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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文化悠久，诗歌在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不言而喻。

其因节奏感强、语言凝练等特点成为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必不可少

的一部分。随着《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 1 1 年）版》中

对小学古诗词篇目的增加，古诗词的教学也愈发受到重视，许

多优秀教师纷纷开始探索古诗词教学的突破和创新，以期在小学

语文古诗词教学上取得一些可观的成效。

“互联网 +”的时代背景下，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微媒

体的兴起和繁盛将人们带入了新的“微时代”，使人们的学习、生

活逐渐走向微化。微课也在“微时代”的背景下应然而生，以其

特殊的教育教学价值，吸引着众多教育者积极投入并参与到微课

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教学研究中，其依存于互联网的发展，革新了

传统的教学方式，在基础教育领域大放异彩，并得到广泛的应用。

特别是2018年 4月13日，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

划”，中国教育信息化得以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将微课与

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相结合，成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古

诗歌的教学效果的一种新型教学辅助手段。

1　微课的概念及特点

微课雏形出现于1960 年，美国阿依华大学附属学校率先开

创微型课程，亦可称为短期课程或课程单元。2008年，美国新墨

西哥州圣胡安学院的 David Penrose（戴维·彭罗斯）正式提出

了微课的概念。在我国，2011年3月胡铁生首次明确提出微课这

一概念，并指出：微课是微课程的简称，它是以微型教学视频为

主要载体，教师针对某个学科知识点或教学环节而精心设计和开

发的一种情景化、支持多种学习方式的微型在线视频网络课程。

陈晓燕提出：微课是以视频为主要媒体记录教师就某个知识点或

教学环节开展的简短、完整的教学活动。

综上，微课是对教材内容进行综合性分析的基础上，以重难

点为基础，围绕特定的教学重点、关键点，以短小精悍的微视频

作为其表现形式，为课堂教学创造支持。其既可以补充传统课堂，

在课堂教学中适当穿插，也可以为学生课前预习与课后复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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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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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与反馈。微课不仅只追求教学时间上的缩短，更强调对关键

知识点或者教学内容进行简洁化处理，以期望达到优化传统课堂、

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与传统面对面教学相比，其具有以下特点

（如表1）。

2　小学语文古诗词微课设计的基本原则

2.1科学性原则

所谓科学性原则：一是遵循学科内容特点，将学科知识的

核心要点提取出来，确定在教学中处于基础性位置的知识点，

即教学重点，并对重点进行拆分，确定知识之间的界限，将其

分解为几个互不交集的微知识点进行提炼，设计。二是遵循学

生发展的特点，按照知识由简到繁、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的方

式安排内容，方便学生学习与理解。

2.2模块化原则

模块化教学原则是指将古诗词教学分模块形成3个左右的微

知识点进行设计。例如从背景感知（了解作者及写作背景）、

朗读训练（字音学习，断句朗读及整体感知）、古诗词赏析（品词

析句、体悟感情）三大模块，以各个模块为依托分层次、渐进式

进行微课的设计与制作。

2.3全面性原则

全面性原则要求小学语文古诗词微课设计在内容上不能单纯

只讲解诗意，体会诗情，会认、写字及背诵古诗，而要注重学生

综合语文素养的培养，使学生掌握朗诵及体悟诗歌的技巧等，提

高学生语文各方面技能；在目标的设定上需要在统筹考虑知识与

能力、过程与方法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基础上设计开发符

合学生认知特点的微课。

3　小学语文古诗词微课制作工具及基本流程

3.1古诗词微课制作工具

（1）Focusky工具

Focusky操作简单容易学习，动画有模板可以参考，并能通

过各种切换方式，让微课的演示效果生动有趣。利用Focusky软

件渐变凸显的动画效果制作的微课生动有趣，能很好吸引小学生

的注意力，可以有效将把学生带入古诗情景中，让学生通过演示

产生移步移情的高级感。

（2）Camtasia studio工具

Camtasia studio软件提供了强大的视频显示屏图像录制、视

频剪辑、在线视频节目编辑、电影剧院及其他在线视频节目播

出等功能。通过使用Camtasia studio的转场特效动画和屏幕抠

图等操作、添加各种文本说明便捷了微课的制作过程，使教师

能更高效的制作视频。

条目 传统课堂 微课

课堂时间 45 分钟 10 分钟以内

教学内容 多个知识点 1 个知识点

教学方式 面授（单次） 视频观看（可多次循环）

教学中介 黑板 投影、电子、白板、电脑、手机

网络要求 不需要 不需要或需要

教学活动 双向 单向

教学场地 教室 不限

表1       传统课堂教学特点与微课特点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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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古诗词微课制作基本流程

