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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辅助：生本课堂实现“华丽转身” 

——高中信息技术课堂如何在微课融入下的高效之路 

天津市第十四中学 李媛 

摘  要：当前来说，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现代信息技术在

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中的广泛运用，不少教师开启了教学的改革之

路，在这场改革中，微课也逐渐成为了力促有效课堂的“香饽饽”。

本文结合当前比较热门的微课在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中的运用，认

为要想使得微课成为力促有效信息技术课堂的杠杆，必须要处理

好四个方面的问题，即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时间安排、评价反

馈。本文通过四个方面对高中信息技术课堂如何运用微课开展教

学进行论述：教学目的是“解惑”还是“授业”；教学内容得“精

挑”更要“细选”；时间安排要“灵活”而非“随意”；评价反馈

要“全面”而且“合理”。 

关键词：高中信息技术；微课；理性思考；新课标，有效课堂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教育的价值、目标、内容以及学与

教的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信息技术课程的设计与实施应重

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大力开发并为学生提供更为丰富的学习资

源，把现代信息技术融入课程教学，致力于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使学生乐意并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现实的、探索性的信息技术活

动中去……”当前来说，对于现代教育技术，有的教师对之一棒

子打死，认为传承了很多年的教育过程不需要引入这种新的信息

技术，这是保守派的观点，激进派则过分夸大了现代教育技术对

于课堂教学的价值和意义，有的教师甚至让现代信息技术成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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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的主流，替代了很多教师原本需要亲力亲为的教学过

程。对于这两种观点，笔者结合高中信息技术教育的现状，认为

高中信息技术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适当将现代信息技术引入进

来，但是如果将课堂教学比做成烹饪小鲜，那么现代教育技术只

能作为调料，而不是主要食材。 

当前来说，伴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也由原先

的多媒体、电子白板，到当下非常流行和热门的微课形式，微课

具有时间短、视频教学内容多信息量大、便携性强，学生可以随

学随用等优势，以下是笔者关于在高中信息技术课堂教学中如何

运用微课，并且摆正微课在高中信息技术教学过程中的位置： 

一、教学目的是“解惑”还是“授业”，运用微课力促自主

学习 

在高中信息技术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了解清楚教学的目的，

当前来说，不少教师由于受到传统刻板教育理念的影响，在教学

的过程中，多数教师是将知识点一股脑儿灌输给学生，在教学过

程中，教师没有将教学目的理清楚。笔者认为，所以传道、授业，

教学的目的在于解惑而不是授业，授业是学生被动的接受教师所

灌输的知识点，解惑是学生自己有了思考，然后针对自己不理解、

不懂得的知识点提出疑问，让教师加以解疑，最终获得释疑。这

才是教学的目的。 

比如在一次实践课堂上，我让学生们设计了“我的烘培店”

的创意活动，假设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烘培大师，我们开

了一家很有韵味的烘培店，请问你将会怎样进行文本、图片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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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个“烘培店”做宣传呢？我的这个建议一布置，底下的

学生积极性很高涨。立刻表示愿意尝试，一堂课结束，我看到了

他们各种有创意的做法，有的将烘培店的门店通过图片进行了设

计，并且在产品名称方面做足“文章”，比如面包的袋子上有了

中英文翻译，面包袋子的背面有自己烘培店的详细介绍，还有学

生在文化方面做足“文章”，比如起了诗意的名字，还有一些学

生针对“烘培店”的宣传做了很多设计，比如这个“烘培店”的

网站设计，比如这个“烘培店”的微信平台宣传……开始学生们

还一头雾水，我后来运用微课融入了一些“烘培店”的宣传视频

给了学生不少灵感，通过这次实践课堂，给了我很大的惊喜，学

生们将平时学习的 word 制作电子文档、电子报刊，图片制作设

计海报，图片制作创意动画等，都融入了这次的创意实践活动中

来，更重要的是，课堂结束的时候，孩子们都有了自己有创意、

有思想的作品，这些作品让他们品尝到了成功的喜悦。并且通过

微课的融入，我对他们进行了及时有效的评价。由此我也想到，

孩子们的积极性一旦上来，课堂教学成效自然就不用怀疑了，学

生在创意课堂中，也能充分且全面调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对于

学生的成长来说，也有了极大的价值和意义。 

二、教学内容得“精挑”更要“细选”，运用微课灵活施教 

教学内容方面，我们的教学知识点是很零碎的，有时候教学

知识点之间是零散的，一个一个细小的知识点如同散落的珍珠，

作为教师，要通过自己科学的教学方式，将一个个细小的教学知

识点进行串联，所以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将所教学的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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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精挑细选，通过有效的科学的方式实施教学。 

