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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负责人和课题组主要成员 

课题名称 初中课堂教学中微课的应用与研究 

负

责

人 

姓    名 赵瑞静 性别 女 职务 教师 

办公电话 17720161541 手机 17720161541 职称 中级 

工作单位 天津市东丽区华城庭苑

中学 

任教学科 语文 

通讯地址 东丽区海渺路一号 电子邮箱 Zhaoruijing1111@

163.com 

 

主

要

参

加

者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承担任务 

赵瑞静 东丽区华城庭苑中学 中级 
组长、主持人   

负责课题申报、研究及

结题报告的撰写 
石春华 东丽区华城庭苑中学 中级 搜集资料，论文撰写 

张晓红 东丽区华城庭苑中学 中级 搜集资料，论文撰写 

孙国新 东丽区华城庭苑中学 中级 搜集资料，论文撰写 

张玉明 东丽区华城庭苑中学 中级 实践研究，资料搜集 

王岩 东丽区华城庭苑中学 中级 实践研究，资料搜集 

穆高雯 东丽区华城庭苑中学 中级 资料搜集，微课制作 

张建辉 东丽区华城庭苑中学 中级 资料搜集，论文撰写 

刘乃敏 东丽区华城庭苑中学 副高级 资料搜集，论文撰写 

尚德会 东丽区华城庭苑中学 副高级 资料搜集，论文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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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题设计论证 

·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实施步骤。（限 3000 字内）  
选题意义： 

具体来说， 本课题的研究意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有利于明确目前微课在课堂教学中的现状，将微课的教学价值发挥到最大化，并且在初中

进行了实地调查，有助于问题能够得到相应的策略，让教师对微课形成一个更为准确地认知。除此之

外，还要让老师在教学中将微课运用的更加得心应手，将微课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化。 

其次，可有助于提高教师的微课设计能力，能够及时发现教师在设计微课时产生的问题，让微课

从设计期初到内容选择以及最后期的设计流程更加完善， 能够帮助教师丰富自己的教学手段以及微课

设计能力。 

最后，使微课与语文教学有着更加深度紧密的结合。 本文重点研究微课在初中课堂中的应用现状， 

希望可以扩宽教师的教学视野，转变教学思路，让语文课堂教学效率得以提升，更好地发挥微课的作

用从而打造更好的初中课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微课最早来源于 1993 年爱荷华大学的 Leroy A. McGrew 教授提出的 60 秒有机化学教程。 自 

2008 年由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胡安学院的大卫-彭罗斯正式倡导以来， 微课作为一个正式的概念进入人

们的视野。中国分析微课的第一人是胡铁生。胡铁生最初将微课视为传统教育中记载老师课堂教学的

过程，后来对其予以了修正，将微课定义为一种新型的网络学习课程，之后，国内掀起了微课分析的

热潮。近年来，微课受到了老师们的高度注重，但很多学者的普遍见地是微课的应用只停留在老师参

与和教育分析阶段，很少有人真正将微课应用到学生的学习中。大多数老师只是在课堂上偶然播放微

视频，有的老师是为了运用微课而运用。 还有一些老师由于没有及时更新教学观念， 很少运用微课， 

采用传统的教学办法实施教学。刘思国的研究认为微课在语文教学应用方面存在问题：一是时间方面

难以驾驭；其次，微课的内容和方式普遍简单，招致学生对课程的热情不高，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这些分析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初中语文微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处置问题的战略， 为本文的分

析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总而言之，固然微课的开展获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微课在课堂教育中的应用还处于分析的初期，

对初中微课的文献更是少之又少。因而，微课在初中课堂教育中的运用存在诸多问题，影响了微课与

初中课堂教育的深度交融，为课题提供了分析空间。因而，课题采用问卷调查的办法， 对微课在初中

课堂教育中的应用予以了调查和研究，并依据调查结果，提出了一些对初中微课教学的有益措施。 

 

理论依据： 

1.建构主义理论：建构主义源自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理论，其基本观点是学习者在与周围环境相

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情境、协作、会

话、有意义建构是其理想的建构主义学习环境。微课是运用建构主义方法化成的、以在线学习或移动

学习为目的的实际教学内容，因此又称为“知识脉冲”，其核心理念是让学生以在线学习或根据提供的

资源和活动，建构自己的知识，以产生一种“更加聚焦的学习体验”。 

2.细化理论：细化理论最早提出者是瑞奇鲁斯，其根源在于奥苏贝尔的顺应以及先行组织者、诺

曼的网状学习理论以及布鲁纳的螺旋形课程。该理论认为最初呈现的一般概念或简化结构就相当于 ET

中的概要，而周期性地使概念逐步达到更复杂的形式则相当于 ET 的不同的细化等级。在细化理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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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微课将复杂的知识内容和教学过程分解成若干单一主题、知识颗粒和知识点，使知识难点得到

