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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形式新颖、内容精简的微课受到学生和教师的欢迎,教师借助微课教学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还能因材施教,

分层教学,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制作微课逐渐成为教师备课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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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已得到教师和学生的逐渐认可和欢迎,它在翻转课堂以及以学生

自主学习为主的教学情境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教师很重视微课,

也愿意花时间研究学习和制作微课。 

1 利用微课助力课堂教学 

微课是利用一段视频的形式展示教师围绕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而

展开的教学活动的过程。其主要作用是为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出某种

结论,突出某个重点,突破某个难点等。 

1.1有效创设教学情境 

好的教学情境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同时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引领他们跟随课堂节奏进行学习。利用合适的微课引入教学能够有效的创

设教学情境。 

例如,高中信息技术课本中有这样一段展示我们身边的信息的描述

“我们听到闹钟的铃声,获得了‘时间到了,该起床了’信息,便会起

床；……”学生读这段文字进行学习,会觉得枯燥,且不易抓到学习重点。

视频微课可以利用夸张的动作,加重的语调,突出的文字向学生直观的展

示这段学习情境,引导学生容易的总结出每个事件中信息的含义、表现形

式和载体等知识点,有效的理解信息。 

1.2更好的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 

在传统教学中,对于一些重点难点问题,教师要进行统一演示讲解,学

生观看讲解后进行实践练习以巩固新知。老师一般只讲解一遍,有些学生

没能全部记住。这时使用微课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 

例如,在讲解“图像信息的数字化”一节内容时,图片在计算机中存储

空间的计算方法是重点难点内容。教师下发微课,让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进

行针对性学习,对那些不理解的知识点反复观看,重点理解,这样就提高了

课堂学习效率。 

1.3为翻转课堂提供有力支持 

在教学改革大环境下,“翻转课堂”提出了新的教学模式,我们也做了

一些尝试。在信息技术课堂上,先组织学生自主学习,然后根据学习结果进

行精准辅导。学生在自主学习环节中,遇到操作类知识时,阅读理解文字后

再转化为操作技术效率较低,通过直观观看微课,学习速度明显加快。因此,

微课为翻转课堂提供了有力支持。 

2 制作实用高效的微课 

衡量微课好坏的关键是是否实用,是否有利于学生高效学习,教师在

制作微课时无论采用哪种技术和形式都是为了让学生能够用、喜欢用微课

解决学习中的问题。 

2.1依据教学内容制作风格不同的微课 

在实际教学中,应用最多的微课主要有实景拍摄类、屏幕录制类、动

画类等。要根据教学内容采用不同的形式制作微课。例如,二进制和十进

制转换要求学生掌握两种进制转换的计算过程,这个过程利用纸笔完成最

有效,所以就可以采用实景拍摄的方式,实景录制教师讲解过程,然后利用

乐视视频编辑器等视频编辑软件进行编辑和美化。这样制作的微课,简单

实用。对于需要软件操作的内容就采用屏幕录制的方式,如超级录屏、

CamtasiaStudio等。总之,根据教学内容采用适宜的软件和技术就能制作

出丰富多彩的微课。 

2.2语言要精练,重点要突出 

在微课中,教师讲解的语言不仅要简明扼要还要逻辑性强,易于快速

理解。讲解的过程要流畅紧凑,不能出现无用的语言。微课可以反复观看,

教师讲解不必为一个知识点多次重复。同时,要突出重点内容,例如,遇到

一些概念、关键技术点时配以文字加以解释,帮助学生加深理解。 

3 使用微课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3.1选择恰当的时机使用微课 

微课学习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其使用的时间、方式都需要教师

课前认真设计。由于“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只有当学生对某个知识点感

到困惑时,再通过微课学习解决问题,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学生使

用学案学习并完成练习,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时再寻找相应的微课学习,

即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针对性强,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3.2微课不能代替教师 

微课展现的是课堂上难以时时展示的内容,是短时间内大容量的知识

集成。但是,微课的本质是一种学习资源,它无法代替教学过程中的教师角

色。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学习反馈的情况及时调节节奏,调整内容,可以实现

师生互动。例如,在信息技术课堂上,教师统一演示讲解能够有效的解决学

生大部分问题,能够对学生普遍感到困惑的知识点进行统一讲解,还可以

交流展示学生的经验,这些都是微课不能代替的。 

3.3多渠道获得微课 

教师可以自己制作微课,也可以使用他人的微课。使用优秀教师制作

的微课,可以模仿学习他们的教学理念、教学技巧和教学风格,然后通过调

整以提升教学技能,从而提高自身的课堂教学水平。共享自己的微课,可以

服务更多的教师和学生。例如,教师可以从每年的“一师一优课”活动中

下载优秀的微课资源。 

总之,微课符合学生的学习特点和发展需求,教师应该制作或选用合适

的微课,并在教学中灵活适当地使用,使之成为课堂教学的重要辅助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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