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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型课看教师的专业素养
徐　映

贵州省龙里县教育局　551200

摘　要：微型课是教学中重要的教学方式之一，它的特点主要包括时间段、要求高、过程完整三大方面。因此，如何上好微

型课也成了教学研究工作中的重要研究部分，微型课时间短、任务重，对教师的要求也更高，能够更好地体现出教师的个人

能力和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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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微型课的特点及对教师的要求

微型课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目标明确。微型课

不可能像常规课那样大容量地教学，教师要在较短时间内完

成教学任务，就必须明确教学目标，精选教学内容，突出教

学重点。同时，教师设计教学内容时，要别出心裁，独辟蹊

径。情境要新，带入感要强，让人一见倾心，教材整合要新，

角度要新，让人耳目一新，理念要新，在小组学习、平等对

话、话题主导、质疑探究、生生评价中，这些先进的理念会

让人刮目相看。

由于微型课的时间较短，这就要求教师切入课题要迅速，

要能够吸引他人的注意力。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有的教师通

过创设教学情境，采用新颖的语言迅速导入主题，有的教师

巧妙铺设，从生活现象、实际问题谈话导入主题，有的通过

疑问、悬念等引起学生注意，迅速切题。此外，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要精心选择教学内容，线索要清晰，要突出重点，

切忌面面俱到、拖泥带水。

在师生互动环节中，不管现场有没有学生，互动环节设

计都要动静结合，这样你的课才能与众不同。而在整个教学

过程中，教学环节一定要简约完整，要直面“核心内容”，直

奔主题，实现“以少胜多”。

教学语言的准确、简明、精炼是教师基本功的一个重要

体现。微型课中，教师的语言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导入语、

过渡语、提问语、结束语。因此，在备课过程中，教师要将

课堂语言、表达方式、手势表情及关键字词准备到位，力求

教学语言准确生动，富有感染力。

微型课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板书要美观、简明、完整，

要精心设计，要点突出，线索清晰。微型课一定要有自己独

特的亮点，如果平铺直叙就没有特色，就不容易给学生留下

深刻的印象。这个亮点可以是深入浅出的讲授，可以是细致

入微的剖析，可以是激情四溢的朗诵，可以是精妙完美的课

堂结构，可以是准确生动或诙谐幽默的教学语言。这些独有

的特征，不仅能够让学生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还能够大大

提升课堂教学的效果。

二、微型课的专业化探索

微型课和其他课程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课堂气氛的预

热时间很短，对教师的要求极高，需要教师在很短的时间内

将课堂气氛迅速调动起来，这就要求教师自身有着很高的专

业素养，要利用好身边的教具和现场性的东西和问题来作为

引子将学生引入课堂教学之中，引入具体的教学情景和课堂

知识点上。针对微型课的时间要求，教师需要在课前制定清

晰的教学大纲，在具体的教学实行过程中有着明确的认知。

只有在这种前提下，教师才能在课评的过程中让评委能够快

速了解教学内容和教学脉络，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理清教学

思路，让评委能够把握住教师的教学特色和教学能力。做好

这一点也有利于学生更快速地进入学习状态，让教师能够更

好地将教学内容融入教学实践，让学生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

学习到更多的知识，这也是微型课最考验教师能力的地方。

受课堂时间限制，微型课对教师的课堂驾驭能力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从实践来看，教师需要处理好三个矛盾和四个

关系。三个矛盾：有和无的矛盾、多与少的矛盾、快与慢的

矛盾。四个关系：师与生的关系、深与浅的关系、知识与能

力的关系、预设与生成的关系。

教师在微型课设计方面，要有新意，否则很难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面面俱到，重点不突出，取舍不当，是微型课

最大的忌讳，教学目标过多，内容庞杂，平均用力，没有突

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学环节缺失，不能体现微型课的特点；

教学语言华丽，缺乏科学性等，这些都是常见的“丢分点”。

在教学过程中，设置的问题要有探究意义，不能为了提问而

设问，教学要有点睛之笔，板书设计要精炼，不能整整一大

篇，或三言两语，情境创设切忌浓墨重彩，主题千呼万唤始

出来，教学不能拖泥带水，前松后紧，要有激情和感染力，

口头禅不能太多，要充分利用身边的教育资源，提高课堂教

学的质量。

为了达到这一要求，结合专业素养提升的目的性，学校

可以发挥骨干教师的带头作用进行教育教学理论、教材研修

等方面的校本培训；邀请教育专家开展理论讲座或技能指导，

为教师专业发展指明方向。

三、结语

微型课的特点要求教师在一定的时间内展示自己的教学

风格和能力，更能体现出教师的专业素养，而为了达到这一

要求，需要教师和学校的双方面努力。教育教师专业素养的

提升是教师发现问题、钻研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是研读

自身、研习知识、研究特殊学生的过程，是增强自身专业知

识、强化教学本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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