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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是基于视频教学的可视化学习资源，具有内
容短小和目标明确的特点，时长一般在3-10分钟。微
课在内容上具有小而精的特点，在时间上较短，有着
良好的教学效果，有助于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对于
强化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活化课堂、提升教学质量提
供有力支持。

一、应用原则
（一）巧用活用，彰显主体
学生作为教学对象，同时也是自我发展与教育

主体。在应用微课辅助中职语文教学时，需要基于学
生学习需求与掌握学情的前提下巧用活用微课，在激
趣增效的同时促进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比如在教学
《回忆鲁迅先生》时，若通过研究学生课前预习作业
反馈和与学生访谈后，发现学生对鲁迅先生的特点总
结不完整，就可以在微课开头设计《假如鲁迅先生给
你回信》的寄语，这样学生就可以通过这个假设，在
微课中设计基于鲁迅先生口吻的对当代中职生的回
信，引导学生从中感受鲁迅先生乐观爽朗、豁达随
和、平易近人、宽厚仁爱、关爱他人和待友全心全意
的高贵品质。从而激发学生要勇于面对生活和学习的
挫折，尤其是要有工匠精神，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各行各业的人才。

（二）以需定培，活化课堂
微课在中职语文课堂中属于辅助作用，因此既

要巧用活用，又不能滥用乱用，应紧密结合学生的需
求，明确培养学生的品质，让微课在课堂中起到画龙
点睛的作用，从而达到活化课堂的目的。针对目前很
多中职生不会感恩父母，随便吃喝，大手花钱，甚至
借网贷等问题，可以借助语文教材中有关的内容进行
教育引导。例如在教学《我的母亲》这一篇课文时，
教师可以结合当前很多中职生缺乏毅力、冷漠和忽视
对父母的关爱等问题，以强化学生的感恩教育为指
向，在微课中结合生活实际设计一些场景生动展现母
亲勤劳本份、质朴善良的为人，再设计一些学生贪慕
虚荣和愚昧拜金的行为，从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引
导学生审视自身的生活价值观与行为准则，渗透幸福
生活来之不易的观念，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要体
贴、关心父母，最后以“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
亲不在”为结尾，让学生学会反哺，唤醒感恩的心。

（三）以学定教，及时检验
鉴于微课的特点，在学习效果上往往没有传统

课堂教学那样直观，此时就需要教师在微课应用中秉
承以学定教的原则。比如为了检验学生利用微课的预
习情况，就需要在微课中设置预习清单和在线预习作
业，通过习题和练习来检验。这样就能在课堂教学中
明确重难点，使得整个教学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在课堂上应用时，也要以学习高效和有趣为导向，基
于教学需求与学生接受的前提下应用，才能达到活跃
课堂的目的。

二、应用要点
（一）课前预习辅助中的应用
在课堂教学中，课前预习是十分重要的环节，

对于教学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就实际来看，课前
预习往往容易被师生双方忽视，尤其是学生认为来到
中职学校就是学一技之长，从而对文化知识的学习呈
忽视态度。而教师在下达课前预习任务时，随意性较
强，目标指向性不足，导致学生课前预习的情况不
佳。因此，教师需要端正自己的态度，同时引导学生
也要端正自己的态度，并且巧用微课来辅助学生的预
习，才能为活化课堂做好准备。这就需要教师精心设
计学习任务单，在学习任务单中既要指向性明确，从
而避免出现学生预习目标模糊和预习内容不精准的问
题。而在此基础上，在微课中录入知识点时，既要做
到小而精，又要保持其连贯性，同时还要结合课文设
计的思路和教育的重点，融入相关的内容，比如工匠
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德树人等方面的要
求。这样学生在微课预习时，不仅能感受到与教师、
与书本的互动，而且还能增强趣味性，让学生更好地
理顺微课内的知识点关联，并找到互相关联的知识点
在课文中的分布，让学生更好地在微课的引导下梳理
知识，找到重难点，才能将其辅助作用发挥出来。

（二）课中教学辅助中的应用
课中教学是课堂教学的重头戏，利用微课辅助

教学，要讲究“巧”而“活”，不能一味地按照传统
的模式来讲解，而要发挥微课对吸引学生注意力的作
用。但是微课由于短小精悍，所以具有较大的知识容
量，此时就需要考虑学生能否消化，尤其是不同层次

摘要：微课作为中职语文教学的新媒介，在课堂教学中，为达到活化课堂的目的，教师应学会巧用微课这
一媒介。因此，本文从中职语文课堂中的微课应用原则入手，并就如何巧用微课以达到活化课堂提出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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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否则很难让更多人了解。所以我们通过以下两
种方式扩大宣传，降低风险：一是实行约半个月时间
的全部视频与语音的免费开放，任何登录平台的人都
可以自由听课；二是在其他流量很多的娱乐短视频平
台投放相关的学习视频，并做好宣传。在视频制作的
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侵权问题，所以我们一定会保证
原创。

三、推进中国传统文化小学生在线教育平台高效
运行的意义

“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重要任务，是“五位一
体”总布局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华传统文
化是惟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体系，其薪火相传、历久弥
新。一方面在于它本身的内在价值，另一方面在于推
动其绵延发展的系统性、结构性的传承体系。

四、结语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小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

有着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在线教育优势，将中国传统
文化融入小学生日常生活，是培养爱国主义情怀、提
高民族素养的重要方式，对进一步提高小学生语文核
心素养、促进小学生德育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当前对
于小学生中国传统文化学习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但
主要体现在对于学校课堂教学的推动方面，尚不能结
合线上教育平台进行网络教学构建的相关研究。在线
教育飞速发展的背景下，5G、大数据、云计算等技

术手段在推动文化传承、推动小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方面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将在线教育学习模式科
学高效地应用到小学生中国传统文化相关内容的学习
上，将为全面提升小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特别是提高
小学生的民族自信心，提高小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
的热爱起到突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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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其消化能力也不同，所以要达到巧用和活用
的目的，需要结合学生的层次，有针对性地进行微课
的应用。例如在教学《林黛玉进贾府》一课时，针对
导入环节，则是巧用《红楼梦》中的经典片段来吸引
学生注意力，让学生快速进入课文情境。而在教学
《念奴娇·赤壁怀古》时，微课中应包含的结构有作
者生平、作者作品、意象探究、作品类型、情感主
题、人生启示。就可以从文本的主题和文本意象作为
关键词，在关键词的引导下，搜索不同文本的关联
性，从而架构广阔文本意义空间。所以，不同的导入
环节，采用的微课内容要具有一定的特色。

（三）课后巩固辅助作用的发挥
在学生学习之后，还要利用微课的知识点来辅

助学生进行课后的拓展与巩固。这一环节是利用微课
布置课后作业，以巩固学生所学知识，带着问题来思
考，从而对课堂上教师的点拨与自身感悟有一个良好
的总结，并在自我情感的主导下，对不同文本的差异
与独特性作有效的理解。比如引导学生采取思维导图

的方式，把不同文本的关系绘制成思维导图，这样就
能强化学生的理解和记忆，并采取小组讨论来互相交
流感悟和想法，将学生的思考结果呈现出来，从而强
化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三、结语
巧用微课、活化课堂是微课在中职语文课堂中应

用的根本前提，因此需要教师加强对微课的设计和利
用，通过巧用微课促进学生学习兴趣的提升，并在应
用时强化感恩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落实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强化学生的语文素养和工匠精
神的培育，不断加强学生的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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