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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化教材”实施的起点――

微视频的选择和制作

在传统教学中，没有微视频这一环

节，学生主要是通过完成纸质的预习作

业来完成对文章的预习。微视频是实

现数字化教材平台下“先学后教”的载

体，为课堂的研讨提供知识准备和讨论

平台。“数字化教材”由于有了课前的微视

频学习，学生的预习针对性得以加强。微

视频能够呈现更加真实、具体的教学情

境。微视频的课前学习方式能使学生自

主掌控学习的节奏、进度，并且能随时随

地，甚至反复学习，这样能使学生从根本

上解决传统课堂上因为时间限制所导致

的知识理解上存在的问题，从而建立学

生的自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些都

是传统的纸质预习作业很难达到的效

果。学生在平台上观看老师分享的微视

频，不再是盲目地预习和查找资料，而是

有重点、有目的、有效地进行课前预习任

务。

在《汗血马》的设计上，笔者认为首

要问题还是对课文教学内容的确定。只

有依据学情，挖掘出文本真正的教学价

值，确定好文本的教学内容，这里才真正

有意义。这样，做出来的微视频的内容才

能明确而集中，设计的活动才能有效而

深入。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认真研究文

本，依据学情，确立这篇文章的教学价值

和教学内容，然后在此基础上确立微视

频的主题。此课中我让学生制作了《牛汉

其人》及《汗血马简介》微视频，内容包括

汗血马的知识储备，以及牛汉的人生经

历，里面有牛汉的“自白”。这些都与文本

息息相关，是学生走进此文、了解牛汉的

便捷途径。我把它放在四步教学法中的自

学阶段，让学生在课前观看微视频，能有

的放矢地进行预习，有选择性地记忆和

掌握作者信息，而不是漫无目的地查阅资

料。另外，在微视频中提出让学生思考的

问题，在课上反馈，希望学生带着问题走

进文本，引起探究课文的欲望，对课文的

预习也更有针对性。总之，行之有效的预

习环节，补充了学生所缺的知识，巩固并

归纳了之前学习的方法，弥补了课堂时间

有限的缺憾。此首诗歌，要理解奔腾于字

里行间的激情，要理解汗血马对牛汉意味

着什么？不从他的人生经历入手，是难以

窥见全貌的。牛汉在风华正茂之时，他却

迎来了人生之河的干涸期卷入了政治纷

争，坠入人生低谷，流亡、饥饿、受迫害、被

捕、监禁、坐牢、受审判、劳动改造，在

1955年到1980年长达20多年的沉默与扼

窒中，激情的河水始终在他干涸的河床

底下蠢蠢欲动，等待喷涌而出的时机，他

以汗血马一般的坚韧、大气，不向苦难低

头，没有溃退，没有逃亡，没有堕落，没有

投降，没有背叛自己的良心。这样一来，学

生就会更好地理解那种在苦难中抗争灵

魂的意义。这就是借助微视频的课前阶

段来完成的，有效地为四步教学中的“自

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数字化教材”实施的重点:精心

设计课堂活动、注重体验过程

传统课堂由于缺少课前微视频、前

测等环节，学生可能无法有效把握学习重

点。尤其对于《汗血马》这样的文本，课堂

上由于要进行必要的知识传授，势必挤压

活动体验的时间。于是，就会常常出现这

样的现象:即便精心设计了活动，也可能会

因为知识传授的环节时间有限而使活动

不能充分展开。常规的处理是把真正有

难度的语言赏析也就是体验的过程，作

为回家作业。而在“数字化教材”中，学

生课前进行微视频的学习，初步掌握了

这一知识点，也就是基本完成了“知识的

传授”。这样，学生“有备而来”使课堂的

交流更具广度和深度，也使“知识的消

化”在课堂中得到了更有效的解决。

为了更好地体验文本，我选择的是

朗读感悟。在预习作业的平台上，我让学

生先上传自己朗读《汗血马》的音频文

件，一则对他们进行预习监督，二则在其

中朗诵优秀的同学可以挑选出来做一个

有效的范读。学生在读的过程中探讨重音

与节奏的处理问题，引发学生间的认知冲