分解，教学过程变得便捷深入，即知识呈现出碎片化，教学过程变得解析化。 

3.掌握学习理论：布卢姆认为，只要恰当地注意教学的主要变量，就有可能使绝大多数学生都达

到掌握水平，即掌握学习理。该学习理论的独到之处，是对学生认知、情感准备状态、教学质量这三

个变量的分析。微课以知识点为目标、短小精悍的在线视频为表现形式，使学习过程成为了基于问题

的学习、基于案例的学习和基于情境教学模式，为学生在动力、能力、和毅力上都有较之大型教学视

频有所提高，从而获得了有效的学习支持，提高了知识的掌握程度。 

 

研究假设： 

1. 微课在课堂教学应用中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分析； 

2. 微课在初中课堂教学中应用的建议与策略； 

3. 微课的制作，微课资源选择的策略，微课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等。 

 

核心概念的界定： 

微课是课程的一种。是一种利用互联网技术的全新教学模式。持这种观念的主要是黎加厚和胡铁

生。黎加厚提出，微课是指时间在 10 分钟以内有明白的教育目的、集中处理一个问题的小课。胡铁生

解释说，“微课” 扩展开来就是 “微视频网络课程” ，其所依赖的载体是微型教学视频， 以学科相关

理论和关键点为重点设计开发的新型网络课程资源。其次，微课是一种教育活动。微课与传统教育有

很大的不同，在传统教育中，老师面对的是大部分的学生，整个课堂是以老师为主导，学生没有太多

的选择余地，而在微课中，学生是主动地去自主学习。最后， 微课教学是一种学习资料在本文中， 我

们将微课定义为一种内容短小、 目的明白、 时长普通在 3-10 分钟之间的视频教学生活的可视化学

习资源。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天津市东丽区华城庭苑中学的全体老师和学生。在调查问卷制定的过程中， 

是以研究方向为依据来开展的，通过这种方式来对初中教学当中微课的应用情况进行了

解。所以，在选择研究对象方面主要为使用或者是接受过微课的老师与学生，主要目的就

是为了保证调查结果能够具有代表性。 

 

研究方法： 

（1）文献调查法：从中国知网、万维网、所在院校图书馆等渠道搜集有关初中微课课堂教育的期

刊文章和作品，全面理解初中语文微课课堂教育的近况，然后对这些材料予以分类、 研究和总结。 经

过对这些材料的归类、研究、总结，旨在初步理解国内外对该课题的分析现状，在参考相关学者研究

文献的前提下完善相关的分析，寻觅新的分析视角。 

（2）问卷调查法：为理解初中语文高效教学中微课存在的问题，向老师和学生发放问卷。问卷调

查的主要目的是：理解学生对初中语文微课的见地，以及在学习中能否具备独立运用微课的水平；理

解和控制初中语文高效教学的现状；发现问题，研究缘由，并提出继续展开初中高效教学的措施。  

（3）理性归结法运用文献调查法：理解国内外高效教学和微课建立的分析现状，发现问题， 确

立分析方向和要点，运用问卷调查法对材料予以分类，运用归结法得出结论，得出微课对初中高效教

学的支撑，从而为高效教学的构建提供详细战略。 

 

研究目标： 

1. 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出微课在初中课堂教学中的现状； 

2. 通过调查研究与分析，明确微课在初中课堂教学中应用的可行性，明确微课资源学习符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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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阶段中学生学习特点；微课资源有利于课堂教学目标的达成； 

3. 给出微课在初中课堂教学应用中的建议与策略，如：微课制作建议、资源选择策略、课堂教

学中的应用策略等。 

 

研究内容：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微课在课堂教学应用中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微课在初中课堂教学中应用

的建议与策略；微课的制作，微课资源选择的策略，微课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等。 

 

实施步骤： 

1．制订实施方案阶段：2023年 4月-2023年 6月：课题组召开开题会议，完成开题报告；落实课

题人员分工；设计调查问卷，了解微课在初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情况；课题组成员组织理论学习。 

2．第一期实验研究阶段：2023年 6月—2023年 12月：学习理论、研读教材、探索实践。课题组

成员做微课研讨课，课前有方案，课后评课有问卷调查；组织课题组成员考察学习，购买有关文献研

究书籍；观看专家讲座视频；撰写课堂实录、教学案例和论文，发表相关的研究结果；第一期实验小

结，安排第二阶段任务。 

3．第二期实验研究阶段：2024年 1月—2024 年 4月：提升理论，深入实践；课题研究向纵深发

展。 

4．课题总结：2024年 4月—5月：交流、总结、整理研究材料，完成课题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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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成课题的可行性分析 