（1）制作PPT课件

目前，录屏式的微课对于广大一线教师来说比较容易操作，

所需的设备也比较简单：一台安装录屏软件的电脑、PPT及一个麦

克。而PPT 课件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录屏后微课所呈现效果，

所以要重视 PPT 的设计。制作PPT时，内容上要力求做到简明

扼要，只需把教学的核心内容和知识框架呈现出来即可。同时，也

要兼顾版面的设计，PPT要留白，方便后续教师与画面的融合。

（2）选择直观逼真的情境

小学语文古诗词注重联想与画面感，因此，制作直观逼真的

情境视频成为古诗词微课的核心。但古诗中的场景单纯依靠录像

是不能完成的，如果考虑实景拍摄，一线教师所具备的物质、时

间等条件较难达到。因此，可采取对课件录制进行剪辑与配音的

简易微课，制作形象逼真的情境视频。但在制作中需要注意：一、

选择背景应带有仿真的特效，背景中所呈现的场景应该尽量和诗

人所描绘的情境或要表达的情感相吻合，尽可能从画面中重现诗

中所呈现的意境。二、要注意配音与场景融合，配音配乐优美，与

画面风格一致，避免突兀，使观众观看微课后有身临其境之感。

（3）编辑处理录屏后的视频

通过录频软件录制的微课视频，为保证观看时的流畅性、舒

适性、美观性等，还要处理一些后期问题，如画面、声音等问题。

对于画面可以添加一些片头的字幕特效，一些转场效果。对于声

音，粗糙地方需要去除杂音，后期也需要一些配音。

4　古诗词微课设计与制作——以春夜喜雨为例

4.1 知人论诗，背景感知部分微课教学设计与制作

（1 ）背景感知分析

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知

其世也，是尚友也”。文学艺术源于生活，诗人也并非游离生活之

人，作者所处时代背景不一，则其诗歌所表达的主旨内涵，思想

意蕴也均不相同。俗语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因此，知人论

诗成为鉴赏古诗的一种常用手段，借助对诗人以及对诗歌创作的

背景了解，为进一步理解诗歌内容奠定基础。

《春夜喜雨》这首诗创作于唐玄宗宝应元年春天，杜甫这时居

住于四川成都的青山草堂。这年，成都地区恰逢大旱灾。所以当

春雨来临之际，杜甫很欣喜，他以自己久旱终遇甘霖的喜悦和好

心情细细描写这场属于春夜的和风细雨。因此，在本模块中，

以了解古诗的创作背景，为后续的体会作者感情做铺垫为主要目

进行微课设计与制作。

（2）背景感知微课制作

制作背景感知部分的微课时主要使用Focusky软件，该软件

动画效果生动，能够引起学生的视觉注意。首先，打开Focusky软

件，新建一个项目，找到与诗歌相契合的背景模板；然后，填

入需要的文字内容，插入优美的背景音乐；其次，根据每一帧

的内容进行适当的配音工作；最后，输出保存为视屏格式，如

是，背景感知部分的微课便制作完成。

表2　　背景感知微课制作脚本

4.2虚心涵泳，朗读训练的微课教学设计

（1）朗读训练分析

朱熹提出“虚心涵咏”的读书法，认为“读诗之法，只有熟

读涵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也就是说对

于诗歌的学习，应通过熟读涵泳，所谓涵泳，则指通过对诗歌反

复吟诵，在熟读的基础上，对诗的本义与言外之意有所领会，最

终在识得滋味、余味的基础自然把握把握作品的血脉与韵味，获

取对作品的整体感觉上达到欣赏的效果。因此，在诗歌教学中，注

重引导学生通过朗读入情入景，在有感情的朗读中达到与作者的

共鸣，在情感体验上达到升华。

对于小学生而言，读准字音，准确把握诗歌节奏，达到有感

情的诵读是朗读训练的任务所在。结合《春夜喜雨》这首诗的朗

诵特点、断句方式以及重点字音将该课朗读训练部分微课设计与

制作的教学目标定位于：读准当、潜、径等字，掌握断句手法，提

高学生的朗诵水平，感受中国古诗词的韵律美。

（2 ）朗读训练微课脚本开发

在朗读部分的微课设计中将PPT与教学设计结合，制作出符

合教学目标的PPT，然后把制作好的PPT导入Focusky，添加镜头

轨迹和动画效果，最后配以优美动听的背景音乐，加以录音，完

成朗读训练的微课。（图2、表3）

4.3 会意感悟，古诗词赏析的微课教学设计

（1 ）会意感悟，古诗词赏析的分析

所谓“会意”指读者通过对作品艺术内涵的联想体会与作

编号 　　　　　　　解说 画面 时间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杜甫，杜甫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诗人，这个诗人的一生
都发生事，以至于他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
佳作，《春夜喜雨》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

