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5 月（总第 200 期） 

 1208 

教育科研 

初中语文微课设计初探 
◆陈中学 

（仪陇县龙桥乡小学校  637649） 

 
摘要：微课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以其“短”“小”“精”“活”的特

性，通过视频的模式极大程度上的使得枯燥无味的知识点变得生动形象，

使得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得到了极大程度上的提升。除此之外，教师对微

课程的应用和研究也提升了教师课堂教学的效率。如何在初中语文教学

中应用这种新的教学方式，促进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的整合，适应整个

语文教育发展的要求，已经成为初中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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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移动网络的普及，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
时代的发展需求，作为新时代的教师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
创新教学形式，其中微课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应运而生。以
其“短”“小”“精”“活”的特性，通过视频的模式极大程度上
的使得枯燥无味的知识点变得生动形象，使得学生的学习兴趣也
得到了极大程度上的提升。除此之外，教师对微课程的应用和研
究也提升了教师课堂教学的效率。如何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应用这
种新的教学方式，促进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的整合，适应整个语
文教育发展的要求，已经成为初中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因
此，为探讨初中语文微课程的设计模式、策略、内容以及在教学
中的应用等问题，我主要从以下几点做了尝试，希望能给大家提
供参考。 

一、要充分体现微课“短”、“小”“精”、“活”的特点 
与传统的课堂教学相比微课教学流程是通过互联网技术在

网上对学生进行相关的教学，学生可以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
课程的学习，此种教学模式可以 大程度上的对课堂上教师的教
学内容进行优化，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教学。在此种教学模式
下，学生可以通过对一些零碎的时间进行有效地利用，对一些短
小的学习视频进行学习。所以要求教学设计一定要严格时间规
定，不能为了讲清某个知识点而延长时间，讲二十分钟，甚至半
小时。微课程的优点是不需要在讲课过程中停下来与学生进行交
流、互动，只用短小的微课程视频，就能达到理想的教学目标。
在设计微课程时，选的背景图片和整体结构都要与所讲内容相适
应，都要满足看和听这两个主要的功能，因为这些细微的差异可
能对学生的整体学习效果都会有所影响和干扰。当然，作为贯穿
整个微课程的要点，微课程的语言设计标准也很重要，因为语言
对整体构架起着支撑和连贯的作用。微课程中所应用的语言不但
要流畅、规范的普通话，而且还要简短、精确，达到一针见血的
效果。我们知道，优质的微课程，不但对知识的传授有一定推动

作用，而且对学生创新思维的挖掘也大有助益。 
二、微课设计要体现语文知识的重、难点内容 
微课程在讲解初中语文重难点知识时发挥着重要作用，采用

微课程的方式为学生呈现语文知识能够帮助学生突破重难点，让
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高效地完成学习内容。因此，教师要对初中
语文课程进行分析以及删选重难点知识。在对语文课程进行分析
的过程中，教师必须明确语文教学的目的，并进一步了解新课程
的教学目标，再对新课程内容进行分析，并科学选择适合学生巩
固和学习的知识点，从而确保微课程的设计和 展。例如，在选
择用微课程方式讲解古诗文《桃花源记》时，可以首先对课文进
行分析，进而明确古诗文教学不应该单纯注重文章的翻译，而是
要增强学生对古诗文中重点词语的理解，提高学生对古诗文思想
情感的认识，这样在进行微课程设计时也会更具针对性 

三、微课设计注重教学内容的趣味性 
俗话说兴趣是 好的老师，语文微课的设计还要体现学习的

趣味性。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总是循规蹈矩，比较单一，会让学
生感到无聊、乏味，甚至渐渐对语文学习产生逆反和抵触心理，
严重阻碍了学生对语文学习的思维发展和创新能力，影响了学生
的语文成绩和教师对教学任务的完成。因此在微课教学内容相关
的设计时，都会将其课件与教学内容进行精心的设计结合，使得
教学内容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就像小游戏一样不断吸引学生观
看，使学生学习变被动为主动，提高学习效率。例如，在学习《大
自然的语言》一课时，教师可以在课件的首页设计一段音乐，在
课程 始为学生播放来自大自然的声音和音乐，快速吸引学生的
注意力。又比如教师在对《苏州园林》这一文章进行讲解时，由
于很多学生都没有去过苏州园林，而且也未曾对园林景观形成一
种明确的概念，导致其无法理解课文中的所描述的美，但是如果
教师利用短视频的方式将苏州园林的色彩、风格和整体景致向学
生进行介绍，就会使教学变得生动、形象、趣味十足。 

总之，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引进微课程教学是教学改革发展的
必然，教师在进行微课设计时一定要转变观念，体现微课应有的
特点，注重对教学重难点知识点的梳理，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出
发就能达到良好的效果，进而促进初中语文教学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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