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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信息化时代已经来临，如何

利用信息化手段辅助语文教学值得我们思考。 笔者

2017年参加了南宁市和广西全区的信息技术与学科教

学深度融合比赛，在多次实践后形成了一个立足学生核

心素养，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开展说明文《蝉》教学的实践

方案，探讨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融合的教学策略。
一、教材与学情分析

《蝉》是八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的第三篇文章，是一篇

自读课文，选自法布尔的《昆虫记》。 本单元是说明文单

元，单元前两篇是讲读课文《中国石拱桥》和《苏州园

林》，它们已经可以承担起单元提示中明确说明对象、辨
析说明方法和赏析说明语言的教学任务。 《蝉》与这两篇

说明文不同的是，它有情节，有描写，文字生动有趣，是
科普小品文。 此外，作者在客观记录蝉的习性和成长规

律之外，还在蝉身上倾注了他的情感，比一般的说明文

要多一些主观色彩。
八年级的学生经过《中国石拱桥》《苏州园林》两课

的学习基本能够判断出相应的说明方法、 说明顺序，所
以对于《蝉》这篇自读课文，笔者不重点讲这方面的知

识，而是让学生自己来找和分享。 此课例的教学重点是

让学生去感受法布尔作为一位昆虫学家、昆虫观察者所

具有的严谨、细致、勇于探究的科学精神，以及体会法布

尔对他笔下的蝉的情感，读出蝉所象征的精神。
二、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融合

的智慧教学实践

（一）在课文教学中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

在语文课堂中落实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要注重训

练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教师要引导学生多读， 让学生

去品味字里行间的深层文化内涵。 [1]此教学实践即是以

读推动学生走进课文，促进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
1.促进学生学会学习的素养发展。 当前学生能接触

到的信息也越来越多，搜集、辨别、分析、整合所需要的

信息，是学生必需的能力。课前，笔者要求学生根据自己

平时生活中的观察经验，以及搜集到的蝉的资料，写一

小段《我眼中的蝉》。 这既是引导学生要注意观察生活，
也是让学生学会利用“互联网+”等渠道，有效地获取、整
合信息，契合着核心素养中的学会学习的素养。

从学生交上来的作业可以看到，大多数学生眼中的

蝉是吵闹的、烦人的。学生对蝉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这
也为后面上完课文后他们对蝉的认识更新有了一个铺

垫。 信息时代，学生除了能从课本、课堂中获取知识，还
能够在课外、生活、互联网等更广阔的的途径中搜集信

息。 在搜集信息的过程中，学生要走到室外，观察生活，
亦或是通过书籍或网络查找信息，这既是对学生搜集信

息能力的一个锻炼，也是培养学生积极的学习态度和浓

厚的学习兴趣以及自主学习的能力，促进学生学会学习

素养的发展。
2.促进学生科学精神的素养发展。 这篇文章是一篇

科普小品文，带有一般说明文的特征。 法布尔作为一名

昆虫科学家，他严谨、细心、耐心、坚持不懈、有探索之

心。 因此，笔者在设计这篇文章的教学时，设计了“找出

体现法布尔科学精神的语句，并在旁边做好批注（具体

是什么精神，如何看出来的），与同学分享”的教学要求，
旨在引导学生通过去寻找说明文中常用的列数字、打比

方等说明方法去找到此文的说明文特征，进而感受法布

尔身上具备的科学精神。 如文章中“小圆孔约一英寸口

径，周围一点土都没有。 大多数掘地昆虫，例如金蜣，窠
外面总有一座土堆……不可能在门口堆积泥土”这部分

就可以看出，法布尔要找到蝉的巢与其他昆虫的巢的区

别，他不仅要观察蝉，还要观察很多的昆虫。蝉的幼虫从

地下挖洞上来，法布尔也许要先踩好点，知道蝉大概会

从哪个地方破土而出；也许是蹲在地上看了好久，才等

到蝉出来的那一刻。 我们仿佛能够看到法布尔，拿着放

大镜蹲在地上去观察蝉的画面，很艰辛但是他坚持下来

了，而且他还能具体到“约一英寸的口径”这种细节。 由

此可见，法布尔身上具备着细致观察、严谨客观、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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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不懈等科学家品质，这也是他身上的科学精神。 学

