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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听障生语文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形式单一
这里的形式单一不仅仅是教学形式的单一，在教学内容上、

多媒体教学的呈现形式上都非常的单一。我们的聋校教材中，低
年级段教材还好，高年级教材基本全篇均是文字内容，插图非常
少，这大大降低了听障生的学习兴趣，而听障生的注意力是涣散
的，他更加需要提高学习的兴趣与积极性来帮助他更好的学习。
在教师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时，多是把课本上的文字内容整段搬
运到多媒体上，看似是利于多媒体辅助了学生的教学，实则没有
任何意义，这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不能对学生理解知识
内容上有什么帮助，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改变当下聋校教学形
式、教学内容、教材呈现形式、多媒体教学形式单一的现状。

1.2聋生认知经验有限
由于听障生的听力受损，因此他能接收到的信息有限，与

同等年龄的正常学生相比，他们的认知经验要低于正常学生，这
也是为什么聋校的教师在教学上感到费力的一个原因，同样难度
的知识，听障生在理解起来就要比普校的学生费力一点。学生的
理解能力较弱，这也是目前令聋校教师头疼的一大问题。

1.3缺乏针对性的规范学习资源
聋生作为特殊群体，更应该收到学校、社会、教育部的重

视与关爱，而目前我们国家对特殊教育的投入明显不足，聋校教
师普遍反应没有针对聋校教师教辅用书与练习题太少，更不用提
像微课、学习网站、学习软件这样的学习资源。

2　微课教学的特点
2.1 教学时长较短，教学重点明显
一般的微课，教学时长在 5-- 8，最长分钟左右，基本不

会超过10分钟。因此，与40或45分钟的一节课相比，微课的教
学重点更突出，短小精悍是微课教学视频最显著的特征。相对于
四十分钟或四十五分钟的传统课堂，“微课”的问题更加聚集，主
题更加突出，更适合教师的需要：它主要是对课堂教学中某个学
科中突出的知识点（如教学中重点、难点、疑点内容）的教学，或
者反映课堂中某个教学环节、教学主题的教与学活动，相对于传
统一节课要完成的复杂众多的教学内容，“微课”的内容更加精
简，可以更加高效的满足学生的需求。

2 . 2 教学内容“情景化”，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微课可以将教学内容中的重点利用视觉、声觉更加生动形象

的呈现出来，将教学内容“情景化”。它不仅集中学生的注意
力，抓住学习者的眼球，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帮助学
生更好的理解教学内容。

2.3 交互性强，应用简单
微课的交互性强，应用简单为教师的课堂教学使用和学生的

个性化、碎片化学习创造了便捷的条件。它可以灵活便捷地运
用于课堂教学和课外学习，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校内学习
和校外学习多种学习情境中。满足学生随地、随时的学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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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微课由于其自身的优势，现已成为普校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好帮手，然而在我们的听障生群体中，由于其特殊的认知
特征，教师在教学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众多问题，本文阐述了我国听障生语文课堂教学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分析了微课教学的特
点，指出了微课在听障生语文课堂教学中应用的优势，希望可以给聋校的一线教师们提供一些帮助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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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即是一种良好的资源表现形式，更是一种优秀的教学模式
和学习方式。

2.4 门槛较低，可操作性强
微课的制作成本较低，不需要教师掌握很强的技术，技术

开发难度小，不需要教师掌握很强的技术。可操作性强。教师容
易把握教学重点和主线，易上手，教师可以一个人完成“选题、设
计、制作、拍摄、合成、发布”等环节。

2.5 反馈及时、针对性强
由于微课的时长短，教学重点突出，在学生观看完微课

后，教师可以及时的获得学生的反馈，对学生存在的问题进行纠
正，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

3　微课在听障生语文课堂教学中应用的优势
3.1 符合听障生的认知特征和学习规律，提高了学习效率
听障生由于其特殊的心理特征，他们的注意力是涣散的，

观察是漫无目的的，容易受外界刺激的影响，且持续时间不长，抓
不住重点。整体性差，概括性不高，缺乏对事物的整体把握。而
微课的教学时长短，教学重点突出，在短时间可以抓住学生的眼
球，提高学生的注意力。帮助学生把握重点，从而提高了学生的
学习效率。

3.2 弥补了学生认知经验的不足，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
听障生由于听力受限，接受到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少于同龄

的普校学生，因此他们的认知经验就少于同龄的普校学生，微课
中的图片、视频可以弥补听障生认知经验的不足，帮助学生充分
感知教材,深入理解教材,尤其是教学中的难点，从而帮助学生更
好的理解知识内容，进而提高学习效率。

3.3 微课的“情景化”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以多样的多媒体呈现形式展开教学，将抽象的文字变为生动

形象的画面，通过情景再现的形式，鲜明的颜色促进感官间的互
补与协调，从而增加信息的认知渠道，丰富了聋生的内心世界，更
加有助于满足现代化的教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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