情境教学方法近年来比较流行的教学方式，通过情境教学法，

有助于引导学生对于所教学的知识点产生兴趣。两千多年前的孔

子曾经说过：“知之者不好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教学

过程中，利用情境教学方法，有助于教师将新课标的教学理念加

以渗透，而不是生硬套用，在教学中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有时候教师强调信息技术的操作方法，学生就很容易进行生搬硬

套，导致在教学过程中思维灵敏性不够。在教学案例的引入中，

我结合学生的兴趣、生活经验，通过微课的形式加以开展，一般

来说，我在课堂上会运用一些实际生活中的案例，通过情境教学

的方式，通过微课将这些生活中的实际案例呈现出来，引导学生

通过经典的例题实现对知识点的吸收和全面理解。比如结合节日

卡片制作、老照片修复等生活中的问题呈现出来，引导学生进行

理解和运用。在教学内容的开展中，笔者渗透精挑细选的理念，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我一般会将重点部分在课堂中呈现出来，

比如针对 photoshop软件的教学，我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先通过微

课视频看一下整体的操作流程，再由学生一起操作，教学内容的

精挑细选，有助于学生领悟教学精髓。 

三、时间安排要“灵活”而非“随意”，运用微课实现应用 

平时来说，学生进行课后巩固的方式无非是抄写、做练习等

方式，传统的机械枯燥的凡事使得学生对待作业的方式比较消

极。微课有助于改变传统的方式，以活泼多样的形式加以融入。

在时间的安排上，微课也更加应用自如，微课在运用课堂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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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有的教师在实施教学的时候，会很零散，尽管有的教师

也开始与时俱进采用微课的方式开展教学，但是在时间的安排

上，比较随意，有的教师在安排教学的时候，没有进行系统的时

间上的灵活安排，笔者认为在教学中，教师完全可以通过灵活的

安排，比如看似是“见缝插针”的引入，能够有力的推动有效课

堂的实施。 

在高中信息技术的教学过程中，笔者认为运用微课的形式，

比如有时候在课堂中间穿插，有的时候将微课放到共享群资料

中，学生在课余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巩固和温习。微课的运用，有

助于构建学生从未知到已知的桥梁，有助于力促有效课堂的形

成，真正实现“巧为径、乐为舟”。一是新课标的内在要求。在

信息技术教学过程中，要通过处理好直观与抽象的关系，处理好

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教学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的过程，

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中要呈现和注意教学的层次性以及多样性的

特征。近年来，结合新课标改革的内容和要求，高中信息技术教

学中要通过引导学生注重方法论的实施，来提升有效教学。二是

减负高质理念的内在需要。减负高质的教育理念中，要求教学要

适应教学改革，要以教育改革的目标作为目标，呈现出让学生喜

欢的，学生在学习信息技术的过程中，既能收获学习技能的提升，

又能“背着快乐行囊”去学习，在高效的学习过程中获得快乐。

三是实现教育的最终目标。教育教学的最终目标在于体现学生的

主体地位，全面提升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师在将微课融入课堂

教学的过程中，要时刻把握灵活的原则，而不是随意或者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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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学习 excel 表格的时候，我一开始了一些开放性的问

