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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一个特殊教育创新团队的探索与成功之路

序言
一个特殊教育创新团队的探索与成功之路

读了广西盲聋哑学校教师团队的最新作品 《盲聋

学校微课教学实用教程》后，我感触很深。首先因为

本书的主编周毅校长是一个有为的校长。他从普通学

校调到特殊教育学校，把全部心血投入了特殊教育，

始终将研究与实践相结合，在特殊教育这条崎岖艰苦

的路上创出了自己的特色。他通过课题促进学校发

展，同时也带动了学校教师组成创新团队，此书体现

出了他敢创有为、对工作孜孜以求的风格和特点，我

想这是一个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应有的品质。

在落实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和实施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

划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之际，在混合学习和移动学习

日益盛行的趋势下，微课成为当前我国教育信息化资

源建设的研究热点。微课因其具有主题突出，高度聚

焦，资源类型多样，应用情景真实，交互性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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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短小精悍、应用面广，半结构化、动态生成等特点而迅速受到广大

师生的热棒。在特殊教育学校开展微课资源建设与应用研究，有力促进了

我国 “基本建成人人可享有优质教育资源的信息化学习环境”的资源建设

目标的实现，推进了特殊教育学校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应用，

有效地促进特教教师的教学方式与特殊教育学生的学习变革。《盲聋学校

微课教学实用教程》一书尽管是微课在特殊教育实践中一种探索和尝试，

但体现出一种首创精神，更难能可贵的是它以积极的价值观为依托，体现

了特殊需要的儿童观。

特殊儿童也称特殊需要儿童，特殊需要儿童具有特殊性，特殊给特殊

儿童身心带来不良影响，如看不见、听不清或认识慢、行为不便等，特殊

需要儿童的特殊性一方面要求我们要尊重儿童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在进行

教育教学活动时，学校或教师需要认真考虑和总结这些活动是否符合特殊

需要儿童的特殊性，能否最大限度地帮助他们减轻因特殊而造成的困难和

障碍，最好或最快地促进特殊需要儿童最大限度的发展，提高教育教学的

有效性。《盲聋学校微课教学实用教程》将教学中的问题通过微课研究，

经加工式改后，从盲聋学校实际出发，立足于微课操作技能技法，由浅入

深、循序渐进。教师既把一个知识点讲清讲透，学生也能花较少时间学到

最关键的内容而不会感到疲劳和注意力分散，符合特殊学校学生的生理和

学习认知特点，是一种好的教学方法和途径。

《盲聋学校微课教学实用教程》革新传统的教学与教研方式，突破教

师传统的教学模式，坚持微课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微课理论指导一线实

践。教师的微课课例和课后反思的资源应用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这样的

微课研究模式大有作为，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途径之一。

周毅校长和他的团队从实践角度去努力探索微课在特殊教育教学当中

的应用问题，进行了富有特色的实践和研究，总结了很多实例。这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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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表明，特殊教育学校的课程和教学应在一个完整的集体中实施，成功的

学校教学有赖于研究与有效合作，从这意义上看，这样的实践和探索对特

殊教育学校的教学改革和科研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以上是我对本书的感受和收获。当然，探索永无止境，在将来的研究

当中，对特殊教育微课的认识与理解、微课的开发和应用还要不断研究与

完善。

我相信，此书为普通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提供了很有意义的借

鉴，也为大家提供了宝贵的学习资源。此书的出版，将有力地推动广西及

至全国特殊教育微课的研究，为提高特殊教育学校有效教学提供帮助。

　　　　　　　　叶发钦

广西教育学院特殊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

广西教育学会特殊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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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盲聋学生由于某种原因接受知识的能力与正常学

生存在差异，与正常学生相比有更加明显的选择性。

教师要根据教学要求和教学对象，依照教学内容的特

点，选择和运用不同的现代教育技术媒体，激发他们

的学习兴趣，调动学习积极性。例如针对聋学生的教

学，应该突出图片和视频等方面媒体的运用；对具有

残余听力的学生，还应该注意对他们听觉的刺激；针

对盲学生的课堂教学应该突出音乐在教育教学中的

应用。

微课是教育的最新表现手法，深受学生的喜爱，

符合教学规律。实践证明微课对特殊教育盲聋学生教

学产生较好教学效果，很适合特殊教育对象。微课的

应用使特殊教育学校中的盲聋学生在课堂教学中能够

更容易地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加深印象与理解，还

能扩大他们的知识面，丰富教学的内容，使教学过程

获得最优化的教学效果，提高教学的效率。

为了研究盲聋学校使用微课中的问题，探索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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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方法以寻求满意的解决方案，我们在一线课堂实践的基础上，形成

