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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教 学 媒 体 的 应 用

! 关英杰

本文所说的教学媒体泛指传统媒体（黑板、挂图、模

型、教具）、电教媒体（投影、录音、录像）及信息媒体（计

算机、网络）等。

教学媒体做为教学辅助工具一直应用于中小学的课

堂教学中。但是，随着课堂教学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提出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以来，

教学媒体不再只是教学的辅助工具，而逐步成为学生学

习的认知工具、情境创设工具、情感激励工具，为学生的

学习提供丰富多彩的学习资源，使他们主动感知、主动探

求、自主发展和完善。那么，如何应用教学媒体，成为在课

改新形式下教师要研究的新课题。

在以教师讲授知识为主的课堂教学中，媒体是演示

的工具，是验证知识结论的，是为教师讲述服务的，对传

输知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只能

被动地接受，静观教师的演示，静听知识的传授。当然，学

生也就只能是机械记忆、机械模仿。长期以来，教师习惯

于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其弊端是阻碍了学生创造性思

维能力的培养。

新课程改革要求以人为本，既注重知识的传授，又注

重能力的培养；既关注知识获得，又关注学习的过程与方

法。重视教师课堂教学中的主导作用，更重视学生积极参

与、主动学习的主体地位。要适应新的教育理念，教学媒

体的应用观念必须改革。

一、应用媒体营造心理氛围

新课程强调让教学内容更好地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

和求知欲望，使教学内容同学生的经验与感受建立密切

联系，建起教学内容通向学生生活世界的桥梁。而要使教

学内容更适合学生的心理特点，要激发学生的联想、创造

与探究的兴趣，就必须优化教学媒体的使用。教师要结合

教学内容，利用教学媒体的直观性、新颖性、多样性提高

刺激信息的物理特性，使之兴趣盎然，保持思维的激活状

态，从而在愉悦的氛围中，带着浓厚的求知欲望投入学

习。例如：在中学语文综合训练课《戏曲大舞台》的教学

中，教师利用信息资源播放了京剧片断，展示了各地方剧

种的精彩画面。京剧唱腔或委婉、或高昂，其脸谱丰富多

彩，表现了人物性格的特点以及京剧历史的渊源。这些深

深打动了学生的心，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学生们争相

阐述了自己对京剧和各地方剧种的认识和了解。通过互

相交流和彼此之间的思维碰撞，点燃了学生智慧的火花，

锻炼和提高了他们搜集整理、运用信息的能力和语言交

流的能力。又如：中小学物理《浮力》的教学，教师首先演

示把同等质量的一个铁块、一个木块放入水槽中，铁块沉

入水底，木块却浮在水面上。为什么呢？这一实验现象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然后教师播放在海洋上乘风破

浪航行的万吨巨轮的录像，学生探究知识的欲望达到悱

愤状态，激发了他们主动学习的热情。

二、应用媒体创设问题情境

若想使学生主动探索、积极参与学习全过程，不能用

教学媒体直截了当地揭示知识的结论，而应当创设问题

情境，使之带有悬念，引人思考；或有问题，叫人困惑；或

有场景，引人入胜；或有刺激，令人兴奋。这就要求教师在

研究、处理教材内容时，对文字教材进行删减、增补、改

编、重组以及通过设计“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应用现代

教育媒体创设教学情境，使教材内容问题化，成为问题的

链接，使学生在信息资料的支持下，自己尝试、探索，使问

题一个一个地得到解决，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升他们

的学习能力。

例如：初中几何《用多边形拼地板》的教学。教师利

用投影创设问题情境，展示了房间的地板、墙壁都是用不

同形状的一个平面图形拼成的，然后提出问题：用正多边

形构成一个平面图形的关键是什么？显然，这是探究性的

问题。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分组协作，利用网络资源、利

用教具进行各种图形拼地板的尝试。根据学生自己的理

解进行广泛的讨论、探究，寻求能否用正多边形和不等边

多边形拼地板的依据，并在教师的点拨、引导下得出结

论。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不断创设问题情境，把学习活动

引向深入。学生不断探究，使能力得到发展。

三、应用媒体搭建操作平台

课堂教学要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学习全过程。要

通过学习活动，通过学生操作，使知识内化为学生头脑中

的经验系统。因此，教师要利用多种教育媒体为学生提供

实际操作的机会和条件，让他们动手、动脑、动口，在“学

中做”、“做中学”、“用中学”，让不断的实践活动帮助

学生建构知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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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 !"#$ 处理文字时，经常需要用到选定操作。熟

