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课助力特殊学生线上教学

——以部编版生活语文二年级下册《马牛羊》教学为例

上海市宝山培智学校 黎和敏

为积极响应“停课不停学”工作部署，进一步推进信息技术与线上教学的深

度融合，提升教师线上教学质量。本校教师以“晓黑板”平台为依托，考虑到特

殊学生自身的自控能力较弱，他们的学习往往需要家长的陪伴和悉心指导，而且

对于学习的内容需要反复演练才能较好地掌握、直至消化，若采用直播教学的形

式势必会对学生和家长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因此根据教学的进度，采用

录制“微课”视频，上传课程视频资源，通过线上答疑的形式开展特殊教育学生

线上教学，这不仅符合特殊学生的学习特点，而且也尽可能满足了不同学生的个

别化学习需求。下面就以部编版生活语文二年级下册《马牛羊》教学为例，探索

特殊学生在线教学的有效性。

一、精准备课，录制优质“微课”视频

优质教学资源课是在线教学质量的保障。线上授课必须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

准备好课件，因为跟学生不是面对面交流，所以课件必须简洁明了，突出重难点，

让学生能够直观清晰地明确本节课的重点与难点，课前我还要思考清楚哪些内容

可以出现，哪些内容不必出现，以免适得其反。所以在每节课设计中，我都会

根据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及重难点，设计不同的导课方法；教学过程的设计则要体

现重点突出、难点突破。在设计中，我依据循序渐进的原理，层层深入，重难点

部分详细分析，反复操练，课件的每一张内容、每一个知识点、每一处细节、每

一个动画都力求完美。练习部分的设计尽量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力争全员

参与，共同进步。因此，我按照“微课”视频备课教案，对《马牛羊》这一课的

教学逐字备课，尽可能保证线上教学内容的精准传达和落实。《马牛羊》教学设

计具体见附件 1。

二、依托“晓黑板”平台，强化云课堂实时互动

基于微课的特殊学生在线教学，除了需要提供优质的学习资源外，针对微课

的教学内容开展的师生之间，甚至是老师与家长之间的互动、指导是尤为重要的。

在整个在线教学互动过程中，通过“问题导向”的线上课堂互动形式，以学生为



本，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精心设计具有情境性、挑战性的学习任务等发布给学生，

引导学生学习，触发学生思考，诱发学生对问题进行处理或解释的心理欲望，激

发主动开展积极的学习活动。

因此，我利用“晓黑板”APP 通过发布“讨论帖”，逐层提问的形式让学生

在线进行互动，对本节课的学习效果进行及时反馈。比如“讨论帖”中，它帮我

解决了无法给孩子们听写生字词、词语和检查学生朗读的困扰，我要求在做纸质

版作业时必须发图片，朗读课文时发音频或者视频至“讨论贴”中，大家共同交

流学习，及时指导学生出现的问题或错误。

在互动过程中，我会对学生学习过程进行指导、引导、启发，给出问题框架，

帮助学生有效学习，深入围绕课堂“问题”展开讨论。这不仅使教学内容更加丰

富、生动、深入，还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循循善诱，令学生耳目一新，有效

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保障在线学习质量。同

时，我会以文字、语音、视频、图片等多种形式对学生的互动情况进行激励性评

价，鼓励学生积极互动，提高学生参与讨论的积极性，焕发课堂教学的生机和活

力。



图 1 线上教学师生云互动效果截图

三、基于“微课”的特殊学生线上教学思考

战“疫”有我们，学习不打烊，战疫不停学，教育不断线。线上教学任重而

道远，是对我们特殊的考验，考验我们的自制力，专注力，更考验我们持之以恒

的学习力。 “线上教学”以其时空上的自由性，不受时间、地点之限，成为沟

通师生双方教与学的首选方式。每节微视频课后，在师生的一问一答探讨中，也

能够碰撞出思维的火花，顺利且较为有效地完成了预设的教学任务。线上教学是

所有老师面对的难题，每位老师或多或少都遇到了很多不同的问题，在我看来，

沟通和探讨就是最直接了当、最效果显著的解决办法。第一，组建“班级学习群”

高效有序管理学生；第二，组建学习任务打卡；第三，合理安排学生作息时间；

第四，与家长分工合作，共建学习新方向。如此以来，线上学习进展的有条不紊，

既顺利展开了教学，也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认可，初步实现了 线上教学“双赢”。

