息技术和现代教学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将技术作为提高教学

效率，改变教学模式的一种辅助教学的工具，其目的就是要

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这种课堂并不单纯看使用的技术有

多好、多新，使用的时间有多长，关键是要发挥信息技术在

自主探索、多重交互、情境创设、合作学习、资源共享等多

方面的优势，看是否把信息技术作为辅助教学的工具转变为

新型的学习方式。 

㈤ 语文学科教学 

语文学科教学是指以典范的古今书面语言作品为教学

媒介、以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和培育学生的文化素养为

根本目的、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吸收人类进步文化，提高

国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任务的基础学科教学。 

本课题中的语文学科教学专指高中语文学科教学。 

三、课题研究思路和方法 

㈠ 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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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查研究本校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的现状，

调查参加科研的教师对该课题的理解和接受情况。 

（2）收集以往相关的理论、经验资料，组织教师培训

学习，明确科研目的。 

（3）组织各参加科研的学科教师，进行学科研究课题

计划的制定。 

（4）按实施步骤进行课题研究，定期进行科研工作的

阶段性总结、评价、反思、调整等。 

（5）认真进行课题结题，总结整合经验，全面进行推

广，促进师生、学校全面发展。 

㈡ 研究方法 

本课题属于应用研究的范畴，主要采用调查研究法、个

案分析法、文献研究法、行动研究法、教育实验法、经验总

结法等研究方法。 

调查研究法、个案分析法：拟采用重点、抽样和个案调

查相结合的办法，调查在实施信息技术与高中语文学科有效

整合研究的过程中，语文课堂有效模式的构建； 

文献研究法：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文献资料，

及时掌握国内在实施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研究领域的最新

成果，探索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以及可资借鉴的先进经验。 

行动研究法：构建区域性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体系，

并应用于本地教育信息化实践，在实践中及时反思、调整，

通过计划、实践、观察、反思四个步骤不断充实、完善，寻

找得失原因，制定出对策，以便指导下一阶段的实践，借此

检验课题研究成果的实践价值。 

教育实验法：在自然的正常的情况下，根据预定的计划，

确定实验班级，但是被试验者并不知道是在做实验，因而他

们的活动也是自然的。 

经验总结法：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系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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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地研究和解决高中语文学科教学中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的

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学校今后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教学改

革特别是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一份理论联系实践、操作性较

强、涵盖面较广的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的实施指南。 

四、课题研究的技术路线和研究步骤 

Ⅰ 课题研究技术路线 

以我校现有信息资源为基础，以课题研究组教师为研究

骨干，以因特网及课题研究顾问组专家为依靠，以信息技术

与高中语文学科整合模式与途径为具体内容，对如何提高农

村普通高中语文教学效率、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优秀人才进行

整体化、系统化的研究，研究成果在争取能在全校其他学科

及其它农村中小学校推广应用。 

Ⅱ 课题研究实施步骤 

㈠第一阶段课题申报、立项阶段： 2006 年 2 月—— 2006

年 9 月 

1、组建《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有效整合研究》课题组，

课题组成员分工，确定研究成员及任务。 

2、撰写课题开题论证报告、课题实施方案和课题实施

计划。 

3、做好课题开题申报、立项工作。 

㈡  第二阶段（研究阶段） 2006 年 9 月—— 2008 年 7

月 

1、明确并进一步了解研究对象。以学生为研究对象，

了解学生基本信息素养、对信息技术与语文课题有效整合的

看法，分年级撰写分析报告。 

2、分学年度撰写第二阶段实验计划，即 2006 年 9 月—

2008 年 8 月。 

3、开展课题理论实践研究，通过信息技术和语文学科

教学有效整合，提高学生信息素养和语文能力，培养学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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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精神。 

