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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编写了这套《微课实录丛书》，请我写几句话，我没有推辞，

因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值得肯定和推广。

传统的教学论以教师、学生、教材这三个教学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为主要研

究对象，后来的教学设计以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评价这三个教学范畴以及它们

之间的关系为重要研究对象。因此，长期以来，直接为课堂教学服务的教学资源和教

学手段的研究和开发并没有受到一线教师的足够重视。最近几年，现代教育技术在课

堂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中得到广泛应用、深度融合，不仅深刻影响着教学的发展，影

响着教学途径、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式、教学评价的变化，还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

教学资源和教学手段的现代化的认识。

“微课”是运用信息技术呈现片段教学以及相关背景材料的一类教学形态和资源。

由于它具有教学主题突出、问题聚集、时间较短、制作简便的鲜明特点，因而受到越

来越多师生的青睐。

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各学科各学段的教研员组织一批优秀教师制作了 1500 余堂微

课，丰富了我市基础教育教学资源。在此基础上，为了帮助一线教师具体、详细了解“微

课”的种类、特征、内容组成和制作要求，又将视频资源转化为文字资源，编印了本丛书，

包括微课实录、教学设计、教学反思、练习测试与教师点评等内容（各学科有所侧重）。

各位教研员为此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几易其稿，精益求精。今天终于与大家见 

面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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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这套源自一线教师，又服务于一线教师的《微课实录丛书》能为广大教师提

供切实而有效的帮助。

是为序。

 

201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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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计算机普及以来，现代教育技术在教育领域开始蓬勃发展，它在教育上的应用给

教育事业和教育改革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近些年，一种新的教育技术 —— 微课在

教育界悄悄流行，这种教育形式短小、精悍，满足了移动互联时代学生的学习要求，成为

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这既是现代技术与教育融合的又一具体表现，也是学

习方式和教学方式的变革。可以预见，未来教师将在很多教学环节上使用微课这种教学

形式。

但要让教师普遍使用微课，就需要大量的微课资源，国家课程需要，校本课程更加需

要。从这个角度说，本书的出版无疑是有意义的，它包括六十多节微课，共涉及七门校本

课程。值得一说的是，这七门校本课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内容均为传统文化类。手

工技能类的内容有上林越瓷风韵（第一章）、灰雕（第二章）、游刃纸海育素养（第四章）、家

乡草编情（第五章）；民族戏曲类的内容有甬剧艺术（第六章）、信芳京韵（第七章）；还有

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益智类体育运动 —— 象棋（第三章）。每门课程都独立成章，每个

章节含有八至十个微课，这八至十个微课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微课程，如果读者能认真读

完，对每个课程的目标指向及内容特点都会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不同于国家课程，校本课程在内容体系和选择上都有其独特性，为了让读者能准确地

了解每章微课程与学校开展的课程之间的关系，本书在每个章节后面都附了课程纲要。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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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上林越瓷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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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窑青瓷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艺术遗产，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内涵深厚，名扬中外。

目前，越窑青瓷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重视和保护。

慈溪是越窑青瓷的发源地之一，拥有“唐宋瓷都”之美誉的上林湖窑址遗址。慈溪市

匡堰镇中心小学地处有着千年历史的越窑故地，周边有越窑青瓷研究所、上林湖越窑遗

址等越窑青瓷相关地，有着极其厚重的青瓷文化所积淀的地理优势，这为其开发开设青

瓷校本课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经过多年的努力，匡堰镇中心小学开设了《上林越瓷风

韵》微课程。

《上林越瓷风韵》微课程由十节微课组成，这十节微课系统介绍了青瓷文化的基础知

识和手工制作的基本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走进青瓷世界了解越窑青瓷，感

受青瓷文化；通过手工制作，学生可以提升动手实践能力及创新精神，提高团队协作能

力，促进个性潜能的发展。

十节课由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包括四节微课，系统介绍了越窑青瓷的历史文化。

《越窑青瓷的发展历史》讲述了瓷的产生、越窑青瓷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四个时期及越窑