但是线上教学更依赖于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尤其是对这些学习主动性、自我

控制能力较弱的特殊学生来说，这种挑战更加艰巨，长此以往势必会造成更为严

重的两极分化。每当我对着屏幕那端，用键盘敲出：“同学们，今天的课就上到

这里”宣布下课时，心中总有种意犹未尽之感和一种无力感。线上教学的反思，

是为了今后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教学之路，都能够砥砺前行。因为，

只有亲历“实战操作”的得与失，方能体会“纸上谈兵”的深与浅。



附件 1：

《马牛羊》教学设计

——生活语文学科二年级（下）第 11 课

课题名称 《马牛羊》 教学课时
第 1 课时

共 3 课时
任教班级 二年级

教材以及所属单元名称 部编版生活语文二年级下册第四单元《自然与社会》

单元学习目标与重点

单元学习目标：

1.能够听词语找出“山村”“马”“牛”“羊”图片。

2.能够正确认读生字“四”“马”“牛”、词语“山村”，理解含义。

3.认识笔画“竖弯”“竖折折勾”，描写生字“四”“马”“牛”。

4.能够正确朗读古诗，初步感受山村的美丽景色。

5.欣赏大自然的美，愿意亲近动物。

单元教学重点：

1.能够正确认读生字“四”“马”“牛”等、词语“山村”，理解含

义。

2.描写生字“四”“马”“牛”。

3.初步理解诗意，体会诗人对山村美丽景色的喜爱之情。

学情分析

二年级共有 14 名学生，6 女 8男，均伴有中重度智力障碍，其中

自闭症 4 人，唐氏综合征 2人，脑瘫 3 人，其余 5 人为单纯智力障碍。

依据部编版培智学校义务教育《生活语文课程标准》（2016 年班）中

“倾听与说话”“识字与写字”“阅读”“写话与习作”“综合性学

习”五个模块对于低年级的课程学习目标，结合班级中每个学生不同

的语文能力、学习方式和学习起点对学生进行了初步评估，并根据评

估结果，将学生分为三个不同的能力层次，具体结果如下表所示。

第一层次 4 人，分别为熙熙、承承、阳阳和瑞瑞，均为单纯智障，

听说读写能力整体较好，能正确认读生字词，具有较好的口语表达和

书写能力，其中阳阳和瑞瑞为脑瘫，动作和语言上的障碍导致他们在

字词描写和口语表达的清晰度上存在一定的困难。

第二层次 3 人，分别为筱筱、萱萱、虓虓和雪雪，其中筱筱为单

纯智力障碍，注意力非常分散，能在提示下跟读生字词，能在手把手

辅助下进行描写；萱萱是一名伴有情绪障碍的自闭症学生，能独立认

读生字词句，能独立描写生字；虓虓是一名唐氏综合症学上，能在提

示下进行跟读和描写；雪雪是一名自闭症，听说读写能力较好，但对

生字词句的理解较弱。

第三层次 3人，分别为菲菲、皓皓佳佳、豪豪、晗晗和容容，前两名

学生没有语言，菲菲的理解能力较好，能通过肢体动作进行表达，皓



皓的学习主动意识薄弱，能指点图片，佳佳的理解能力较弱，存在明

显的构音问题，能跟读，在辅助下进行描写；豪豪和晗晗无言语，豪

豪是一名唐氏综合症学生，认知能力较好，指令理解较好，晗晗各方

面能力非常弱，较难适应集体课学习；容容是一名自闭症男孩，有语

言，存在一定的构音障碍，整体认知能力较弱。

表 1 二年级学生生活语文能力整体分析

分层
学生 语文能力（等级）

倾听与

说话

识字与

写字
阅读

写话与

习作

综合性

学习

第一

层次

煕煕 4 4 4 4 4

承承 4 4 4 4 4

瑞瑞 3 2 3 3 4

阳阳 3 2 3 3 4

第二

层次

萱萱 3 3 3 2 2

筱筱 3 2 2 2 3

虓虓 2 3 3 3 3

雪雪 3 3 2 2 2

第三

层次

佳佳 2 2 2 2 2

菲菲 2 2 2 2 3

皓皓 1 1 2 2 2

豪豪 1 1 1 1 2

晗晗 1 1 1 1 1

容容 2 1 1 2 1

备注

4 —学生能独立完成；

3 —学生需要简单协助或口头提示才能完成；

2 —学生需要较多协助或身体辅助才能完成；

1 —学生尚未发展该项能力。

教材分析

第 11 课《马牛羊》选自培智学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生活语

文》二年级下册第四单元“自然与社会”。本单元围绕自然与社会主

题编排了《古诗一首》《马牛羊》2篇课文，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引导

学生亲近大自然，认识村庄和马、牛、羊等动物，加深学生对社会和

自然的感知。

本篇课课文共分 3课时进行教学，本节课为第 1 课时。第 1 课时，

能够听指令找出“马”的图片；正确认读生字“马”，并理解含义；

认识新笔画“竖折折钩”，会读会书写以及能够正确书写生字“马”，

尝试感受大自然的美。第 2 课时，能够听指令找出生字“牛”“羊”

