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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石雪梅

（溧阳市光华高级中学，江苏 溧阳 213300）

摘要：微课是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相结合的产物。在开展微课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一方面需掌握微课的特点，另一方面要将微课与

语文教学进行融合，真正在发挥微课教学作用的同时，促进学生语文综合学习能力的提升。在本文的论述中，笔者注重从高中语文教学现状、

微课的特点、微课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意义以及具体的策略四个角度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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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高中语文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

既要尊重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又需灵活地运用相应的

教学方法真正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促进学生在语言、思维、

文化以及审美方面的发展，最终达到提升整体高中语文教学质量

的目的。

一、高中语文教学现状

（一）微课并未真正在语文教学中发挥作用

造成微课并未在语文教学中发挥作用的原因有以下两点：第

一，部分语文教师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将教学的关注中心放在提

升学生的语文成绩上，并未注重构建语文教学与微课之间的连接，

导致相应的微课教学效果差。第二，部分教师并未深入理解微课

的特点，并未真正将微课运用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导致高中语文

微课教学出现“夹板生”的尴尬状况，造成整体的高中语文微课

教学效率低下的状况。

（二）微课在高中语文教学运用中存在偏颇

在高中语文微课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常常存在以下两方面

的问题。问题一，部分语文教师将教学的重点放在微课视频的制

作上，并不注重将微课特性与具体的教学内容相连接，导致学生

的语文学习能动性差，造成整体语文微课教学效果不理想的状况。

问题二，一些语文教师缺乏对微课的正确认知，他们存在严重的

应付心理，并未真正将微课运用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导致微课教

学出现“浅层化”的尴尬现象。

二、微课教学的特点

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可运用微课的特点授课促进相

应语文问题知识的解决，提升整体的微课教学质量。在实际的微

课教学过程中，教师可运用微课的三个特点：特点一，精准性。

在微课教学中，教师可运用微课进行某个知识点的教学，比如针

对语文教学中的重难点，或是知识混淆点，解决语文教学中的障碍。

特点二，突破时空的局限性。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可结

合具体的语文教学内容灵活将微课运用在教学的各个阶段，达到

相应的教学目的。比如，在课前运用微课，教师在激发学生学习

能动性的同时，让个人的语文教学更具有预见性。特点三，情境

性特点。教师可运用微课布置具有情境性的教学内容真正让学生

融入其中加深对语文知识的理解，运用微课具有情境性教学的特

点。

三、微课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优势

本文中的高中语文教师教学能力提升主要从学校和教师两个

角度入手。在学校方面，学校注重落实如下的措施：措施一，创

设微课探究条件。教师可构建相应的微课教研组，将各个年级组

的语文教师纳入其中，让他们在语文微课教学探讨过程中获得综

合教学能力的提升。措施二，构建微课教学网站。学校可构建多

种形式的微课教学网站，让教师结合个人的微课教学问题，进行

针对性地微课制作学习，让教师真正完善个人的微课教学思维，

促进教师微课教学能力的提升。在教师方面，教师可注重从如下

的角度促进个人教学能力的提升。角度一，落实终身学习意识。

教师需真正落实终身学习意识，从个人的教学、其他同事的教学

思维以及网络教学等多个角度入手学习相应的微课制作方法、微

课实施方式，提升个人微课教学能力，逐渐形成终身学习的意识。

角度二，积极进行落实。教师既要学习相应的微课教学知识，更

应真正将相应的认知落实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感受到微课教学

的优势以及不足，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微课教学的优点，促进个

人微课教学能力的增强。

四、微课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策略

（一）课前运用微课，增强语文教学的预见性

在传统的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往往讲解每一个知

识点，并不考虑让学生自主思考，导致课堂时间的浪费以及学生

学习能力无法得到有效提高的尴尬状况。对此，高中语文教师在

教学的过程中可将微课引入课堂，让学生在课前进行相应语文知

识的独立学习。与此同时，教师可根据学生独立学习的状况，灵

活地调整教学的侧重点，增强语文教学的预见性，提升高中语文

教学效果。在具体的落实上，教师以《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例，

从如下角度入手：

首先，布置微课学习任务。教师布置如下的微课学习任务：

任务一，请从“咏赤壁”“怀周瑜”以及“感人生”三个角度介

绍本文的内容。任务二，“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句的

深刻内涵。任务三，请谈一谈在阅读此首诗后，个人对于人生的

看法。其次，划分语文学习小组。为了让更多的学生融入到语文

阅读学习过程中，教师可以小组为基本单位，进行相应阅读，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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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让学生在相互监督、帮助的过程中学习相应的知识，促进他们

阅读能力的提升。最后，展示微课学习成果。教师为学生的微课

学习成果进行介绍：

学生一说：“作者从‘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歌咏赤壁；从‘雄姿英发’‘羽扇纶巾’怀念周瑜；从‘多情应笑我’‘早