突，以此达到欣赏语言的目的。在这种颇

具气势的朗读中，学生对作者笔下的汗血

马有了不一样的认识。为此，我大胆地让

其中的一个学生来指导朗读。

在中间环节，我用了研讨模式，让学

生挖掘诗中打动自己的句子或词语，他们

就像一个开放性的小型论坛，在论坛上大

家各抒己见，除了发表自己的观点之外，还

可以互动选择浏览别人所言，这无形中替

代了传统课堂上说过的缺陷，让学生可以

更好地碰撞思想的火花。当然，这不能完

全代替真正的研讨，尤其是学习成员之间

情感上的互动。但在这样的论坛上，学生

间的交流和教师的指导是高效的，学生在

这样的交流中有了思想的碰撞，老师的指

导也显得有的放矢。

三、“数字化教材”实施的优点:提供

交流平台，及时反馈学情。

传统课堂中，由于缺少学情及时反馈

与交流的平台，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的

设计上往往依靠教师的教学经验，更有

甚者直接搬用教参上的内容，容易忽视学

生的学习经验。在“数字化教材”的设计

中，教师可以通过网络交流平台实现学情

的及时反馈，师生、生生之间进行针对性

交流。为了使反馈和交流更有效，需要设

计前测或进阶作业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

况。笔者设计了这样的前测:
1.对于这篇文章，你感受到了汗血马

是怎样的一匹马?
2.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了什么疑

问?
笔者从前测的问题反馈中了解了学生

掌握知识的程度，从学生的疑惑入手，对

课堂教学进行了调整。这样做，能充分考

虑学生的已知和未知，将教学的重心真正

转移到学生的需求上。

在这堂课中我还用了思维导图，让

学生在预习的时候发挥自己的能量，从而

做到发散思维，梳理自己曾经学过的古

诗词中关于马的诗句，学生积极发挥自己

的聪明才智，发掘出古代马文化的悠久历

史。这样的思维碰撞以已知探求未知，从

而明了马的象征意义在中国文化中的地

位，对于牛汉极力讴歌汗血马做好情感上

的铺垫。

最后环节，我用了作品库上传功

能，让学生写出汗血马内心独白，上传到

作品库，老师可以当场反馈学生所写情

况，可以全班共享，可以适时点评圈画修

改，学生可以更好地解读和体会，白板的

功能在这时也体现了独特的价值，老师可

以在上面圈画讲解，而完全取代了平时的

空口讲解，这种飞跃是值得提倡的。

在课堂教学结束后，笔者还设计了

后测内容。用后测检验整个“数字化教

材”的教学效果。从后测情况看，92%的

学生认可“数字化教材”这一形式。其

中，55%的学生认为课前观看微视频，能

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激发学这篇课文的

兴趣；23%的学生认为“有备而来”的学

习使他们增加了学习的自信；12%的学生

认为讨论的时间增多了，课堂更活跃了。 
这种种反馈都让老师及时抓住学生的疑

惑，以便调整自己的教学活动，后测的反

馈也为老师改进自己的教学，更好地运用

“数字化教材”提供了极好的支撑。

不可不说，“数字化教材”还有着不

可替代的便捷：笔记永久保存。它解决了

一切传统文本在保留和复习上的不便，更

加方便快捷。学生在阅读时的点滴感

悟、课堂上的思想火花，老师的精彩点评

都可以保存在云端，以便及时复习，及时

反馈。

尽管初步尝试取得了令人意想不到

的效果，但还是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对于

部分未认真学习微视频的学生如何更有

效地进行督促?是否所有的语文文本类

型都适合“数字化教材”平台下的授课? 
“翻转”后如何进行更有效的课堂活动

设计?都需要教师做进一步的思考和研

究，但无可否认，在“数字化教材”所提供

给当前语文教学的施展平台上，其探索意

义和促进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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