生把相关内容找出来后，既能感受到这篇说明文严谨又

生动的文体特征，又能触摸到严谨、细心、耐心、坚持不

懈、积极探索的法布尔的科学家形象。 此环节设计的目

的是希望让学生通过体悟法布尔身上的科学精神，进而

潜移默化让学生学会像法布尔一样有实证意识、严谨的

求知态度和好奇心，能不畏困难，有坚持不懈的探索精

神，促进他们科学精神素养的发展。
3.促进学生人文底蕴素养的发展。 法布尔与一般的

科学家有所不同， 他是在大自然里观察活蹦乱跳的蝉。
他自己就曾经说过，别的科学家是在探究死亡，而他是

在探究生命。法布尔研究蝉，是以人性观照虫性，以虫性

反思人生[2]。 因此，这篇文章也与一般说明文有所不同，
它充满了作者对蝉这个小小生物的主观情感。

引导学生去体会法布尔对蝉这一小生命的复杂感

情，有利于引导学生对动物，对自然界中的生命学会尊

重。因此，结合文本实际，笔者设计了“以情读蝉”的教学

环节，要求学生“用‘我读出了 ____的蝉，读出了作者

____的情感'的句式做批注”，旨在让学生感受这篇说

明文的独特之处，体会作者对蝉的情感。
在课堂实践中，有的学生从“这可怜的母亲一直一

无所知……不过它竟不能改变它的本能来拯救它的家

族”读出了蝉在面对天敌时候的可怜无助，作者把弱肉

强食的自然规律写成是蝉的“牺牲”，学生可以感受到法

布尔对小生命的同情和悲悯。 有学生从“它表演一种奇

怪的体操……这个动作使尾端从壳中脱出，总的过程大

概要半小时”中了解了蝉蜕皮过程的艰难，感受到作者

对这顽强不屈的蝉的赞美和敬佩。对于日常生活中毫不

起眼的蝉，法布尔是既同情又敬佩，这与他自己的经历

息息相关。
在课堂的“以理悟蝉”的环节，笔者让学生跳出课文

范畴，阅读法布尔《昆虫记》中的一段话———“一个每天都

在为生计操劳的人， 想要在旷野之中为自己准备一个实

验室，实属不易。 我四十年如一日，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

力，与贫困潦倒的生活苦斗……实验室算是有了”，读完

后学生会发现法布尔和蝉有相似之处， 他们都经历了很

长时间的黑暗，经过自己的努力都有了自己的“欢愉”。恰
好，《昆虫记》也正是八年级上册的必读名著，这样设计让

此篇课文为学生打开了一扇名著阅读的窗子。
经过课堂最后的《蝉的一生》的视频的升华，学生会

发现蝉不仅是法布尔， 也是身边人甚至是学生自己的写

照。 每个人都是一只小小的蝉，会遇到一个又一个困难，
要经历一次又一次蜕变。纵使我们暂时处于黑暗中，我们

也应该像蝉争取在夏天的欢唱机会一样，奋力进取，砥砺

前行。
从“以情读蝉”到“以理悟蝉”，由蝉到人，学生能够

进一步了解蝉，尊重这个小生命的存在；能够进一步了

解法布尔，进而关切到每一个像蝉一样的自己。 学完课

文后学生再写《我眼中的蝉》，他们对蝉的认识都有了明

显的不同，都能够怀着一种对蝉的敬佩、赞美之情。在这

个过程中，可以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促进其人文底蕴

素养的发展。
（二）信息技术助力课堂教学

1.利用技术，检测学生预习情况。 笔者在这节课借

助的 APP是希沃授课助手， 同时每个人桌上有一台平

板电脑，电脑里安装有“智慧课堂系统”，学生可以在上

面做测试题， 教师端可以查看学生实时做题的情况，系
统还能实现教师端内容的在学生端的同屏共享。学生在

平板作答预习检测题， 教师通过教师端查看正确率，便
于了解学生对字词的掌握情况。

此外，这篇文章很长，结构又复杂，学生需在课前自

学阶段理清思路，制作思维导图。 课堂上由学生用平板

拍摄预习思维导图同屏到大屏幕上，并让学生到讲台来

与同学分享填写理由，展示学生的自主学习成果。
借助技术手段，教师能更好更迅速地在课堂上检测

学生的预习情况，也能让学生的预习作业快速地展示在

大家面前，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主动性。
2.利用网络，搭建讨论平台。 在上课前，为了引导学

生在自学课文时关注法布尔对蝉的情感，笔者在微博上

发起了一个投票，让学生思考“法布尔是以怎样的视角

看蝉”，通过微博的投票功能，可以看到学生的思考情况；
通过评论功能，学生能够自由发表自己的看法。 这样的

方式可以吸引学生自主学习，在课堂上，再挑选几个典

型看法让学生思考讨论，为语文教学增添了些许活力。
利用当下火热的微博等 APP及其他技术手段作为

讨论平台，给语文课堂做一个华丽的包装，能够提高学

生对学习语文的兴趣。
3.借助多媒体资源，升华课堂。 这节课的亮点之一

是“以理悟蝉”环节的视频《蝉的一生》，这个视频是笔者

在网上搜索到的，全长 7分钟，囊括了蝉从产卵到蜕皮，
到盛夏鸣叫的一生。其文案生动感人，配乐震撼，画面真

实清晰，尤其是蝉的蜕皮阶段的视频能让学生直观地看

到蝉的顽强不屈。 由于课堂时间不允许，笔者将它剪成

了 2分钟的视频，在课堂的最后时间里播放后，学生更

好地领会了法布尔对蝉的这种敬意。
此次教学实践立足于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目标，利

用信息技术来助力语文教学， 能够让教师更智慧地教，
让学生更有学习兴趣，更主动积极地学习。未来，我们还

可以做更多的探索实践，让语文教学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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