·已取得相关研究成果的社会评价（引用、转载、获奖及被采纳情况），主
要参考文献（限填 10 项）； 
·主要参加者的学术背景和研究经验、组成结构（如职务、专业、年龄等）； 
·完成课题的保障条件（如研究资料、实验仪器设备、配套经费、研究时
间及所在单位实验条件等）。                                               
（限 1500 字内） 

 

已取得相关研究成果的社会评价： 

赵瑞静老师曾两次获天津市基本功比赛三等奖，课例《读家书 知家风》拟获天津市“双优杯”

一等奖；课例《诫子书》获得东丽区德育精品课一等奖；论文《阅读教学中的一点思考与实践》获

得天津市“红杉杯”青年教师学术论坛三等奖。微课《比喻的修辞》被认定为天津市中小学精品微

课程视频资源。代表论文有《散文诗类微课的情感化设计探析》（区级二等奖）《基于大数据的初中

语文供给侧个性化教学初探》《重内容理解 求语境感悟——初中文言文教学有效性初探》（区级二等

奖）《从“修身”到“接世”的德育思想渗透》（区级一等奖）。 

石春华老师教学设计《轴对称图形》在天津市第二届“信息技术优化教学过程教学设计”评选

活动中荣获中学组二等奖；在东丽区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技能竞赛中荣获一等奖；论文《如何做好

初中数学课堂小结》荣获东丽区一等奖；在东丽区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培训中被评为优秀学

员。 

王岩老师论文《信息技术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获得天津市教育创新论文三等奖，《浅谈新课改

下小学体育创新教学》获得东丽区“教育创新”论文二等奖；孙国新老师的论文《初中历史教学中

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培养策略分析》获得东丽区二等奖；课例《万千气象的宋代社会风貌》获得东

丽区双优杯二等奖、市级优课；张玉明老师曾参与市级课题主持区级课题，论文《浅谈初中数学教

学中的有效性问题》获得天津市“创新论文”三等奖；张晓红老师的论文《浅谈初中道德与法治课

中议题式教学的实践策略》获得天津市创新论文三等奖。 

 

主要参加者的学术背景、研究经验、组成结构： 

赵瑞静是本课题的主要负责人，校级学科带头人，天津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一线工作十

年，有着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曾主持区级十三五课题《初中语文学科文言文教学有效性的实践与

研究》，并顺利结题；参加高价教师吕楣老师的市级课题《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视域下的部编初中语文

教材教学策略的研究》，排名第二，此项课题获得天津市基础教育研究成果二等奖；主持天津市教育

学会课题《部编版初中古诗文教学中德育渗透的实践与研究》，主持天津市教育科学学会课题《基于

初中语文学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实践与研究》预计能够顺利结题。 

石春华老师是东丽区骨干班主任、优秀班主任、师德先进个人，区级学科带头人，区级“教工

先锋岗”先进个人，有着 23 年的教学经验。张晓红老师是区级优秀班主任，区兼职教研员，有着三

十多年的教学经验，多次区级展示课，多次论文获奖。孙国新老师与张玉明老师均有十年以上班主

任工作经验。所有参与老师均是一线教师，具备充足的科研能力，能够顺利完成课题研究。 

 

完成课题的保障条件（如研究资料、实验仪器设备、配套经费、研究时间及所在单位实验条件

等） 

1 组织保障  课题详细分工，责任到人，实行责任制，确保研究工作事事有人抓，件件有人管。     

2 经费保障  一方面本课题组老师会自筹经费；另一方面，学校将为本课题的启动和实施提供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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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的经费，保证课题的正常开展。 

3 条件保障  我校特别注重运用信息技术教学，重视微课在教育教学中的充分运用，在有经验老

师的带动下，每周都有校本教研，深入学生，深入教学，真抓实干。各位老师有丰富的研究经验，

这为课题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7 7 

四、预期研究成果 

阶 段 性 主 要 成 果 （限 报 10 项） 

序号 
研究阶段 

（起止时间） 
阶  段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负责人 

1 
2023年4月-2023

年 6 月 
撰写课题的研究方案 总结报告 赵瑞静 

2 
2023年6月-2023

年 8 月 

浅谈微课在课堂教学应用中的必要性与

可行性 
论文 

石春华、张晓

红 

3 
2023年8月-2023

年 10月 
微课的制作与应用 微课、课例 

孙国新、王

岩、刘乃敏 

4 
2023年 10月

-2023年 12月 

微课在初中课堂教学中应用的建议与策

略 
论文 

张玉明、穆高

雯 

5 
2024年1月-202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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