对应的图片；能够正确认读生字“牛”“羊”，并理解含义；能够正

确描写生字“牛”。第 3 课时，复习课，能正确生字“马”“牛”“羊”，

会描写“马”“牛”，能够完成本课练习。



课时目标

根据学生语文能力水平的差异，设计了分层教学目标如下：

【第一层次】

1.能够听指令找出“马”的图片。

2.能够正确认读生字“马”，并理解含义。

3.认识新笔画“竖折折钩”，会读会书写。

4.能够正确书写生字“马”。

5.尝试感受大自然的美。

【第二层次】

1.能够听指令找出“马”的图片。

2.能够正确认读生字“马”，并借助图片理解含义。

3.认识新笔画“竖折折钩”，会读会描写。

4.能够正确描写生字“马”。

5.尝试感受大自然的美。

【第三层次】

1.能够听指令找出“马”的图片。

2.能够借助图片正确辨别生字“马”。

3.能够用手指书空新笔画“竖折折钩”。

4.能够用手指书空生字“马”。

教学重点 能够正确认读生字“马”，理解含义。

教学难点 能够正确描写生字“马”。

教学资源 多媒体课件（用希沃白板 5 打开）、视频、音频、教材用书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一、场景导入

1.呈现大草原场景图，引入马牛羊动物

（1）各位同学上午好！今天这节课，老师

要带你们去美丽的大草原看一看！看，这就

是美丽、广阔的…（大草原），有嫩嫩的绿

绿的青草、有蜿蜒曲折的小湖，再看！远处

是一座座山，绿水青山，看起来真是……美

极了！

（2）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大草原上，还生活

着一群动物呢！你们看！有哪些动物呀？

（3）呈现马牛图片，这些动物就生活在这

样有山有水的大草原上！你们认识这些动物

吗？

2.今天我们要学习一篇新的课文，第 11 课

马牛羊，听老师读课题，请你们读一读课题，

下面我们一起去认识认识这些动物吧！

（1）学生

观察欣赏

美丽的大

草原场景。

（2）个别

学生说出

马牛羊或

模仿动物

的叫声。

2.齐读课

题

通过整体

呈现美丽

的大草原

场景，以及

草原上的

动物，营造

一副美丽

的画面，将

需要学习

的知识自

然地呈现

出来，激发

学生学习

兴趣。



二、新授环节

（一）认识动物“马”

1.猜一猜，听一听这是什么动物的声音？有

困难的小朋友，看一看老师给你们的这个提

示哦。你们猜出来了吗？对啦！这是马的声

音！

2.观看视频，初步了解动物马。

3.呈现不同马的图片，学生观察。

这匹马正在草地上奔跑呢！马的脖子上毛和

尾巴上的马又长又茂密。这是一匹什么颜色

的马呀？这是一匹棕色的马，你们看，除了

棕色的马，还有黑色的、白色的，它们都

是……马！

4.找一找马的图片

（1）找出书上的马。把书翻到第 11 课，61

页，看一看，哪一张是马的图片？

（2）找出屏幕上的马。请你们看屏幕，仔

细看一看，你们能找到马的图片吗？（三张

图片中找）

（3）找出屏幕上的马。哇，好多小动物啊，

现在你们还能找到马的图片吗？（三张以上

图片中找）

5.认识了马的图片，那马的生字怎么写呢？

看这就是马的生字。

（二）学习生字“马”

1.音：听老师读：马马，马这个字读第三声。

再听老师读一读，马马。请你们大声地读一

读，马马。

2.数笔画：马字有几笔？看看电脑老师写，

数一数马字有几笔？一笔二笔三笔，所以马

有几笔？3 笔。

3.说笔画：看一看每一笔是什么笔画？第一

笔……横折，第二笔竖折折钩，第三笔……

横。马马，三笔，第一笔横折，第二笔竖折

折钩，第三笔横。

4.学习新笔画：竖折折勾。

（1）会读：听老师读，竖折折钩，请你们

1. 学生说

出这是马

的声音。

2. 所有学

生观看视

频。

3. 学生观

察不同马

的图片。

4. 能力好

的学生独

立找出书

上、屏幕上

马的图片；

能力弱的

学生能够

在提示下

找出马的

图片。

（二）

1.学生读

生字“马”

