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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技术与思想的圆融

——四上语文教学中微课的制作与运用例谈
陆亚君

萧山区靖江街道第三小学　浙江　萧山　311215

摘　要： 2010 年以来，微课在我国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发展到今天已经走进我们的教学过程，提高了课堂时间效度、实

现了教师资源重组、转变学生学习方式、拓宽语文学习时空，鉴于它带来的种种转变，笔者努力在四上语文教学中，构建

“微欣赏、微讲解、微演示、微拓展、微体验、微练习”六种基本微课形式，加上理想化的互动式的微课形式——“微交互”

的微课“非常 6+1”体系，并尝试实践性的制作和运用。而面对微课，无论是教学观念还是语文素养，甚至教学方式，我们

都需要迎接更大的挑战。

关键词： 四上语文；微课；制作与运用；例谈

一、微课给教学带来的转变

自 2010 年以来，微课在我国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从

李玉平的教研式微

课到佛山的比赛式微课，发展到今天已经走进我们的教

学过程，用于解决教学中的问题，它给我们的教学带来了巨

大的转变。

（一）提高课堂时间效度

一堂课 40 分钟，尽职的语文老师总想通过实物演示、展

示台切换、情境模拟等多样化的形式让学生体验自然景观的

壮观、体验人文情怀的暖意、品读词句的表情达意、扎实运

用所学的方法……时间总显得少之又少 ! 可在这些方式中我

们的时间就不知不觉中流逝了。微课，让这些操作性的环节

在课前被录制，课堂上的呈现就显得紧凑，我们的课堂上的

40 分钟也就提高了效度。

（二）实现教师资源重组

虽然我们在不断地充实自己，可作为一线的普通语文老

师，我们终归无法像朗诵家一样朗读、像书法家一样书写，

甚至不可能像美术老师一样欣赏画作、像音乐老师一样选择

音乐。微课，让我们可以借助社会资源、学校团队来制作微

视频，让学生获得更“专业”、更“权威”的指导。

（三）转变学生学习方式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师生之间的单项交流，而在这种

单项交流中有一种更单项的交流——语言交流，学生的习得

渠道走向单一。微课，以视频为主要载体，可以集图像、影

像、音频、文本、语言等资源为一体，让学生在短时间内从

多样化、形象化的学习资源中自主抽取所需的抽象概念，发

展自己的领悟力和洞察力，从而真正实现学习方式的转变。

（四）拓宽语文学习时空

我们的语文教材中有不少文本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和区

域特征，当代的孩子无法理解上个世纪、城里的孩子无法理

解山区的生活、小城镇的孩子只闻长城、颐和园、秦兵马俑，

却很难真正走近……微课，拉近了学生与这些事、物、景观

的距离，实现了语文学习空间的拓展。

二、微课“非常 6+1”的体系构想

笔者目前正在执教四上语文，所采用的是人教版的语文

教材。为了让自己在教学中制作和运用微课更有序列感，笔

者根据微课的形式构建了一个微课体系，可以用“非常 6+1”
来概括：6 是指六种基本微课形式，即微欣赏（审美冲击）、

微讲解（专业权威）、微演示（紧凑扎实）、微拓展（丰富迁

移）、微体验（真实再现）、微练习（分散辅助）；1 是指努力

走向理想化的互动式的微课形式，即微交互（反馈追踪）。如

图所示：

三、“非常 6+1”微课在教学中的制作和运用

笔者尝试着在教学中制作和运用微课“非常 6+1”体系

中的微课形式。

（一）微欣赏：审美 冲击

人类的语言有时可以给人很多的想象空间，有时却恰恰

是最苍白无力的。微欣赏整合图、影、音等直观资源的冲击

力，给学生带来视频的震撼力。类似人教版四上语文教材中

“自然奇观”和“世界遗产”一类的文本就可以通过这类“微

欣赏”来形象感受自然景观、世界遗产的无限魅力。相信学

生在形象的感知后，对文字的理解必将获得进一步的提升。

微欣赏设计例谈：

内容 大自然像一位魔术师（四上第一单元）

目标

结合第一单元文本，欣赏风起云涌、潮涨潮落、奇花异草、

高山深谷，在这种审美的冲击中激发对魅力无限的大自然的

阅读期待。

呈现

形式

图片 + 影像 +
配乐 + 四篇课

文的文本解读

建议

时间

视频

时长
4 分钟

使用

时间

整个单元学习前的

单元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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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教学设计

