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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在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宁　霞

内蒙古集宁区第九中学　内蒙古　集宁　012000

摘　要：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传播媒体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生活已逐渐步入了微时代。微课程作为微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新型教学模式，也逐步进入我们的信息技术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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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学生更好地上好信息技术课，切实做到“会动手
操作”，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是每一位信息技术教师值得
思考的问题。在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中，教师利用微课，根据
学生的实际情况，对重难点进行讲解，大大提高了信息技术
课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同时，还能在无形中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活跃课堂气氛。

一、教师提前设计有针对性的微课视频供学生课前预
习并布置作业

（一）有针对性的设计知识点内容

学生的专注力一般在十分钟左右，如果教师制作的教学
视频中涵盖多个知识点，且教学时间短就会导致学生无法抓
住视频中的重点学习内容。其次对每一个知识点的全面透彻
解释更有助于学生进行有效的学习。因此，教师在设计制作
微课视频的过程中切莫顾此失彼，而是对重点知识进行有针
对性的讲解才更容易达到学生预习的最佳效果。例如，在进
行《计算机系统组成及工作原理》这里课程的课前预习微课
视频制作中，首先应明确本科的学习任务，由于这里课程的
理论性知识点较多，就需要教师在进行微课视频的是设计中
将所涉及的知识点做好分类整理，如将计算机系统的构成以
3D 图的形式展示并分别注明其名称以及特征，方便学生第一
眼就抓住其重点。

（二）微课内容应具趣味性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若学生对教师的视频资源
感兴趣，自然会主动探知和接受视频中的学习内容，做到好
的课前预习以达到学生在课堂学习中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
在进行《计算机操作系统》这一课程的微课设计时可以将计
算机中各个环节的关系以及作用以拟人或拟物的手法，通过
讲故事的形式传达给学生所需要了解和掌握的信息，如将计
算机系统比作一个工厂，而 CPU、储存器等均是这个工厂里
的“管理人员”等，这个工程需要做一项事情时，这些“管
理人员”的主要职责分别是什么等等，这样系统的带有趣味
性的微课视频能够极大调动学生学习的活性。

二、对学生的微课学习成果进行课堂展示，并引导学
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协作学习就是以小组或者团队的形式组成的学生之间进
行交流学习的一种策略。协作学习的重点在于学生之间的交
流互动。组内学生可以相互交流自己在学习过程中发现的知
识要与遇到的问题，以及收集到的资料共享，并在交流的过
程中相互学习，一起探讨所发现的问题，最后共同找寻解决
问题的最佳途径。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首先应该对学
生预习的成果进行展示。正确的展示学生的预习结果，有助
于增强学生的心理满足感，使学生能够更加主动的投入课堂
教学与小组讨论中来。以《Photo shop 路径工具的使用》一
节课为例，教师可以在微课中预留“使用学过的工具制作渐

变文字”的问题，并选择部分优秀作品进行课堂展示。引导
学生说出其中原理，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探索性学习，
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而且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三、小组进行内部讨论和研究，明确小组合作目标
在对学生自主完成的作品展示的同时，教师应结合本课

应该把握的知识点进行引导性教学。以《Photo shop 路径工
具的使用》一节课为例，教师通过对学生讲解路径工具的作
用以及配套工具栏，并通过展示“彩色渐变文字”的制作过
程，向学生提出路径工具使用的三个步骤。学生在预习与教
师的课堂操作之后已经大概了解到路径工具使用的三个步骤，
小组内可以进行交流探讨，将三个步骤进行有序的排列便可
以得出其步骤应是：①使用文字工具输入文字；②利用钢笔
工具建立文字选区；③从选区建立工作路径。学生通过协作
交流了解到的知识点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对于学生的操作
实践事半功倍。

四、实践操作，总结评价
学生在自主学习掌握了操作步骤之后，必须进行实践才

能更好地掌握和巩固所学到的知识。教师便可以将课前做好
的实践案例展示出来，使学生进行自主操作，学生将自己学
习到的操作步骤充分利用到案例中，不仅掌握了知识的原理，
更增强了实践动手能力。小组在教师的组织和引导下不断完
善自身的学习和认知结构，轻松掌握新的课堂知识，提高了
信息技术课程的高效“教”与“学”的结合。最后教师总结
评价，将课堂知识进行系统的串联并讲，使学生能够更轻松
地掌握所学知识。

五、结语
总之，微课的教学方式属于教学模式中的新课型，对于

提高学生进行学习的有效性与积极性有明显作用。在微课支
持下的中学信息技术课堂协作对于学生的学习效率有显著作
用。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结合实际问题，为学生
提供更为科学的教学评价，并引导学生在微课学习的基础上
进行更有效的课堂协作，以提升中学信息技术课堂的教学质
量，最终达到提高我国中学信息技术教育水平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张中伟 . 中学信息技术微课教学的实践与思考［J］.

电脑迷，2018（05）：178.
［2］林碧青 . 论微课在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中的应用［J］.

福建电脑，2018，34（01）：161+72.
［3］王瑛慧，张鑫 . 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中微课的应用与

实践［J］. 中国新通信，2017，19（08）：136.
［4］段国芸 . 浅谈中学信息技术微课的应用与体会［J］.

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7，14（03）：119+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