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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华初级中学数字教材项目已经开展了近三年的时间，在前两年我们主要工

作是数字教材在课堂中的教学实践。从上个学期起，我们在总项目组的指导下，

又开展了专项研究。根据我们的实践基础，我们重点研究了利用笔记功能创设语

文学科学习经历的研究。 

一，利用笔记功能 提升学生基础知识积累的效益 

语文学科的基础知识主要是字、词、句、修辞等。利用数字教材的笔记功能，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数字教材的笔记功能，提升语文学科的基础知识整理的效

率和效益。 

以文言文学习为例，根据《语文学科基础要求》的规定，初中阶段规定掌握

的文言实词有 150 个，其中的一词多义是学生学习的难点，以“计”为例，《黔

之驴》中的“计”意为“盘算，谋划，商议”。《黠鼠赋》中“堕此虫之计中”的

“计”意为“计谋，诡计，策略”。通过笔记的积累，学生能够在书本中即时看

到相应笔记，在数字教材中的积累便于提取和反复使用，有助于学生不断巩固夯

实基础。 

 

二、利用笔记功能   培养学生的分类思维 

在学生的学习生涯中，笔记越做越多，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要快速找到以往所

记的某个知识点也越来越难。运用数字教材中的批注及标签功能这个问题即可以

得到解决。我们的策略主要是： 

教师根据学生日常笔记的种类，设定了标签，比如说是“字词积累”、“知识

卡片”、“内容理解”和“学习路径”。在课堂教学时，根据学生所记笔记的不同，

标记不同的标签。例，所有的字词解释都标记为“字词积累”；语法、修辞、文

体等知识标记为“知识卡片”等。设置标签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学会归类，对

已经学习的知识进行梳理。这也是给予学生一种必要的学习经历的支撑。 

这样梳理的意义从一节课的角度看是通过标签的选择把同类批注快速聚合，

使得本文的行文思路瞬间呈现眼前，提升学习效率。更深远的意义是站在单元的

角度看。学生若对每篇课文的知识进行分类整理，久而久之就会获得一种建构能

力，形成一种结构化的意识。 

 

三、利用笔记功能   激发学生创作兴趣，提高写作能力 

在预习和复习时，部分学生会对课文中的精彩片段产生浓厚兴趣，会有进行

仿写的欲望。在纸质教材中，学生往往会受到书本空白的限制没法写；让他们专

门写在本子上，又往往会因为时间的延后失去创作的灵感。我们鼓励学生在阅读

数字教材进行预习和复习时，充分使用笔记功能即时的在这一页中写下自己的即



兴创作，比如一首诗、一段文字。学生等同拥有了一本自己的创作记录本，能够

及时的记录自己创作的灵感，激发写作的欲望。 

 

相对于学生的长期的学习经历而言，我们现在研究过程还只是短暂的，我们

知道现在对于提升学生的学科素养而言还只是点滴的积累，但长期的数字教材应

用，一定会给学生的终身学习带来积极地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