题：“在座的同学们，每天都在解数学题吧，那么大家有没有想

过用电脑一下子解很多道数学题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比如简单

繁琐的班级平均分时，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学生们看着我，等

待着答案，我继续说：“如果我们用笔算，势必会花去很多时间，

比如我们来算江苏省的人均平均收入，我们也在草稿纸上一个一

个加吗？”学生们笑了起来，“而且笔算容易出错，那么，我们

今天就来了解一下如何通过电脑来计算。”随后我用微课引出了

一段视频，曾经如何计算，现在如何计算。经过这样的引导，将

信息技术课程的实用性凸显出来，学生们对于解决生活实际中的

问题也很感兴趣，在学习表格制作、运算的过程中，我适当时候

还会渗透一些开放性的问题，让学生产生兴趣和求知欲。比如在

讲述幻网页制作时，该软件包括背景设置、文字输入、声音插入、

动画设置等很多项目，对于高中生来讲并不容易掌握。一些孩子

掌握不牢，但是笔者并没有批评他们，而是用微课的形式，积极

引导他们由简到难，一项一项去掌握，当他们掌握一项功能后，

笔者会及时给予肯定，让他们感受到老师的认可，感受到成功的

感觉。然后，笔者会委婉点出他们还需要掌握的知识，从而激发

他们的上进心，激发他们学习的动力。有时候我不是按部就班先

让学生学习整个操作流程，而是先通过欣赏一切趣味性强的作

品，再引导学生学习操作技术。微课的融入下，有助于对知识点

进行梳理，通过总结归纳，微课教学的成效也会全面提升，教师

可以通过微课实现知识点的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引导学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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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从小形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和能力。 

四、评价反馈要“全面”而且“合理”，运用微课改革评价 

    评价改革是新课标的一项重要的理念，当前来说，评价是当

前高中信息技术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评价改革的实施，有

助于让创新评价成为激励学生进步的有效杠杆。在传统的信息技

术教学过程中，教师都是通过对学生学业的分数进行评价，或者

对于学生的分数进行等级划分，这种简单的、单一的评价方式，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挫伤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在新课标理念的

引导下，特别是当微课融入信息技术教学课堂以后，我认为对于

学生的评价反馈要全面并且合理，这样才能让创新评价成为力促

学生自主学习的杠杆，成为推动课堂有效教学形成的动力。 

在运用微课开展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评价要勤，比如在课堂中融入微课的时候，进行师生互动的

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微视频中的一些理念来鼓励学生，引导学

生树立信心，激发学生学习信息技术的兴趣。在评价的过程中，

针对有一些微课是学生带回家完成的，那么在针对这类课余作业

的评价时，教师要结合学生的学习自觉性、自主性加以开展评价，

引导学生形成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基于学生已经学习了不少相关的信息技术的基本知识，如

word 制作电子文档、电子报刊，用 ppt 制作幻灯片展示，

frontpage设计制作演示文稿， flash软件制作创意小动画等，

为了引导学生对于这些知识点进行综合灵活运用，我开展了一次

“Logo”设计大赛，将我威客上看到的一些广告设计的小任务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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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课堂中来，学生结合自己所学的知识，进行“Logo”设计，随

后我又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投到威客网上。我引导学生凭

借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识，并且告诉他们仅仅掌握课堂的

知识点是不够的，还需要“加餐”，于是我将“加餐”内容以微

课视频的形式，发放给学生们，他们可以利用课余时间观看和研

究。果然，有一次班级有个学生的创意中标了，并且拿到了 200

元稿酬。这对于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很大的激励，随后我要求

这名学生在班级陈述自己的创意来源。这次的创意比赛，无疑让

学生通过自己的实践得到了激励，更让他们建立了仔细想您，体

会到活学活用知识点带来的成功之美。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笔者认为，作为一名高中

信息技术教师，在教学中，要充分具有敏锐的嗅觉和敏感的直觉，

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学习新的教育理念，以丰富信息技术教学

课堂的实施。与此同时，笔者也深深感觉到，作为一名高中信息

技术教师，要在教学中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自身的教育理念，真

正实现“教育的本质”。莎士比亚曾言：“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汉

姆雷特”，笔者认为教学也如同阅读，对于每一位高中信息技术

教师而言，也应该结合自己的理解对教材通过教学实现有效生

成，确保带给学生不一样的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保证教

学的效果。在信息技术课堂教学有效生成的探索过程中，我收获

了教学成效，更收获了启发，教师首先要成为一个钻研者，其次

才能成为一个教育者，在今后的教学生涯中，我会百尺竿头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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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走在求索的路上……在结合学生信息技术课堂中的教学现

状，通过创意教学的融入，学生灵活学会了知识点，也体会到了

成功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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