4、教师按要求编写教案，制作课件，作好本阶段有关

会议记录，撰写本阶段研究总结，同时积极撰写研究论文。 

㈢  第三阶段（总结阶段）2008 年 9 月——2009 年 12

月 

1、整理有关课题研究的佐证资料，做好实践总结评价

工作。 

2、收集课题组成员落实课题研究的实验教案，总结教

学实验模式，并装订成册； 

3、收集整理好本年度教学中所使用的自主开发的教学

软件（含视频文件、音频文件、PPT 课件等），分年级整理； 

4、收集教师与课题有关的论文及学生在网络上发表的

文章，整理成册； 

5、撰写课题研究论文及课题研究报告，申请结题，接

受总课题组领导和专家鉴定研究成果。在整合模式研究中，

课堂教学结构涉及的各个行为主体都是研究的对象。包括教

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环境、教学方式和过程等，其中

主要是研究教学过程中教师用什么方式进行主导、学生主体

地位如何体现。 

Ⅲ 课题研究对象 

由于本课题研究时间跨度大，研究人员存在较大的变

化，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对象随着研究人员的变化作出相应的

调整。 

五、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的完成情况 

（一）研究内容完成的基本情况和目标的实现情况 

课题组圆满完成了原设计的四个方面的研究内容： 

⑴信息技术与高中语文学科教学内容的有效整合，包括

教师有计划地围绕教学目标组织信息源和学生自主通过信

息渠道获得有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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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信息技术与高中学生学习方式的有效整合，包括运用

信息技术实现分层次教学、个别化学习、自主学习、协作式

学习、促进良好学习品质的养成等； 

⑶信息技术与教师教学方式的有效整合，包括把信息技

术作为准备教学的重要工具以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和质量、

创设生动逼真的问题情境以引导学生进入自主学习状态、提

高教师呈现教学内容的质量和效率、教学经验总结的及时有

效； 

⑷信息技术与师生互动方式的有效整合，包括一师与多

生的互动、远距离师生互动、提高师生之间评价与反馈的质

量与效率。 

同时，课题组实现了原设计的三个主要目标： 

⒈ 探索现代教育技术条件下深化课型改革的途径，全

面提高学生语文综合素质。 

⒉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和素养，为学生

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奠定基础。 

⒊ 更新教师的教育观念和语文教学的能力，提高语文

教学的效率和质量。 

课题组全体成员通过三年六个学期的深入研究，对“信

息技术与高中语文学科有效整合”相关联的重要内容，即信

息技术对教师教学准备、学生学习准备、教师教学方式、学

生学习方式、师生互动方式等五个方面的积极影响，作出了

卓有成效的探索，形成了与新课程改革理念高度吻合的课堂

教学模式，拓宽了高中语文课型改革的途径，全面提高了学

生语文综合素质，提高了高中语文课堂教学的效率和质量。 

（二）、课题研究主要结论及发现评价 

通过开展课题研究，初步形成了多媒体环境下高中语文

“自主、合作、探究”教学模式：即“确定方向——创设情

境——自主学习——合作探究——课堂小结”五步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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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教学方法极大地调动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教师真

正起到了引导、调控和评价检测作用，课堂学习效率高。下

面试以谭敏丽老师的《蜀相》教学设计（该课例 2009 年获

湖南省三等奖）为例予以说明： 

【教学目标】 

1、用“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诗歌鉴赏方法赏析诗文，理解杜甫对“蜀

相”诸葛亮的仰慕和惋惜之情，了解杜甫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精神。 

2、品析诗中的意象，品味诗歌语言，感受诗歌意蕴美。 

3、掌握诗歌借景抒情等表达情感的表现手法。 

【教学重点】学会“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鉴赏方法，品析诗中的感情。 

【教学难点】诗中“柏”“英雄”等词的丰富含义；“空”“自”等词的妙用。 

【教学方法】诵读法、讨论点拨法 

【教学用具】多媒体（MTV ，PPT ） 

【教学课时】1 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复习关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诗歌鉴赏方法： 