结  构 内 容
片头 各种大自然的图景 + 配乐朗读单元导读 P1

正文

讲解

钱塘江大潮的视频、雅鲁藏布大峡谷的相关图片、鸟的天堂

的相关图片、火烧云的相关图片，配乐简单解读《观潮》、

《雅鲁藏布大峡谷》、《鸟的天堂》和《火烧云》

片尾

配图布置任务：江潮、峡谷、榕树、鸟儿、云朵……这些美

好的景物像一幅幅图画，使人回味无穷。此时的你，最想去

看看哪一处景物，就赶紧去读读吧，一边读一边把你的感受

随笔写下。

硬件

准备

1．麦克风一个，音量控制 90% 左右；2．摄像头一个；3．
安装有会声会影等录屏软件的电脑一台。

（二）微讲解：专业 权威

顾名思义，微讲解就是教师以口头表达的形式告知学生

知识性的内容。那这和我们课堂上的满堂灌又有何区别呢？

无非一个是现场讲解、一个是视频讲解，一个讲的时间长、

一个讲的时间短罢了。当然不是！我们的“微讲解”更多的

是对专业知识的讲解，寻找学校、社会上的专业人士来录制

“微讲解”，实现社会资源的共享。写景类的可以邀请导游介

绍、科普文可以邀请科学老师、建筑画作类的可以邀请美术

老师……权威的老师让知识的获得更专业，更让学生信服；

另一方面课堂上教师的转变有利于学生注意力的集中，从而

让课堂提效。

1. 呈现讲解

一些事实孩子知道就可以了。比如人教版语文四上教材

中的第 29 课《呼风唤雨的世纪》，我们可以邀请学生的科学

老师一边快速展示小件的科技成果，一边快速介绍其功效，

从而将这个过程拍摄成一个大约 5 分钟的“微讲解”，学生在

课前观看后自然就感受到了科学技术的威力。

2. 示范讲解

我们的四上教材在语文园地五中要求学生写导游词，模

拟导游进行讲解。笔者曾在两个基础基本接近的平行班进行

了试验：

A. 出示一份导游词——寻找导游词的特点——小结导游

词的写法——写导游词——模拟导游讲解。

B. 观看“微讲解”：导游现场讲解的视频节选——寻

找导游词的特点——继续观看“微讲解”：写导游词注意事

项——写导游词——模拟导游讲解。

从呈现的导游词来看，A 班一板一眼，B 班更为灵动；

从模拟导游讲解来看，A 班略显拘束，B 班现场感更强。

这一次的“微讲解”做的只是将教师告诉学生的事让学

生通过视频自己看、自己听、自己感受。也许大部分孩子都

听过导游讲解，但他们的记忆是很容易沉睡的，我们的这个

“微讲解”恰恰就唤醒了他们沉睡中的记忆。

3. 对话讲解

如果能请到一些更专业的人士来给学生进行讲解，那一

定是学生人生中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可这样的机会少之

又少。

2014 年 10 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女士来到了笔

者所在的学校。操场上，汤素兰在和孩子们的对话中，让他

们知道童话故事创作的魔法是“想象力”，继而又让孩子们认

识了“想象力”的三位老师——书籍、大自然和生活。我们

将这样一个大约 6 分钟左右的对话过程录制下来，后期剪辑

制作成“微讲解”，再运用到四上第三组习作指导——“写童

话”中去，让这一次的习作教学事半功倍！

（三）微演示：紧凑 扎实

微演示可以免去现场演示的一些繁琐步骤，节约课堂时

间的同时，更有利于老师尽可能全面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

如书写指导、朗读指导、实践指导等关注于过程与方法的教

学均可采用“微演示”来帮助提高课堂时间效度。前两者相

信大家一定能理解，第三种“微演示”其实也已经涌现出了

一大批的优秀实例。比如网络上现已有的获得一等奖的微课

“查字典”。那么在我们四上又可以有怎样的操作呢？

例谈 26 课学习后资料袋中“如何在修改作文中正确使用

修改符号”微课：

准备材料：小张写好修改符号的纸、一篇学生待修改作

文、讲解脚本、一支红笔、一部拍摄用手机、一个手机支架。

设备安置：选定演示位置，架好支架，放置好手机。

演示过程：覆盖式呈现各种修改符号，并附以简单介

绍——呈现待修改作文——红笔演示使用修改符号修改作文

的过程。

因为事先录制好，避免了切换展示台所带来的时间上的

浪费；因为事先录制，课堂上避免了教师埋头演示而忽略学

生的学习状态，让教学目标的落实更有效。

（四）微拓展：丰富 迁移

当代社会已处于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而当下语文教

学受现有语文教材读本有限资源的约束，学生的阅读量显然