青瓷的现状；《越窑青瓷的种类》详细介绍了越窑青瓷的六大种类：食具、茶具、卫生用具、

文房用具、化妆用具和明器。通过教师解说和对应图片的欣赏，学生能够一目了然。 

除了一些博物馆展出和民间收藏家藏有的少量珍贵的古陶瓷收藏品外，现在已很难

见到完整而珍贵的古陶瓷。现存较多的是碎瓷片，我们借助碎瓷片上的釉色、纹饰、款字，

通过《青瓷碎片赏析》这一课，让学生透过青瓷碎片纹饰的赏析，了解古代越窑青瓷工艺

的技术、人文风情。

越窑青瓷瓯乐是伴随着越窑青瓷的产生而衍生出来的艺术表现形式。它随着越窑

青瓷的繁荣而繁荣，消亡而消亡。现在越窑青瓷重新在慈溪燃起了熊熊炉火，越窑青瓷

瓯乐也再次被人们重视和传承。《越窑青瓷瓯乐》这一课介绍了古代青瓷瓯乐和现代青

瓷瓯乐，还有瓯乐乐器的种类及学校的瓯乐小艺术团。

下半部分包括六节微课，介绍了越窑青瓷的常用制作方法。《青瓷的制作工具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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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介绍了青瓷制作的工具和古代、现代青瓷制作的具体工序。徒手捏制法、泥条盘筑法、

泥板成型法是比较容易的制作方法，模制成型法是现代青瓷制作工厂批量生产常用的方

法，拉坯成型法是制作越窑青瓷最难的方法。我们在这六节微课中每课用一个典型的物

件制作来说明各个方法的技术，学生对制作的流程可以一目了然。

通过观看学习这十节课，希望学生能对越窑青瓷有一个全方位的认识和了解，能初

步学会制作越窑青瓷。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保护和传承越窑青瓷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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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越窑青瓷的发展历史

慈溪市匡堰镇中心小学　徐幼芳

一、教学目标

1. 介绍瓷的产生与越窑青瓷的发展历史，初步了解越窑青瓷经历的四个时期。

2. 形成积极探索、认真思考的能力，激发学生对越窑青瓷的喜爱之情。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了解越窑青瓷经历的四个时期。

难点：激发学生对越窑青瓷的喜爱之情。

三、教学过程实录

（一）直接导入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和大家一起来认识越窑青瓷的发展历史。

（二）瓷的产生

说到瓷器，我们要从陶器开始认识。11700 多年前，上古时代的先民们就开始用泥土

捏成一些形状，并用火烧制一些陶器。但是陶器有粗糙、不易清洗的缺点，于是我们的祖

先不断改进，终于在距今 3500 多年前的商代中期出现了早期的瓷器。因为其无论在胎

体上还是在釉层的烧制工艺上都尚显粗糙，所以将其称为“原始瓷”。1800 多年前，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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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瓷器在慈溪上林湖一带被成功烧制。

陶器 原始瓷 瓷

（三）认识越窑青瓷的发祥地 —— 上林湖

越窑青瓷是最早的青瓷，因此又被称为“母亲瓷”。古代慈溪上林湖是越窑青瓷的重

要产区之一。直到现在，上林湖周边还有很多青瓷碎片，被称为“露天青瓷博物馆”。

（四）青瓷的发展历史

（教师播放青瓷发展历史视频，介绍青瓷经历的四个时期）

1. 发轫期（东汉）

历经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和秦汉近两千年的演进，原始瓷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东汉晚期，一种全新面貌的青瓷在越窑的故乡产生。它胎质灰白、细腻致密，釉色有青、

青绿、青黄等，胎釉结合良好，击之声如金石，这就是最早的越窑青瓷，它的出现结束了陶

到瓷的漫长历程。

2. 发展期（三国 —— 隋朝）

三国、西晋是越窑青瓷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产品种类繁多，特别是明器非常丰富，如

鸡笼、狗圈、猪圈等。装饰题材和装饰技法多种多样，以动物题材最为普遍和重要。

3. 繁盛期（唐代 —— 北宋中期）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繁荣昌盛的时期。这时，全国经济大为发展，人际交往更加频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