生华发’感慨人生。最后一句诗句的含义是人的一生是各种各样的，

辉煌灿烂得如同周瑜一样的有，郁闷像我的也有。在整个人类发

展的长河中，我的人生像是沧海一粟。我应当真正拿得起，放得下。

这让我体会到苏轼内心的旷达。我们也需要学习苏轼的旷达精神。”

在第一个学习小组发言后，第二个小组提出如下的看法：这

既是对先贤的一种怀念，又展现诗人个人壮志难酬的心理，并运

用借古讽今的写作手法，表现出如今国势衰微，表达出诗人担忧

国家的思想。通过读这首诗，本小组讨论的结论如下：生命终将

会逝去，我们应真正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将时间花费在个人喜

欢的事情上，真正享受生命。

与此同时，教师发现大部分学生并未掌握诗词结构的划分。

为此，教师注重讲解此部分内容。通过采用微课的方式，教师提

前让学生学习相应的古诗词，并以他们的实际学习成果为依据进

行相应的指导，真正增强古诗词教学的预见性，提升高中语文微

课教学质量。

（二）课中运用微课，攻克语文教学中重难点

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可运用微课解决教学中的重难

点问题，真正促进学生语文阅读能力的提升。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

教师可针对某一类型的题目进行相应的解读，提升语文教学的针

对性，获得良好的阅读教学效果。

以《装在套子里的人》为例，为了让学生掌握小说写作方法

的意义，教师可从标题、环境、人物形象、情节以及结构等多个

角度开展针对性的微课教学，真正克服阅读教学中的重难点问题，

提升高中语文小说教学质量。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注重从以下

角度入手：角度一，设置不同的小说学习微课。教师可设计标题

作用写作模块、环境作用写作模块、人物形象写作模块、情境作

用写作模块、结构作用写作模块。角度二，增强阅读教学的针对性。

由于此部分内容涉及的东西较多，教师可让学生自主学习相应的

模块，并在课堂的教学过程中，结合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针对性

引导，增强教学的方向性，提升高中语文微课教学质量。更为重

要的是，为了真正让学生掌握相应的小说分析技巧，教师可结合

学生出现的问题给予相应的案例讲解，真正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获得良好的教学结果。角度三，构建互动学习平台。为了了解学

生的学习状况，教师可构建相应的网络学习平台，让学生在此平

台上发表个人在小说学习中的困惑点，并组织更多的学生参与到

相应问题的讨论中，真正激发全体学生小说学习的能动性，获得

良好的小说微课教学效果。角度四，介绍成果。在实际的小说教

学过程中，教师发现大部分学生并未掌握人物形象的作用，并设

置如下的题目考查学生的：

教师选择2019年浙江卷，选择如下的题目考查学生：鲁迅《祝

福》中的“我”是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个人物的作用是见证主人

公的成长、变化。请分析分析《祝福》与《乌米》中的“我”的

作用。与此同时，教师展示常见的人物形象的作用：

作用一，情感。作者可借助第一人称灵活表达个人的情感。

作用二，增强代入感。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从个人的

角度思考问题，从而更为深入地分析作者的所要表达的情感，增

强读者阅读的代入感。作用三，增强表达的自然性。作者用第一

人称可顺理成章地表达个人的看法，增强写作的自然性。

在教师的指导以及学生的思考下，他们得出如下的答案。形

象的作用是：一，表现对不幸者的同情。二，表达对人性的赞美。

三，体现作者的清醒认知。具体的作用：首先，让文章中人与事

更具有真实感。其次，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介绍整篇文章。最后，

第一人称更有利于作者表达个人的看法。教师以微课方式为接力

点开展相应的教学让学生真正掌握小说的写作手法，解决教学中

的重难点知识。

（三）课后运用微课，夯实学生语文学习成果

构建高中语文微课教学课堂的过程中，教师可将微课运用在

学生的知识巩固上，注重从学生学习的薄弱环节入手，巩固他们

的语文学习成果。以《梦游天姥吟留别》为例，教师发现学生对“虚

实结合”这种写作手法存在疑问。为此，教师运用微课的方式布

置相应的问题，夯实学生的虚实写作手法掌握能力。在具体的微

课作业中，教师让学生从《雨霖铃》这首诗入手，分析虚实结合

的特点、作用，并让学生找出相应的句子。更为重要的是，教师

结合他们的具体掌握状况给予相应的指导，让学生更为科学地掌

握虚实结合的写作手法。

总而言之，在高中语文微课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一方面需要

掌握微课的特点，另一方面应了解语文教学内容的重难点知识，

还需了解学生的实际学习困惑点，从而将微课教学融入日常的语

文教学中，锻炼学生的语文学习思维，并对他们的语文学习状况

进行相应的指导，让学生掌握语文学习的规律，起到事半功倍的

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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