下写出来的呢？让我们走进杜甫。

第一张ppt 30s

3 诗人简介 第二张ppt 61s

4 创作背景的详细介绍 第三张ppt 35s

5 小测试 第四张ppt 7s

图1　　利用 Focusky设计背景感知部分示例

家和作品产生的共鸣。由于古诗

文所在的朝代离当下较远，语言

使用也有别与生活交流语言及白

话文文学作品的语言，具体表现

为在语法上的改变原词的词性，

重新安排各个字词之间的顺序，

减省诗句该有的成分，采用的表

达方式也比较晦涩难懂。因此，

对于小学生而言，要达到会意的

目标是很有难度的。而诗歌作为

表达诗人内心情感载体，对其的

学习则注重经“言外之象”，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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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外之意”。通过对意向的解析，了解诗词大意，触摸诗词

意境，理解作者情感，产生共鸣与共情。因而，要想提高学

生对古诗文的深度认识，则要完善学生的基础知识，使学生理

解基础字词、句子乃至整篇古诗的含义。

《春夜喜雨》这首诗从夜晚描写到晓晨，从物体写到开

花，又从人的听觉书写到了视觉，从真实的景体写到了虚境，

步步地移动，层层地深入。“喜”字统摄全篇，开始就用一

个“好”字赞美“雨”，把雨拟人化，说它“知时节”，

满足了希望下雨的渴望。写出了春雨下的及时给人带来了希望。

因此，研究对于古诗诗词赏析的微课设计定位了解故事基本意

思，感受杜甫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2）古诗词赏析微课设计与脚本开发

研究者根据教学设计设计出《春夜喜雨》的诗词赏析PPT，

首先打开Camtasia studio 进行新建项目，打开录制按钮，然

后回到PPT界面进行讲解录制，（需要注意授课者的背景一般为纯

绿或纯蓝适宜，方便后续合成与抠图）；然后，录制完毕后将任务

与PPT结合进行抠图处理，（选中画面轨道,选择“视觉效果—清

除一个颜色—选择一个颜色”，在颜色栏里点下拉箭头，用吸管选

中绿幕,即可抠除幕布，实现PPT与教授者的有效合成）；其次，剪

辑视频，减掉多余的片尾，处理好音频杂音；最后，生成为MP4格

式，该片段微课就制作成功了。

5　结语

随着“互联网+ 教育”的飞速发展，微课与课堂教学相结

合是时代发展的趋势，研究通过《春夜喜雨》一课的微课设

计，系统阐述了微课设计的原则与制作过程。总之，对古诗词

微课的开发之路任重而道远，需要教育者上下求索，逐步完

善，使微课在小学语文语文教学特别是古代诗词教学中将会发挥

越来越多的作用，帮助教师提高古代诗词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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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解说 画面 时间

1 同学们，接下来进入朗读教学 第一张ppt 5s

2 春夜喜雨 第二张ppt 3s

3
播放古诗范读音频，教师带领

在做一遍范读
第三张ppt 110s

4
对《春夜喜雨》这首诗的朗诵

特点、断句
第四张ppt 150s

5 对古诗的读音进行讲解 第五张ppt 30s

6 布置作业 第六张ppt 30s

编号 解说 画面 时间

1 谈话导入 第一张ppt 3s

2 古诗展示，并进行朗读演示 第二张ppt 10s

3 诗词大意教学 第三张ppt 90s

4 《春夜喜雨》的主题思想 第四张ppt 45s

5 首联具体赏析 第五张ppt 30s

6 颈联具体赏析 第六张ppt 150s

7 颔联具体赏析 第七张ppt 120s

8 尾联具体赏析 第八张ppt 137s

9 布置作业 第九张ppt 145s

图2      朗读训练部分PPT制作与设计示例

表3　朗读训练微课制作脚本

表4      古诗赏析微课制作脚本

图3　古诗赏析部分PPT示例及Camtasia对古诗赏析部分的设计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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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视角下对中

国古诗词翻译教

学中的语言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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