练使用鼠标和键盘进行该操作是现代办公一族必须具

备的技能。

选定 !"#$ 文档中的全部文字———其一，用快捷键

%&#’ ( )；其二，使用编辑菜单中的全选命令；其三，将

鼠标指针放置文档左边任意位置，当它变成指向右上方

状态时，按下 %&#’ 键不放，然后单击左键或者不按 %&#’

键三击鼠标左键。

选定一个段落———将鼠标指针指向欲选定段落左

边任意位置，当它变为呈指向右上方的样子时双击左

键；或者在该段落中的任意位置三击。

选定多个段落。在选定一个段落的基础上接着向上

或向下拖动鼠标即可。

选定光标所在处到文件最开头或最结尾的全部文

字———用 %&#’ ( *+,-& ( ."/0 或 12$ 快捷组合键可以

轻松实现。

选定特定的一块文字———左键单击欲选文字的开

始处，按住 *+,-& 键不放，单击欲选文字的结束处。如果

欲选文本内容的结束处不在可视范围之内，还需要滚动

文本内容到所需的位置。

选定光标所在处到行首或行尾的全部文字———按

住 *+,-& 不放，再按 ."/0 或 12$ 即可。

从光标处向上或向下快速选定———按住 *+,-& 不放

手，再按 3450 67 或 3450 $"82 即可。

纵向选定一块文字———按住 )’& 不放用鼠标拖动。

选定一行文字———其一，鼠标移动到该行左侧，指

针变为向右上方指状态时，单击左键；其二，用 ."/0 键

将光标移到行首，按住 *+,-& 不放，再按 12$。反过来也可

以9即：用 12$ 键将光标移到行尾，按住 *+,-& 不放，再按

."/0。

选定多行文字———其一，在用鼠标选定一行文字后

向上或向下拖动；其二，用 ."/0 或 12$ 键将光标移动

到行首或行尾，按住 *+,-& 不放再按 12$ 或 ."/0 选定一

行。继续按住 *+,-& 键不放，使用上下光标键盘每按一次

可向上或向下逐行选定。

选定一个句子———按住 %&#’ 不放，左键单击句子中

的任意位置。

选定一个字或者词———鼠标指向要选定的字或者

词，双击即可。

（作者单位：十堰市郧阳中学，湖北十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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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中学地理《中国政区图》一课的教学。为帮助

学生熟记中国政区、熟记各省区的地形，教者引进了拼图

游戏，让各小组利用计算机拼中国政区图，创编了中国政

区口诀进行记忆。学生在不断的操作中逐步强化了对中

国政区的知识的记忆。又如：中学数学《生活中的轴对

称》。教师让学生动手剪出轴对称的图案，并说出生活中

轴对称的事例等，加深了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

四、应用媒体建构知识框架

布鲁纳曾指出：“简单地说，学习‘结构’就是学习

事物是怎样关联的”。因此，任何学科的教师都要注意某

一部分知识与前后知识的联系。应用教学媒体可以较好

地进行相关链接，建构知识体系的系统框架。例如：高中

数学学过圆柱、圆锥等几何形体之后，可以让学生利用计

算机把相关知识进行归纳、比较。由其自己做小结、把知

识整理成一个体系。

如何在课程改革形势下恰当应用教学媒体提高教学

效益和质量？笔者做了一些探索，恰当应用教学媒体应该

根据教学内容、教学对象等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的媒体，

不要一味地追求高档次设备的应用而弃其它设备于不

顾。例如：笔者听过一节小学数学课《求长方形的周长》。

教师把全班学生合影的大照片贴在黑板上并提出问题：

用木条给照片做一像框，需要多长木条？然后利用投影打

出一个长方形。这一环节在此完全没有必要利用投影，因

为有实物照片，让学生自己去测量一下照片的长、宽各为

多少厘米，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数学课程标准》指出：

“结合生活实际，经历用不同 方 式 测 量 物 体 长 度 的 过

程”、“并能测量具体图形的周长，探索并掌握长方形、正

方形的周长公式”。而这节课的教师不给学生自己动手

去测量的机会，完全是为了应用媒体而应用。在练习阶

段，教师又利用大屏幕投影出两个长方形并标出长、宽，

要求学生求出周长。在这里投影的运用还是没有必要，因

为教室里有许多物体表面是长方形的。例如：黑板、课桌、

教科书、笔记本、墙壁、挂图、条幅以及地砖。《数学课程

标准》 指出：“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数学是人们生

活、工作和学习必不可少的工具。”作为教师为什么非用

投影而不是引导学生观察生活，让学生自己发现生活中

的数学、解决生活中的数学问题呢？

（作者单位：辽源市第五中学，吉林辽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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