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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阶段教学中，各学科都加强了信息技术教
学手段的应用，借助信息技术现代化、高效化的教学
优势，实现学科教学的优势互补。小学信息技术教学
实践中，教师同样要把目光聚焦在与其他学科的链接
整合中，凸显信息技术的工具性和实用性。
一、整合语言文本，增强情感体验
语言文字是学生接受情感、表达情感的主要方

式，小学信息技术课堂教学整合语言文本，能够为信
息技术课堂增添人文气息，增强学生信息学习的情感
体验，使学生收获直接、深刻的感性认知。教师运用语
言文本资源时，不能“单刀直入”的直接抛给学生，而
是要与信息教学活动有机融合到一起。教师可以将语
文学科的文本材料作为创设情境的有效切点，用学生
熟练掌握的简单知识拉近信息知识与学生已有认知
的距离，为学生树立信息学习的自信心。

例如，“操作键盘”第一课时教学中，虽然学生在
学习之前已经对键盘的分区、按键有了清晰的认知，
且具备使用键盘输入文本的能力，但由于缺少系统
教学，学生的指法都存在很大问题。教师将主要教学
时间用于指法的讲解和示范，并且为学生整合了《一
去二三里》《悯农》《望庐山瀑布》等输入难度不一的
文本材料，要求学生按照正确的指法，对照教师提供
的文本逐一输入这些古诗。教师整合的文本材料都
是学生早已熟练掌握的，可以有效带动学生练习热
情，且不同文本间有着明显的难度区别，使每个学生
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练习素材，得到不同程度的成
长和提高。
二、整合数学实践，加深知识理解
小学信息技术课堂教学整合数学学科实践活

动，既可以体现信息技术强大的兼容性、直观性、高
效性，又能加深学生信息知识的理解。教师整合数学
学科资源时，不能局限于数学问题、数学概念等文本
内容输入，更重要的是关注数学几何图形、调查统
计、数据分析等涉及到信息综合处理的数学实践活

动，将这些活动内容与信息技术图形处理、数据处理
功能建立联系，引导学生在反复训练、灵活操作下，
巩固信息技术课堂教学内容，牢记其中的操作过程
和编辑方法。

例如，“画多边形”的课时教学内容与小学数学
学科的图形几何知识就有着紧密联系，教师在课堂
导入环节设计了一个师生竞赛活动。教师展示一个
由三角形和梯形构成的小鱼图片，组织学生认真观
察图片，提出竞赛内容：“同学们可以看到，这个小鱼
是由我们熟悉的三角形和梯形组成的。老师想和同
学们来一次比赛，同学们用纸笔画，老师用画图软件
画，比比看谁画得更快更好。”学生对这种别开生面
的竞赛内容都很感兴趣，课堂参与热情高涨。通过简
单的竞赛活动，能够让学生感受到信息技术的简单、
便捷，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这时，教师顺势导入课
堂教学内容，为学生示范具体的操作方法，极大的提
高了学生的信息学习效率，收到了事半功倍的课堂
教学效果。
三、整合美术素材，保护参与热情
小学生对生动活泼、颜色鲜艳的美术形象有着很

高的喜爱度。教师应充分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小学生的
兴趣取向和心理特点，在信息新知呈现时，投放一些
与教学内容相关且能迅速抓住学生注意力的美术素
材，提高信息知识学习的新鲜感。在操作训练、创作竞
赛等活动中，教师选用的美术素材应该是经过精心处
理，完成度较高的作品，让学生感受信息技术强大的
处理功能，为学生自主创作提供参照物，实现以图激
趣、以图助解。

例如，Word章节的“制作课程表”教学中，为了激
发学生参与课程表制作活动的积极性，教师在训练
活动开始前，为学生展示了网络搜集的各种优秀的课
程表图片。这些教师精心挑选出来的美术素材，在各
种色彩搭配、字体的美化修饰等方面都有较高的参考
价值。

小学信息技术教学与多学科的链接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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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借助美术素材辅助信息训练互动的方式，为
学生创新思维提供了立足点，巩固了学生课堂学习知
识，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四、整合德育内容，升华教学效果
小学阶段正是学生情感态度形成，价值观念塑造

的关键时期。信息技术学科教学与德育内容的联系点
主要体现在培养学生现代化、信息化的学习意识，引
导学生正确看待网络资源，教会学生养成良好的网络
使用习惯。教师应做好长期性的教学规划，将这些德
育内容渗透到每个课时教学中，潜移默化的影响学
生。另外，在训练活动和创作活动中，教师可以融入道
德教育，设计各类德育主题的信息活动，增强学生道
德认知体验，提高道德教育效果。

例如，在国庆节前后的信息技术课堂中，教师以
“为祖国庆生”为主题设计了开放性的信息实践活动，
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制作一个与“国庆节”相关的
信息作品。这种学生亲自参与资料搜集、整理、完成作

品的信息活动相比于空洞的说教，更能激发学生的爱
国主义情感，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

小学信息技术学科教学中与多学科构建联系，能
够实现学科教学的优势互补，提高信息知识的呈现质
量和训练效果。教师在注重多学科的链接整合时，要
立足信息技术学科教学特点，明确信息技术的主体地
位，切忌把信息技术课变成其他文化学科课堂教学，
而是将其他学科知识作为辅助素材，用以辅助学生信
息知识理解及信息技能训练，培养学生信息应用意识
和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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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物学科涉及到大量的概念性知识，教师要
深入解读分析生物概念知识特点，立足初中生的生物
认知基础和学习水平，构建多种类型的生物模型，激
发学生概念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在生物模型的辅助
下，构建准确的生物概念认知。
一、实物模型，构建概念表象
初中生物学科教学内容与学生日常生活体验息

息相关，教师运用生活常见的实物模型展开概念教
学，能够提高概念学习的直观性，建立生物概念认知。
如《DNA是主要的遗传物质》教学中，为了让学生正确
认识DNA的双螺旋结构，教师将实验室中的多组DNA
结构模型带到课堂中，让学生小组间传递观察，使每
个学生都能从不同角度观察到DNA结构细节，指出实
物模型中的磷酸分子和脱氧核糖。组织学生联想生活

物品，思考生活中哪些物体的结构与DNA结构有着相
似之处，根据学生回答的旋转楼梯等素材，构建出更
多生物模型，帮助学生生物概念认知表象的建立。

实物模型是创设模型教学情境最常用的教学素
材，利用实验室配备的实物模型资源，让学生在多组
实物模型的传递观察中认识DNA结构的整体特点和
细节构成，给学生带来直观生动的课堂体验，提高了
学生生物概念学习效率。
二、类比模型，简化概念理解
类比模型是用学生熟知的事物进行类比和表征

生物概念表述内容，增强概念细节的可视性，简化生
物概念的理解难度，帮助学生准确把握生物概念的本
质属性。构建类比模型需运用学生生活中常见物品，
其中最简单直接的就是用“人手”作为类比模型构建

建模思想在生物概念教学中的渗透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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