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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小微课思维大提升
郭若欣

（长春市新朝阳实验学校小学部，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说到微课，一般老师们都理解为教师来制作，确实也是在教师微课的理念下，我想到了学生也可以尝试用同样的方式做小老师，

在这样的想法下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不谋而合的是现在很多学生微课已经悄然而生。陶行知先生说：“教师的责任不在教，而在于

学生学。”让学生“学”是提高学生学习效果的有效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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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科在中高年级难度、广度逐渐加深，然而对于随着年

级的增高班级逐渐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当时在四年级以前所教

学的两个班级，拔尖情况并不理想，所说的冲劲儿不够，不拔尖

不出头。在咱们学校智慧杯比赛中获奖情况不是很乐观，其中教

学的两个班中，一个班级曾只有一人进入决赛。在同一课堂上，

尽管教师习题设计有梯度，也难以完全兼顾拔尖学生“吃饱”现象。

基于这样的困惑，想激发班级中上等生培优拔高。如果尝试让学

生录制小视频做微课，针对一题进行简单扼要的讲解，慢慢培养

孩子的分析问题的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这样一定会帮助孩子们

有大的提升。因为研究表明：相同的知识点，10 天后（中间不强化）

的记忆留存，学习者平均留存 5%，教授者平均留存超过 90%。教

与学是一个不对等的过程，教是对知识最好的理解和掌握。

有了想法究竟怎样做才能行之有效呢？ 

需要做到三“不”和一个“到位”。

不影响：不影响学生家长们的正常作息时间。

不耽误：不耽误孩子们过多的课后时间。

不麻烦：不麻烦班主任在校的工作。

一个“到位”就是老师到位，指导评价到位。

具体有五步骤：

1. 建立分组（微信群组名为：提升 A 组 B 组等）

2. 选题：拓展题型或奥数题型

3. 时间：每人每周至少一次微课视频，每次 1-2 分钟。每日

上传时间截至 9 点前。

4. 组内点评。（只允许发一个表情表示很好，一般或需努力）

鼓励在校期间面对面师生交流互动。考虑不拿手机逗留时间过长

情况，便于家长看管掌握。

5. 分享：每位同学把自己的微课视频存在班级电脑，在数学

课上，中午等待午餐时间或无法室外活动的大课间，有专人播放

微课小视频，全班分享。

这样做了一年半了，学生的收益和影响有哪些呢？

一、从学生角度来说

  锻炼逻辑思维能力：学生为了讲课，会自觉的分析整理讲课

思路。（例：于同学、陈同学家长反馈在录制前孩子都先整理思

绪演练一番，还备好小教案）

1. 锻炼语言表达能力：开口讲对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是显而

易见的。

2. 培养兴趣和自信：秀微课，老师家长同学围观点赞，是最

好的鼓舞，满足个人的表现欲。（例：王同学平时不爱表现，在

微课中主宰了课堂老师范儿彰显出来了）

3. 互助竞争学习：谁讲得好？哪位小老师最受欢迎？这道题

会不会做？无形中让孩子寓教于乐。（例：杨同学讲课后出一题，

能做出他出的题第二天到班级可获得他的奖品）

二、从老师的角度来说

我通过观看孩子们的微课去发现学生的思维过程，学习情

况得到真实的反馈，知道学生的困难点，从而对症下药。其实

老师也随着孩子们的成长而逐渐成熟，起初的工作确实辛苦付

出的精力较多，找时间指导如何拍摄，拍摄角度，音效，字体，

讲解步骤层次重点 . 不过这也是一劳永逸的事，培养出 n 个小

老师后，这些小老师再帮辅其他中下等学生，既成为我的小帮

手又形成互帮互助好气象……在和孩子们的学习指导思维碰撞

中也不断地完善我的工作，同时孩子们也不断地给我小惊喜和

小感动。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也收获了真正的奖牌，校内外的

竞赛中获得奖项，那个曾经只有一名进入决赛的班级，增加到

6 名左右，决赛也和其他班级获奖情况不相上下。这也许是当

老师最开心的时刻。

三、从家长的角度来说

学生做微课给家长一个积极的信号，孩子当回事，对学习有

兴趣了，家长很愿意支持。增强了配合度。

后续影响——开始做这一工作是从中上等生做起，把班级的

尖子拔出来，有个好的带头，但在做着做着的过程中同时也有学

困生向我表示想参与，对待这些同学建议采取先发语音，只讲最

近自己的错题错因，再到课本的易错题、重点题。最后有一个女

孩坚持得特别好，开始只会读题列式到现在的分析题意，找数量

关系，从害怕胆怯到自信声音洪亮的表达题意。以前最怕做解决

问题，后来变成主动积极去做题。这个孩子她的数学思维确实是

很薄弱，我们知道有些孩子天生可能就不是学数学的头脑，所以

在成绩上想显性的大幅提升对于学困生是急不来的，但在孩子身

上能看出一些隐性的变化。

四、结语

教无定法，学亦无定法，这些小老师将改变微课正襟危坐授

课的定义，他们将天然的活力注入到微课之中，也正成为新朝阳

开放而充满活力的课堂的缩影。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将在以后的教学之路上，

秉承学校的教育理念，努力为学生创设亲身实践，链接生活的平台，

让学生在实践操练中提升整体能力和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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