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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听障语文微课制作浅谈 
——以课题《义务教育阶段听障语文教学微课资源开发与应用研究》为例 

◆邬  飞 

（广东省清远市特殊教育学校  511800） 

 
摘要：作为比较新颖的教学方式，微课受到越来越多教育者的关注。为
更好地完成课题研究的任务，也积极探索微课在听障语文教学方面的应

用，本文在阐述适合听障学生使用的微课制作过程中，通过前期的准备

和微课制作，发现问题、总结经验，继而指导和修订课题研究中后期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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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设备和网络的发展，给教育的革新带来新的机遇和挑
战，而微课作为比较符合当下教育发展的产物，给教育过程提供
了轻松学习的可能。在听障教育中，由于听障学生的生理缺陷，
往往在平时的授课过程中不能及时、准确、有效地掌握知识难点，
所以学生根据个人的学习情况，有选择性的观看微课，就成了必
需。制作符合听障学生特点且适合听障学生观看的微课，制作过
程中需要特殊教育教师注意的问题等，是笔者在本篇想要表述
的，希望能有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更多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老师
们一起来探讨，借助微课的东风，把特殊教育做得更好。 

一、普通微课与听障教育微课的异同 
与普通微课的载体相同，都是以视频的方式，用 5-8 分钟的

时间意欲向学习者讲授某个知识难点[1]，学习者可以通过多种电
子设备来反复观看该视频。但听障教育微课也有与普通微课不同
之处：听障学生由于缺乏听力的补偿，所以声音在微课中的呈现
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但是在制作微课时，我们也不得不考虑观看
这节微课的可能不仅是听障学生，也可能有健听人，所以在加入
声音的同时，更要注意手语的配合。 

二、制作微课使用的系统和软件 
Windows7 是目前比较常用的操作系统，作为微软公司承前

启后的一个操作系统，Windows7 64 位系统具有比较好的稳定性
和软件兼容性。 

1.PPT 
幻灯片是制作微课的主要载体，使用较为普遍的幻灯片软件

PowerPoint 2016 是目前 windows 操作系统下最理想的选择。 
2.Camtasia 9.1 
在 windows7 64 位操作系统中，Camtasia 同样存在版本兼容

的问题，即低版本的软件无法打开和编辑高版本处理的工程文
件。 

此两款软件足够完成微课的制作和后期编辑，在视频后期编
辑的操作中，可以选择的软件还有很多，如 ADOBE 公司开发与
发行的 Adobe After Effects 和 Adobe Premiere 就是比较专业的视
频编辑软件，但其软件容量大、笔记本电脑使用卡顿，不易操作、
不利于使用者快速掌握等缺点，不建议在制作微课的过程中使
用。 

三、听障教育语文微课视频的结构 
语文学科的学习，更多是语言文字的传授，缺少了如数学图

形直观的感受，如何让听障学生在观看微课的同时，能更好地达
到知识习得的效果，是我们制作微课时需要思考的问题。 

1.视频尺寸比例和分辨率的选择 
随着电子显示技术的发展，普通屏（4：3）的电子设备已经

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宽屏（16：9 或 16：10）取而代之。我
们在制作微课视频时选择宽屏 16：9 比例。 

分辨率的高低影响着视频清晰度，也与文件大小相关。分辨
率越低的视频清晰度越差，视频文件所占储存容量越小，反之，
分辨率越高则清晰度越好，文件存储容量大。如何在清晰度和容
量之间选择，就得看最终微课视频的要求了。在本课题当中，由
于视频最终需要上传到网站，所以文件越大，上传越困难，同时，
我们用于制作微课视频的笔记本电脑全屏分辨率为 1366×768，
所以也就选择该分辨率为最终视频的分辨率大小。 

2.听障语文微课内容的选择 
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知识点较多，涵盖多方面的内容，如何

选择恰当难度的语文内容作为微课的制作对象，确实值得深入探
讨。假如时间和精力足够，尽量多地制作各个知识点的微课当然
是好，但作为学生，在校期间严禁使用手机，只有通过教室的多
媒体设备或者计算机课时的电脑来进行观看微课，事实上也就没
那么多的时间来观看微课，所以，微课数量的多也不一定是好的。 

把听障学生在学习语文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当作是微课内容
的切入点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由于现目前我们教学经验的不足
以及学生能力情况的不同，内容的选择不一定恰当。当然内容的
选择，也会在随着课题研究的深入，作出适当的修订，以符合听
障学生学习语文的特点。 

3.PPT 录屏与手语视频的相对位置 
考虑到微课视频的整体性，要在 16：9 的屏幕上放最少两块

屏幕内容，即 PPT 录屏和与之相配的手语视频，笔者认为两个
视频前期都处理成普通屏（4:3）样式会比较好。如此布置，能
解决手语视频不至于太小而让观看微课的听障学生看不清的尴
尬。 

四、关于制作微课的若干问题和思考 
微课的出现，给传统教育增添了色彩，对于从事特殊教育的

青年教师来说，运用已掌握的多媒体技术，制作微课有一定的优
势，但做出适合听障学生使用的微课确实需要揣摩和尝试，在制
作微课过程中，笔者遇到以下问题，也有初步的思考，列出来与
从事听障教育的同仁们参考。 

1.听障学生使用的微课视频需不需要字幕？如果没有手语
翻译的视频，听障学生观看视频如果没有字幕就完全不知道视频
传达了什么，但是一个视频当中既有手语翻译也有字幕，按照听
障学生的视觉习惯，更多注意力会在手语翻译，从而使字幕成为
了多余。当然，不需要字幕，也减轻了微课制作过程中的复杂程
度，让制作者更快速的完成后期制作。 

2.如何选择微课内容？就笔者接触到的听障儿童，他们绝大
部分在入学前没有接受过学前教育，相对于普通儿童，他们基础
会比较差，所以低年级的内容会偏向于选择简单易学的；经过几
年的学校教育，他们在基础知识方面的弱势就会表现得越明显，
所以到了中年级会选择学习方法的内容进行微课的制作；在高年
级语文的教学过程中，除了课文的学习，也会注重培养听障学生
语言交往（书面表达）的能力，从事听障教育的同仁们知道，听
障学生的语序和正常的语序存在差异，训练他们使用书面语进行
交流，对他们进入社会与正常人交流有一定的帮助。 

3.如何选择恰当的讲授方式？面对不同年级的学生，不能机
械式地完成讲授的过程，我们采取的教授方式应该是不同的，比
如对象是低年级的听障学生时，要采取亲切、夸张的语气和表情，
同时手语翻译时也尽量缓慢；而对象是中年级的听障学生时，采
取较为正式、手语翻译时也力求完整地表达方式；对象时高年级
的听障学生时，采取相对轻松的、朋友式的、手语翻译也可以偏
向于自然手语的表达方式。 

五、结束语 
微课作为一种新颖的教学方式，以视频的方式传播于更广阔

的网络世界，为听障学生学习知识打开了一扇新大门。而让听障
学生学好基础性、工具性的语文学科，让他们在语文学习过程中
逐步养成分析、概括、创新的能力以及想象力的培养，需要特殊
教育工作者，尤其是青年教师们不断深入研究，脚踏实地去投入
到教学工作中。相信以视觉思维为主的听障学生在微课教学的过
程中一定会受益良多，特殊教育青年教师们在制作微课的过程中
也会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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