无法得到满足。微拓展以视频载背景资料、以视频导主题阅

读、以视频促方法习得，从而丰富学生的阅读量，巩固学生

的认知。

1. 背景资料微拓展

文学作品是生活与思想情感碰撞的火花，不同的作家在

不同的生活中会创作不同风格的作品。虽然同是写鹅，丰子

恺和叶·诺索夫的语言风格截然不同；同是老舍的作品，可

是《猫》和《母鸡》也不尽相同。因此，要真正走近作品就

必须了解作品背后的故事：人物背景、历史背景、文化背

景……都是需要在课前了解的。通常，我们的语文教学或布

置预习作业让学生自己去了解，自觉的学生做了，不自觉的

学生就是零了解；或有更尽职的，在课堂上借同学的了解进

行三言两语的小结，但有多少实效，实在难说。

“微拓展”要求老师在课前做精心的筛选，这比学生盲目

地自己搜索来的高效。另外，我们背景资料的微拓展主要是

让学生在自主了解后再来观看，这样一方面是对学生自主筛

选信息的一个及时的判断、补充，另一方面即使学生没有自

主查阅相关背景资料，他们也有现成的相对准确的信息获取

渠道，避免后者一无所知地进课堂。

2. 主题阅读微拓展

“大语文”观思想指导下的语文教学中，课堂只是一个轴

心，我们需要让学生在主题阅读中大量阅读，从量变到质变，

采得百花酿出蜜。以往我们的语文教学在一篇课文或一个单

元上完后，也会建议学生进行同主题的阅读，但往往是说几

本书名罢了。这样的推荐想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实在是天

方夜谭，而我们居然还在埋怨孩子，质问他们为什么“不爱

读书”！笔者试想，我们能否将原来要求学生做的“好书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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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卡转换成以微视频为载体的主题阅读“微拓展”。这样，

一来将纸质的转换成了影像，实现了图、文、音并茂；二来

将推荐者从老师转换成了学生，实现了距离感的拉近；三来

回避了激趣式导读课满堂导，实现了快导慢品的阅读节奏。

例谈 23 课《卡罗纳》课后的“资料袋——《爱的教育》”

微课：

内容 《爱的教育》激趣式导读

目标

在伙伴的介绍中激发自

己阅读《爱的教育》这

本书的兴趣。

呈现形式 伙伴推荐

建议时间

视频时长 5 分钟

使用时间

《卡罗纳》一文学完，通读资

料袋之后的这天中午午读时间，

教师从图书室借到供全班阅读

的《爱的教育》。

微课教学设计

片头

推荐者介绍：同学们好，我是 XXX，前几天我刚读完了

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出示自己所读的这本书的封

面，圈出作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先睹为快吧！

正文

激趣一——人物速写（自己读到的书中最感兴趣的人物，

最好是自己画的）：瞧，这是书中的 XXX，他的……特别

吸引我，你们读的时候不妨也留意一下吧，也许你会读

到比这更吸引你的人、事、物呢！

激趣二——先睹为快（出示自己在书本中摘录的精彩片

段）：不如，我们先来读读这一段吧！

片尾

老师已经为我们准备好这本书了，如果你也想看看这段

文字，你可以轻轻地走上来向老师借书，把书本翻到第

（ ）页；如果你还想读读书中别的故事，你也可以轻轻地

走上来向老师借书。现在，就让我们静静地阅读吧！

硬件准备
1．麦克风一个，音量控制 90% 左右；2．摄像头一个；3
．安装有会声会影等录屏软件的电脑一台。

3. 方法习得微拓展

语言文字的运用在达到自如之前还是有必要掌握一些方

法的，吴忠豪教授指出语言文字运用的习得必然要经历从认

知到实践再到迁移的过程。方法习得“微拓展”让语言文字

运用的习得经历这样的思维导图，形成更清晰的序列感。诸

如四上语文教材中第二组观察方法的习得、第四组反语的

习得、第五组中比照的习得、第六组中理解词语好方法的习

得……均可采用这一类“微拓展”。

如反语的习得可以让借两个孩子的画外音来制作这样的

“微拓展”：

在小伙伴层层递进的引导中，学生“反语”的习得、运

用水到渠成。

（五）微体验：真实 再现

我们的语文教学一直以来都关注着体验，然我们的体验

一直都陷于一种僵局——不可逆。于是，我们能做的似乎只

能是模拟体验。笔者微课“非常 6+1”体系中的“微体验”