了研究成果——— 《盲聋学校微课教学实用教程》一书。

本书不以一点、一线、一面来研究盲聋学校微课，而是以 “实践”的

视角，审视、思考、研究、设计、实践盲聋两类微课的应用。本书共分

七章。

第一章是 “微课概述”。本章是基于微课的理论框架，从微课的产生

与发展、微课的概念、微课的特点、微课的类型、微课与翻转课堂以及微

课在盲聋学校教育教学中的应用价值等角度，阐述微课在盲聋学校应用的

基本构想。

第二章是 “盲聋学校微课教学设计”。本章论述了盲聋学校微课教学

设计的含义、教学设计的特点、教案编写的重要性、教案编写的一般原

则、教案的编写，呈现了盲聋学校和普通学校在微课的异同之处。

第三章是 “盲聋学校微课教学组织与实施”。本章论述盲聋学校微课

组织、实施、策略以及经验借鉴等，体现了微课教学组织与实施的整体

思路。

第四章是 “盲聋学校微课教学技能”。本章对盲聋学校微课的导入技

能、提问技能、讲解技能、教学言语技能、教学组织技能进行分析探讨，

着眼于盲聋学校微课教学技能的问题的探讨。

第五章是 “盲聋学校微课制作技术”。本章以盲聋两类微课教学录制

为例，研究盲聋两类课堂基本录制要求、主流制作方法、一般方法和

Ｃａｍｔａｓｉａ　Ｓｔｕｄｉｏ　ｖ６．０．３录屏软件为例的教学、学习应用实例。

第六章是 “盲聋学校微课教学评价”。本章主要对盲聋学校微课教学

评价的一般概念和作用、教学评价方案的制定与指标体系的建立、教学技

能评价实施过程、教学案例评价做了分析，意在探索盲聋学校微课教学

评价。

第七章是 “盲聋学校微课教学设计与课例评析实例”的剖析。本章通

过对广西南宁市盲聋哑学校的２１个典型教学设计与课例评析实例的解剖分

析，折射出基于微课的盲聋学校校本教学的部分实践成果。

本书由周毅、梁臣凤构思和设计，除此之外，李江泳、林光何、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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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邵晶、黄秋莲、周英等同志参与了编写，许多老师参加了课堂教学实

践。书中每篇论文和课例的题目下均注明作者姓名，最后由周毅、梁臣凤

负责统稿和总纂。

本书在理论研究与实践过程中得到有关专家和领导的指导，在写作过

程中参考和利用了许多研究成果和资料，其中直接引用的已注明出处，在

此谨向有关专家、领导和相关人士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水平所限，加上写作的时间较紧促，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

者提出宝贵的意见。

本书的基本框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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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又称为 “短期课程”“课程组件”“微型课程”“微型视频网络课

程”等，是一种简化、细分了的教学方式，易于学生掌握。

微课是一个有控制的实践系统，它使学生和教师有可能集中解决某一

特定的教学行为，或在有控制的条件下进行学习。通常的做法是将教学目

标聚焦在某一个环节上，利用最短的时间讲解一个知识点、教学重难点、

疑点、考点或作业题、模拟题、考试题等的一种微型教学方式。

第一节　微课的产生与发展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震惊了世界各国，美

国人民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尤为强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教育与

科技方面的优势显著，但苏联领先其一步将卫星送上天，威胁到美国在世

界范围内的霸主地位。因此，美国人对苏联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深入研究，

最后把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归于美国教育的停滞不前。于是，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末，美国为了使教育水平与科技发展相适应，开展了大规模的教育改

革运动。１９５８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了 《美国国防教育法》，以立法的形

式要求改革教育的制度和课程的内容，微课在轰轰烈烈的课程改革中应运

而生。１９６０年，美国阿依华大学附属学校首先提出微型课程 （Ｍｉｎｉｃｏｕｒ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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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概念，也可称为短期课程或课程单元。英美等国家学校的教师开始积

