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的整合>>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的整合>>

13位ISBN编号：9787807454038

10位ISBN编号：7807454032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时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作者：蒋丽清，薛辉 著

页数：28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的整合>>

前言

　　似乎是周国平先生说的，好的序言实质上是读后感。
我可能写不出好的序言，但我会努力地写一篇好的读后感。
　　我读《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的整合》，最深切感觉到的是，蒋丽清、薛辉的文化视野、文化深度
与文化品位，以及文化的实践品质。
　　在我的阅读经验中，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信息技术是一种工具，是教师的教学工具，学生的
认知工具，是重要的材料形态和主要的教学媒体。
但是，蒋丽清、薛辉对这一观点与现象进行质疑：信息技术仅仅是一种技术吗？
整合仅仅是技术应用吗？
看似普通的疑问，却具有穿透性和颠覆性，因而具有征服的力量。
当然，疑问句后面是他们颇具哲理的透析与令人信服的解释：信息技术仅仅作为工具、媒介和方法融
入教学的各个层面，必定造成研究的窄化。
“研究范式窄化后势必影响整合的深层次推进。
”同时，这种整合，“‘科学主义+工具理性’是它们的主导性认识，整合中缺少人文性的关怀，更
多的只是考虑了整合中的技术因素，又一次对‘信息技术’作了窄化认识”。
实际上，信息技术的本质是“信息文化”，而这一个“典型的增量文化”“正在推动着全社会的‘文
化重塑’”，“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文化’对语文课程产生的影响也不再是简单地得到一种技
术支持，它是以文化的形态对语文课程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组织形式、技术操作等层面都产生了
影响与裂变，并促进了语文课程的重构”。
当然，从文化视野来认识整合，决不是对技术应用的架空，而是“在此基础上继续关注技术应用的思
想与方法，关注利用技术解决问题，关注技术应用中的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等问题，进而彰显技术对课
程的文化意义。
”其实，此时的技术应用过程已是文化的过程，此时的技术已成为“技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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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的整合：以文化变革为视角》作者蒋丽清、薛辉从整合基础论、课程要素
论、语文内容论、学生发展论与和谐统一论等方面，分别对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的整合作了理论的梳
理与分析，透析了整合的内在构造与文化生成，作了整体性框架的建构，初步形成了三维一体的基本
理论框架、整合范式，以及实践模式。
附录中的18个案例，典型、精当，对理论框架和整合范式作了最好的验证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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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丽清，教育硕士，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江苏省第十批小学语文特级教师，常州市新北区现
代教育技术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在《中国电化教育》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曾获全国信息技
术与课程整合优质课大赛一等奖，主持的两项省级课题分别获省优秀成果奖和省优秀课题奖。
　　薛辉，大学本科，中学高级教师，江苏省第九批小学语文特级教师，江苏省教科研工作先进个人
，常州市新北区十大“青年三创之星”，先后主持多次省市级课题并获奖，常州市小学语文教育名教
师工作室领衔人，新北区小学语文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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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个性化阅读在网络环境下的实现①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
，阅读的过程是富有创造性的。
”因此，教师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
”鼓励学生与文本对话，发挥阅读主动性，做到创造性地“个性化阅读”。
　　个性化阅读是指在阅读活动中以学生自己的研读为主，把阅读活动变为学生自我探究、自我体验
的活动，让学生在阅读活动中积极思考，自己来把握、分析和赏析课文，使阅读活动构建在学生自主
活动的基础上。
　　信息技术环境是基于计算机、多媒体、网络、超文本、超媒体技术的“数字化学习环境”，它拓
宽了教学内容，提供了多种信息呈现方式。
突出了资源共享，实现了友好的人机交互，能满足不同学习者的需要，给予学习者更大的自主权，从
而更好地适合学习者个性化的要求。
因此，在阅读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将信息技术内化至学生的阅读习惯，积极展开个性化阅读学习。
　　1．点击一批注：有批而读，深入思考，有网可依　　现代语文阅读教学理念认为，对于课文中
的关键语句的理解、体验，不能仅让学生口头上说说而已，这既不利于发言学生的再思考、再深入，
也不利于其他学生的信息共享和再创造。
让学生把有创意的阅读理解写下来，既有利于学生深思、推敲，充分反映个性特点，还有利于部分学
生克服畏惧心理，学生参与面广。
况且，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真正的自主阅读更多地表现为自己作批注，而不是口头交流。
　　网络能为这一阅读方式提供理想的学习平台。
把课文添加到网页上后，只要通过点击有关文字，就能打开相应的批注对话框，尽情抒写自己的阅读
体验，满足个体学习的需要，促进个性品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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