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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微设计，于寻常处觅真知
———浅谈自读课文教学中教学微设计的有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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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真知，是学习后对事物、事理有正确的认知。教师在自读课文教学中有效运用教学微设计，激发学生阅读兴

趣，引导学生自读实践训练，让课堂洋溢真理，从而让学生提升素养，获得自主阅读的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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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微设计是针对教学目标实现过程中的某一

具体障碍，运用一定的教学原理和行动研究的方法，

根据涉及的问题要素，形成新的解决问题的优化方

案。它是以简单制作的微型教学视频、教学微设计文

稿等为载体，将原有课堂教学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教

学重难点、易错点等进行情景化设计，以提高学生的

学习效率，促进提升教师课堂教学的效果为最终目的

的设计方式。教学微设计是教学过程中的预设，是课

堂教学的有效补充。它的特点是短小、便捷，有针对

性，可反复学习，［1］设计指导内容的容量一般在十分

钟以内。这样的教学微设计方式有效辅助课堂教学，

与以前单一整体的课堂教学设计相比较，更关注学生

的学情，关注学习的重难点，让学生也更易于理解接

受相关知识点，从而获得真知。
教学微设计在课堂教学中的有效应用与推广，能

促进教师教学方式的创新，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学习

方式与途径，学生可以利用课堂上的 IPAD 或平时家

中的手机、电脑等媒介进行反复学习，从而有效辅助

和弥补了课堂中有限时间与空间的不足，提高课堂教

学的效率。这种新型教学资源类型与现行推崇的碎

片化时间阅读的发展趋势相契合。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 “凡为教者必期于达

到不教。”也就是说语文教学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培养

学生自学的能力。而自读课文正是学生自主学习的

重要载体，是初中语文教材中不容忽略的组成部分。
自读课文是以“学习为主体”的阅读实践，但不是毫无

目标，随心所欲地阅读，而是在教师有目标地指导下

进行阅读。因此，自读课课堂教学除了传授知识、训

练技能，还应培养学生语文综合素养能力，发展学生

健康人格。我们将教学微设计有效地融入自读课文

教学指导课中，让学生结合讲读课文中已掌握的基础

知识与探求知识的方法，运用教学微设计中提供的新

方法与认识规律，进行阅读实践，学会自主阅读，学会

迁移、巩固，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点石成

金”，最终转化为学生个人内在的语文综合素养能力，

获得自读课文有效阅读的真知。
下面结合《回忆鲁迅先生》自读课文教学指导的

课堂实例，谈谈教学微设计在自读课文教学中的有效

应用。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获真知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 学习是引导学生从原有

经验出发，生长( 建构) 起新的经验。［2］教学不仅是知

识的传递，而是知识的处理和转换。也就是说，在课

堂教学中，教师不仅做到传递知识，而且要引导学生

从原有知识经验中主动构建新的知识经验，让学生能

主动对所接触到的信息进行选择、分析、归纳，并形成

自己个人的看法、观点。在形成这一良好教学效果的

过程中，我们应寻求一种有效的方法引导学生把原有

的知识经验进行加工，并将看似陌生、无关的阅读对

象转化成熟悉、相关的阅读感受，在自读过程中产生

良好心理条件，推动学生进行积极思考，让学生有继

续探究课文的冲动与需求。而这种有效的方法是什

么呢?

自读课文的教学指导课中，学生要达到有效建

构，产生新的阅读理解体验，获得自读课文的阅读真

知。我们就应该在课堂教学中积极创设情境，创设有

效的教学微设计辅助自读课文的教学，从学生兴趣出

发，关注学情，激发学生学习探究文本的热情，让学生

在自主地阅读中获真知。那么如何有效地将教学微

设计融合到自读课文的指导课中呢?