以意逆志：①读懂诗文中的意象；②以自己的生活经验解读诗情； 

知人论世：①诗人的生平及为人；②诗人生存的环境和时代；③各种史传材

料和后人评述；④作品的具体创作时间。 

    二、品读诗文： 

（一）诵读诗文，初感诗情： 

①指名诵读，师生正音；    ②学生齐读，要求初步体会诗中蕴含的感情。 

（二）品析诗文，细悟感情： 

1、【知人论世】说说我心中的诸葛亮：学生欣赏 S·H·E 的 MTV 《蜀相》，

然后谈谈自己所了解的诸葛亮。 

【链接 1】歌曲《蜀相》：胸怀锦绣破万卷，万里江山隽秀在你眉间，或许今

生最安处，卧龙岗下半亩田，说好要归去，为何你一去便不返？待早梅发斜窗前，

踏白雪三顾蹄声频繁，满腔碧血当酬知己，隆中对出天下宽，丈夫生此世，兴邦

继绝世风云。宏论傲惊三吴江川，火生东南焚尽千帆，纵庙堂舌灿珠莲，生灵涂

炭几时安？酒奠故人当风临岸，三千青丝任江涛拍乱。风流如云烟过眼，青史简

书添几转，握山河旧豪杰换，荆州入彀蜀道蜿蜒连绵，夷陵岸连营烧断，白帝城

高月色寒，半世君臣分中道绝分，哽难言。 

识幼主孱朝堂变，整伦常按剑只手回天，平南疆初策马扬鞭，七擒七纵若等

闲，出师一表显，问千载谁堪伯仲间，街亭恨败旌麾血染，至交新斩泪洒军前，

养生息厉兵秣马，再遣征鞍度歧山，出师未捷魂梦杳然，动地悲风过五丈荒原，

志未竟此生犹憾，身后无人可交管，诫子书存宁静致远，千秋道义题祠上匾，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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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道宽严皆误，自古知兵非好战，兴衰存亡独担双肩，斯人不复令英雄扼腕，行

路难我自清廉，忠名长不没人间，回眸但笑江湖远，功过后人传。  

【链接 2】概括诸葛亮一生的功绩的对联： 

收二川，排八阵，六出七擒，五丈原前，点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为酬三顾。  

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柜，中军帐里，变金木土爻神卦，水面偏能用火功。 

2、【以意逆志】谈谈杜甫诗文中的诸葛亮，析析杜甫在诗文中表达的感情。 

（1）诵读诗文，探讨：诗中直接表现作者对诸葛亮感情的诗句是哪些？它

们蕴含了何种感情？ 

①明确范围：“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

英雄泪满襟。” 

②品析感情：结合诗文及杜甫的遭遇，对比分析，归纳板书： 

       三顾频烦   天下计   两朝开济   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 

诸葛亮    幸得明君  雄才大略 丰功伟绩   忠君报国   事业未竟 令人痛惜 

杜 甫     因谏被贬  怀才不遇 仕途坎坷   辅国之志   晚年多病  四处漂泊 

【链接 3】杜甫早年的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晚年给朋友的诗文：致君尧舜付君等，早据要路思捐躯。 

③探究词语的丰富内涵：“英雄”指的是哪些人物？“英雄”为什么会“泪

满襟”？ 

讨论明确：“英雄”兼指包括诗人在内的古往今来天下一切有志于振兴国家

民族而奋斗的人物。这一联概括了英雄们由诸葛亮的赍志而殁而产生的强烈共

鸣，道出了他们壮志未酬、功业夭折的无穷遗恨，因而“泪满襟”。 

【链接4】 

①《旧唐书·王叔文（唐代著名政治改革家，“永贞革新”）传》：“（公元 805

年），叔文但吟杜甫诸葛祠堂诗末句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因

郗歔泣下。” 

②（公元 1128 年），北宋徽宗和钦宗父子双双被金人俘掳，宋高宗逃跑了，

为抵抗金兵南侵，已 70 岁高龄的爱国将领宗泽，亲自带兵镇守尚未沦陷的当时

的国都开封，但终因忧愤而成疾，临死时，他也无限感慨地吟诵了这两句诗，并

三呼“过河”（渡过黄河，抗击金兵）。 

【小结】师生讨论，明确归纳：这四句诗既表达诗人对诸葛亮的景仰和痛惜

之情，又暗中传达出自己四处漂泊，壮志未酬的感伤之情。  

（2）这种仰慕、叹惋之情在诗的前四句诗中有无体现？诗题为《蜀相》，诗

歌首联、颔联却从祠堂写起，为什么？  

品析意象，体会感情：  

【链接 5】①《甘棠》（《诗经•国风•南召》）：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

茇（b á）。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悦”）。                                

②《史记·燕召(shào)公世家》中记载：“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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