主要以两种形式呈现：

1. 直接体验

以第二组的“观察”习作为例，教师先示范泡豆子，并

将这个过程拍摄成第一个示范性的微视频；继而学生各自回

家以相同的方式记录每一天豆子的变化；再在课堂上以个别

视频为例进行二度观察，同伴的相互提醒会让观察变得更有

趣。如此体验既真实又可以反复进行观察，更重要的是师生

共同“微体验”，在体验中学会运用观察方法，而且还形成了

一组全新的微视频素材。

2. 再现体验

在第六组“人间真情”的习作中，学生可以写生活中的

真实故事。遇到这类习作，教师常常会要求学生写写自己的

心理活动，还要求学生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周围的细节之

处描写出来。这着实是为难学生了！要知道当时无目的的体

验最多只能关注到自己。

笔者做执教的班级学到这儿时，恰巧遇上了年级篮球赛。

在争夺冠亚军的比赛中，不幸以一分之差输掉了冠军。当时

篮球队员各个沮丧着脸，更有的嚎啕大哭。但很幸运的是班

里也涌现了很多懂得去安慰队员们的孩子。更庆幸的是自己

亲眼目睹了，还将这一幕幕拍了下来。事后，笔者运用 QQ
影音将视频进行剪辑、重组，再给学生观看，用以指导这一

次的习作。这一次的再现式“微体验”让那些沉浸在痛苦中

的篮球队员再次感受到了同学们暖暖的问候，也让曾经错失

这些动人画面的同学得到了遗憾的弥补。“微体验”让体验反

复再现。

（六）微练习：分散 辅助

现在的语文课堂要求留出十分钟的笔练时间，这对学习

时效的落实是很有帮助的。但为了避免语文课堂意境的破坏

我们常把十分钟笔练放在最后的环节，甚至有时候匆匆走个

过场。微练习将以视频的形式将课堂练习分散，它既可以是

课前预习作业，也可以是当堂练习，当然也可以是课后，让

笔练不再游走于形式间。

微练习设计例谈 1：
《跨越海峡的生命桥》词语自学

活动一：课前学生预习《跨越海峡的生命桥》，并在“微

练习”中完成 22 课词语自学作业。

活动二：“微练习”中出示正确读音。

活动三：“微练习”中老师一对一带着观看视频的学生正

确读好这些词语。

而对于辅助式的“微练习”更多的是相当于老师的个性

化辅导。比如四上第五组写导游词的指导。

微练习设计例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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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词往往要求孩子们补充典故、民间故事等。对于四

上的孩子，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准备好这样的素材。首页以这

样的结构图呈现：

孩子自主选择写哪一篇导游词，如果他的写的过程中对

补充性的资料缺少了解，需要寻求帮助，那么他就可以点击

他所需要的素材的标题，从而获得个性化的辅导。

（七）微交互：反馈 追踪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学身陷囹圄：教师滔滔不绝、学生

迷迷糊糊，学生不能

完全理解老师教的，老师完全不知道学生的掌握情况。

最后的检测依旧是一张试卷，回归应试；追求素质的，也许

来个面试。但它们都在做着相同的一件事——抽样分析，无

非是笔试仅抽取一次样本，面试可以调动老师闹海中原有的

印象。但别忘记，这单纯依靠人类的判断力。然而，大数据

时代告诉我们，有一种声音来自“数据”，这种数据来源于总

体。这就要求我们通过数据了解每一个学生对每一个知识点

的掌握情况。

交互（interactive），在计算机中意思为参与活动的对象，

可以相互交流，双方面互动。今天我们探讨的“微交互”就

是一种基于互动平台的微课学习形式，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

反馈，教师实时跟进学生的学情，并依学情进行指导，从而

真正实现以学定教。

微交互设计例谈：

四、迎接微课带来的挑战

“微课”来了，有人说教师要下岗了。而笔者却认为恰恰

相反：“微课”来

了，教师的个人素养要求更高了，我们需要迎接的挑战

更大了。

1. 教师应时刻铭记“学为中心”，时时关注学生，因为

我们微课的使用者

是学生。

2. 作为语文老师，我们需要更加清楚语用。因为微课

不是越复杂越好，恰

恰相反，由于受时间的限制，一个微课只解决一个问题。

3. 课堂上需要我们运用更多的教学方式。因为微课只

是教育教学的资源

之一，并非课课用微课、时时用微课、处处用微课，可

这种教学形式的运用势必让学生、社会让对教师其他教学环

节中的教学方式提出更高的要求。

“微课”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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