笔者在讲授《回忆鲁迅先生》这一课时，在导入部

分设计了收集、回忆、归纳鲁迅先生印象的教学微设

计，引导学生课前广泛收集以前学过的鲁迅先生的课

文、《朝花夕拾》散文集及课外阅读中有关于回忆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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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文章。学生在教学微设计中指导下，课前预习

时利用手机或电脑进行反复阅读，从大量的文本中提

取总结对鲁迅先生的印象。这种融合教学微设计的

课堂情景导入，能充分调动学生的阅读记忆，回顾对

鲁迅先生的认知，并在预先对大量文本资料的阅读中

产生对鲁迅先生新的理解，激发学生继续探究文本的

兴趣，结合自读课文进一步感受鲁迅先生睿智平和的

一面。在这样教学微设计的引导下，学生在课前就进

行了大量阅读相关的文本，并结合已有知识，对大量

文本信息学会收集、分析、归纳，有效辅助和促使学生

自主阅读能力的提升，其心理机能也得到和谐全面地

发展，达到在情景中获得知识、培养能力、发展智力的

良好效果。
二、挖掘资源，拓宽途径获真知

语文注重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3］学生从讲读

课文中获得的阅读知识是基础，将基础知识内化成学

生的个人综合素养，则需要学生通过自读课文的阅读

实践，时时感悟，透过对文本多角度的分析，提升自主

阅读赏析的能力。因此，自读课文的教学，教师应多

角度地收集与文本相关的教学资源，拓宽学生获得知

识的途径，加大原有的课堂容量，节省课堂板书、讲解

时间，在课堂有效时间中给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听、
说、读、写的训练机会，从而提高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

力。
《回忆鲁迅先生》的课堂教学中，笔者大量收集、

整合相关教学资源，并设计文学常识、作家、作品、字

词检测、主题研读、课堂描写等教学微设计，拓展学生

有效自主阅读课文的途径，运用检测小游戏、学生平

台主题讨论、当堂描写等方式，在学生课前预习，反复

阅读 相 关 教 学 资 源 的 基 础 上，［4］ 课 堂 中 利 用 移 动

IPAD，让学生及时检测，发现问题，点评讲解，讨论展

示交流，有效帮助学生快速扫清字词障碍，在自读课

文的“读、思、议、讲、写、练”的引导下，逐步理解文本

内容，从而进一步了解作者，了解作者与鲁迅先生之

间的交往和情谊，真正感悟文中作者对鲁迅先生的崇

敬与感恩之情。
学生课前通过对教学微设计中整合的教学资源

进行多次学习，促使其对课堂文本分析得到充分地讨

论，并在讨论中自然地了解到，在作者眼中，鲁迅先生

不仅仅是位令人景仰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更是

一个对青年的文学创作和人生道路指明方向的引路

人。教师运用这样的教学微设计进行自读课文地指

导，以读带听、说、写，有效促进学生自主阅读，积累创

新，提升思维，从而带动学生语文综合能力的全面提

高。
三、开放探讨，提升素养获真知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 “学生的

主要努力不应该是用在记忆上，而应当用在思考上。”
自读课文指导课中，应训练学生读思结合的能力，在

教学微设计的指导下，进行开放性多角度地探讨文

本，以此帮助学生掌握阅读规律，积累经验，［5］提高自

主阅读的能力，达到理想阅读自读课文的效果。
《回忆鲁迅先生》的自读课文指导教学课中，笔者

设计了指导学生深入文本，对自读课文进行自主圈点

勾画，标注感悟的教学微设计。这一教学微设计中，

融合批注的方法与技巧，并在课堂上让学生实践运用

“圈点批注”的读书法，抓住文本中的细枝末节，反复

研读文本，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在课堂中运用移动

IPAD，在学习平台研讨区，开放交流探讨，展示个人独

特阅读感悟。这样经过师生、生生的充分对话，让学

生充分理解作者在如话家常的平实语言中，既展现鲁

迅先生的平凡，又蕴含着不凡的一面; 理解在作者看

似漫不经心的文字背后却包含着对鲁迅先生的深刻

了解，在貌似轻描淡写的语句中却蕴含着对鲁迅先生

炽热的景仰与敬佩之情。学生借助“圈点批注”教学

微设计的方法指导，调动已有知识储备，在有目标地

开放探讨中，获得各自对自读课文的独特阅读感受。
总之，教学微设计作为一种新的教学资源整合方

式，为学生创设多元化学习平台，成为课堂教学的“润

滑剂”，方便有效辅助课堂教学，使课堂教学更灵动鲜

活，让学生在课堂内外的学习都得以延伸，让学生在

日常学习中利用碎片化时间，得到更多的阅读锻炼，

化被动接受为主动阅读，真正提升课堂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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