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信息技术 点亮咱的课堂
从整合到融合，坛角小学在信息化运用方面走在我市前列——

□记者 吕玲玲/文 通讯员 乔宏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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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得了严师，当得了“慈父”；教得
了英语，破得了“案件”——这就是河
洛中学八年级的班主任王优军，是学
生们口中的“老班”。当了22年班主
任的他，从一个会讲课的好老师磨砺
成一个能和学生及家长推心置腹的好
班主任。

课程多、学业压力大、偏科等现象
在初中学生中并不少见，是批评学生
还是帮助学生找出偏科的原因，王优
军选择了后者，他说：“当班主任就跟
警察破案一样，对学生在学校的一举
一动都要留心。”

王优军的班里有一名男生，物理
常常考满分，可英语成绩总是刚及格，

“理科都学得好，为啥英语学不好？”为
了摸清学生偏科的原因，他每天仔细
观察这名男生在校时的状态——“听
课认真，在校的状态很不错”。

学习状态好为何成绩不好？学生
家长也和王优军一样一筹莫展。在和
家长多次沟通后，王优军了解到，这
名男生的父母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生，
并且学的都是理科，家长无形中为孩
子营造了学习理科的氛围。所以孩子
一回家就做物理题，从来不看英语书。

至此，王优军找到了这名男生偏
科的原因：“在英语中找不到成就感，
所以就越来越不想学。”于是，他和家
长一起，督促这名男生每天适量增加
英语学习时间。

“学校和家庭一定要形成合力。”
在谈到当班主任的经验时，王优军
总是这样说，他也一直在践行这句
话——每学期至少和班里每位学生
家长面对面沟通一次。

和家长沟通也是一门学问。王优
军说，许多学生会把老师和家长之间
的沟通当成告状，所以沟通也要讲技
巧，不然就会适得其反。

王优军和家长沟通的秘诀是什
么？“让学生知道老师是在关心他。”王
优军说，他和家长沟通时，通常会让学
生也在场，他不是一味地讲学生的缺
点，而是先把学生在校的良好表现反
映给家长，最后再用恰当的语言指出
学生在学习上的一些问题。“当学生知
道老师是真心为他好时，他就会特别
渴望越变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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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老师
还要破得了大“案件”

□记者 王雨 文/图

我的班里有这样一名学生，平时
看上去是个乖孩子，可上课时经常走
神，还和别人说话，每次英语考试都不
及格。一个英语词，其他学生都会读
了，只有他不会，或者当时知道了，两
分钟以后你再问他，他又不知道该如
何拼写，多次批评不见好转，我对他有
些束手无策。

静下心来想一想，我觉得自己
在对待他的态度上也有问题。我就
尝试改变以前的教育方法。在课堂

上，我总把一些简单的问题留给他，
然后再加以表扬；在课后，我利用午
休等时间走到他身边给他领读讲
解。有时候，我还和他开个玩笑，消
除他对老师的恐惧，并鼓励他大胆
地回答问题，让班上英语成绩较好
的学生帮助他。

就这样，我发现这名学生慢慢开
始转变：他上课主动举手了，作业较
以前认真了，学习变得主动了。我想
只要坚持下去，他一定会进步的。果

然不出所料，在期末考试中，他的英
语成绩由原来的二三十分提高到六
七十分。我在班上表扬了他，他的
学习劲头更足了。

通过这件事我明白：每个学生的
可塑性都很强，教师要充分肯定和鼓
励学生的点滴进步；每个学生身上都
蕴藏着不可估量的潜能，等待着老师
去发现和开发。这样，教育才能最终
做到教与学的和谐统一。

（作者系洛龙区三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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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角小学的硬件设备不是
最好的，但在信息技术和课堂的
紧密结合方面可谓天衣无缝。”
说起5月下旬，代表我省参与全
国中小学教育信息化运用成果
展示会，坛角小学校长乔宏超细
细地分析了他们学校所占的优
势，并向我们展示了坛角小学师
生教学互动微课堂。

据了解，坛角小学是我市唯
一参与该展示会师生展示的学
校，和郑州的两所中学代表河南
三万多所中小学在展示会上展
示了河南省信息技术在教学方
面的运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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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珍

乔宏超说，郭老师对信息技术
的运用非常自然，她不是为了运用
而运用，也没有把资源当成一个小
黑板，信息技术与她的课，是融合
在一起的。学校的硬件设备不是
最好的，但在信息技术与课堂融合
方面，他们经过了一个摸索的过
程：在整合阶段，信息技术只是教
学工具，是块小黑板；在结合阶段，

信息技术是辅助教学的外力；在融
合阶段，信息技术则是互动的平
台，是教学的一部分，是离不开的
东西。

信息技术改变了课堂模式。以前
课堂在教室，有了信息技术平台，随时
随地都可以学习，而课堂则成了展示
和互动的阵地。学习的主体发生了变
化，学生的学习拓展、延伸到了课外；

教师的作用也在改变，他们主要在课
堂上对知识进行展示、点拨、检查、梳
理、再现等。

据了解，在 5 月下旬的展示会
上，还有一些学校展示了录播课堂、
写字软件等。乔宏超说，教育技术，
已经改变了教育行为。我们应该顺
应时代潮流，让信息技术更好地与课
堂融合。

坛角小学的美术老师郭晓丽是
参与展示会的老师之一，她向我们展
示了一节精彩的美术课——《色彩的
联想》。

这一节课对于五年级的学生来
说，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郭晓丽要让
学生们通过联想，掌握冷暖色及其在
生活中的应用等知识。在讲这节课之
前，郭晓丽已经找了很多资料和图片，
放到了自己在“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
务平台”上的空间里。

多种手段导入 刚上课，一阵阵
的海浪声传来，接着，郭晓丽又播放了
一段风声，然后，她问学生：“如果在冬
天，听到这样的声音，你会感受到什
么？”学生们回答“冷”；郭晓丽在事先

备好的资料中找到一张火的图片，又
问学生有什么感受。

通过一系列的提问和学生看到图
片的感受，郭晓丽引入本节课——自
然界中的声音和现象会让人产生不同
感受，那么，色彩能不能让人产生不同
感受呢？

资源利用到位 郭晓丽的课离
不开信息技术，她展示一组风景图
片，里面有蓝色的大海、绿色的山林
等。之后，她让学生谈在炎热的夏
天，看到这些图片产生的联想。学
生们的回答有：凉、清爽等。郭晓丽
让学生们观察图片，总结能带来凉
的感受的颜色。学生们很自然地总
结出了绿、蓝等；接着，她展示炼钢

炉等图片，让学生们总结能带来热
的感受的颜色，大家纷纷总结出红、
橙等颜色。

上述课堂活动结束后，郭晓丽水到
渠成地引出冷暖色的定义。因为有了直
观的认识，学生们掌握起来容易多了。

信息支持不可少 在应用方面，信
息技术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郭晓丽
让学生们形容过年、丰收时人们的心
情，并展示图片；让学生们观察激动、
高兴时，会用什么颜色表示，大家总结
出激动、高兴时可以用暖色；同理，要
表现悲伤、凄凉的画面可用冷色。接
着，郭晓丽打开音乐，让学生们判断哪
些音乐能让人联想到冷色、哪些能让
人联想到暖色等。

展示 水到渠成 不为应用而应用

思考 教育行为 因教育技术而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