极开发 “微型课程”（Ｍｉｎｉ－ｃｏｕｒｓｅ、Ｍｉｎｉ－ｌｅｓｓｏｎ或 Ｍｉｃｒｏ－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即

集中针对某一主题设计与实施的小规模短时课程。微型课程是在学科范围

内针对某一概念或主题设计的课程框架，由一系列半独立的单元 （专题）

组成。这种单元 （专题），不是根据学科的知识以及逻辑体系来划分的，

而是根据教师和学生的兴趣以及主体社会活动的经验、教师的能力、社会

发展的需求来编订的。它的内容相对比较独立、单一，大多数是根据学生

和教师们共同的兴趣开发的，更侧重于知识的深度而非广度。与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早期美国出现的主题内涵丰富的大规模长期性的 “Ｍａｘｉ”（大型）

学科课程相比，微型课程的不同主要在于课程时间简短。一个微型课程一

般只有一两个课时，而不会像一门培训课程或者一门学科课程那样持续数

周或一个学期。国内多将这种课程称为课程单元、课程组件、短期课程、

小课程和拓展课程。

微课诞生后，先后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得到推广、应用和研究，并于近

十年在世界各地迅速发展。１９９８年，新加坡教育部组织实施 ＭｉｃｒｏＬＥＳ－

ＳＯＮＳ研究项目，主要目的是培训教师构建时间为３０分钟至１个小时的微

型课程，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学习支架。２００４年，英国启动教师电视频道，

每个节目视频时长１５分钟。短小精湛的节目播出后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

微课视频节目资源的积累达到３５万分钟的时长。２００６年，孟加拉裔美国

人、教育工作者萨尔曼·可汗创建了可汗学院。可汗学院是一个非盈利教

育组织，在线图书馆收藏了３５００多部可汗老师的教学视频，每段课程影片

长度约十分钟，从最基础的内容开始，以由易到难的进阶方式互相衔接，

向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免费的高品质教育。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家浏览可汗

的视频以学习新知识，并在学校课堂上和教师的引导下开展探究性学习和

研究性学习。

随着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蓬勃开展，微课教学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

和接受。我国多个地区的教学研究人员、一线教师，勇于实践，不断思考

反思，不断归纳总结，在实践中成长，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微课作品。

例如，２０１０年广东省佛山市建设 “广东省名师网络课堂”，率先启动微课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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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明确提出 “广东省名师网络课堂”建设的内容为 “以１５分钟以内的

重难点、特色理念微型课为主”的要求，现已征集超过３０００节优质微课；

参与教师超过２０００人；覆盖各阶段、各学科的重点和难点，点播数超过

１００万人次，深受师生欢迎。深圳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优质课例视频资源

的征集及在线展播活动，强调课例视频建设要逐步向精品化、微型化发

展，征集的作品有将近一半为微课课例视频，取得了明显成效。２０１０年以

来，天津市利用 “空中课堂”项目实现了高中向小学拓展。时长在１５分钟

左右的 《习字与书法》适用于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又有利于基于班级授课

模式下的集体学习和巩固练习。网络微课程的成功录制、上线发布、推广

应用，有效弥补了小学书法师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也将微课纳入第四届全国中小学

“教学中的互联网应用”优秀教学案例评选活动中。

微课的兴起是一道引人注目的新景观，对特殊学校教育教学也产生了

越来越大的影响。２０１１年开始，上海、浙江、广东等很多发达地区的特殊

教育学校也掀起了一股微课浪潮，但大多数仍处于微课研究初始阶段，主

要以个人微课制作、参赛为主，研究内容比较片面。２０１３年１月份以来，

南宁市盲聋哑学校以 《基于微课的盲聋哑学校校本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

究》课题为引领，组织该校骨干教师开展了微课校本资源建设的深层次研

究，并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微课设计，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于推

动特殊教育学校教师通过微课程进行教学和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导向和引领

作用。

总之，各级机构对于微课的研究、征集、评选活动，体现了微课程正

在逐步成为构建学校、区域资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信在未来两三年

内，必将形成一批系统化的、符合新课程标准的、覆盖主要知识点的微型

课例资源。当然，“微课程”这一理念还有待于进一步界定和梳理，内容

建设还有待于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这将依赖于研究者和一线教师更深

入的研究和更广泛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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