2.学生观

察，尝试数

一数马有

几笔。

3.学生再

观察，说一

说每一笔

是什么笔

画。

（1）学生

通过学生

感兴趣的

听声音，猜

一猜说出

这是马，运

用视频直

观感受，初

步了解马，

再呈现不

同颜色的

马，让学生

马的不同

样子。再通

过找一找

马的图片

练习，巩固

对马的认

识。

通过音、形

（数笔画、

说笔画）、

学习新笔

画（竖折折

勾）、写一

写，最后在

生字、词语

中找一找

马字，逐步

层层推进

掌握这个

生字。



大声地读一读这个笔画。

（2）会写：那么这个笔画是怎么写的呢？

一起来看一看。小朋友们，小手准备，跟着

视频一起来写一写这个笔画。再把这个笔画

放入生字马中来写一写，注意是一笔写成。

（只写竖折折钩）

（3）找笔画：请你们找出带有笔画……的

字。鸟（点这个笔画），有……。

5.写一写：最后将这个笔画放入我们今天学

习的生字马中，写一写这个生字吧！

6.练一练：找出生字“马”

（1）在生字中找：请你们找一找哪一个字

是马？

（2）在词语中找:现在你们还能找到马这个

字吗？放到词语里跟老师读一读！

(三)学习与“马”有关的词语

1.你们能想到生字马的词语吗？看，这是马

车，在古代，没有火车汽车飞机，马车就是

古代一种常用的交通工具。跟我读这个词

语：马车。请同学们自己再大声读一读这个

词语。

2.再看，这是一匹……白马。（小朋友们有

没有看过西游记，唐僧骑的就是一匹……，

看起来非常俊俏）跟我读这个词语，白马白

马，一起读……。将这个两个词语练起来读

一读，每个词语读两遍。这是书上给我们提

供的两个词语。

3.最后老师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词语，看这

个人在干什么呀？是呀，她在骑马，我们就

可以说骑马，跟我读骑马骑马。小朋友们，

这三个都是马的词语。

（四）总结

1.下面请同学们看一看这张图片，运用我们

刚才学习的生字说一说。先看第一张图片，

这匹马在干什么？我们就可以说马在吃草。

同样地，看第二张图片，我们可以怎么说

呢？动一动脑筋，我们可以说马在奔跑。

2.小朋友，这就是我们学习的生字……马，

正确读笔

画。

（2）学生

手指书空

笔画。

（3）能力

好的学生

独立找出，

能力弱的

学生给与

提示。

5.能力好

的学生独

立书写，能

力弱的学

生给与肢

体辅助或

者手指书

空。

6.学生找

一找生字

“马”。

（三）

观看图片，

学生读词

语“马车”

“白马”

“骑马”

再呈现图

片、生动的

讲解帮助

学生掌握

关于马的

词语。

因为二年

级语文的

学习已经

涉及到句

子的学习，

因此在新

授的最后

部分增加



一起再来读一读，说一说马字的笔画。马马，

三笔，第一笔第二笔第三笔。今天我们学了

一个新的笔画是……

了句子这

部分。

三、巩固练习

1.下面就让我进入课堂知识大挑战！总共四

个小题目，答对一题得一朵小红花，看看谁

的小红花得的最多哦！

2.第一题连一连。请你将生字和相应的图片

连起来。

3.第二题连字组词。请你将左边的两个生字

和右边的生字连起来，组成正确的词语。比

如，白，我们可以说白车还是白马呢？

4.第三题说一说。马字的第二笔是什么笔

画？如果忘记了，可以小手伸出来按照我们

说的口诀说一说，第一笔第二笔。所以第二

笔是……，就是我们新学的笔画。

5.第四题看图写汉字。小朋友，请你们拿出

铅笔，第一张图片是白……，括号里应该写

什么呀？第二张图片是什么车，所以括号里

应该写什么字呀？

能力好的

学生能够

独立完成

所有的题

目，能力弱

的学生在

提示或者

帮助下完

成。

巩固练习

中整合了

马的图片

辨认、图字

的配对、笔

画以及生

字马的书

写，进一步

检测学生

的掌握情

况。

四、课后作业

口头作业：

1.会读生字：马。

2.找出书上 P62“马”的图片。

3.用生字“马”组词。

4.会读 P62 词语：马-马车-白马

书面作业：

1.描写笔画：

2.描写生字：马



附件 1：教材内容（图片格式）



附件 2：评价设计

评价项目 评价指标 姓 名

熙熙 承承 阳阳 瑞瑞 …… ……

1.认识动

物“马”

1.1 能够从马、牛、羊三张图

片中找出“马”的图片。

1.2 能够从马、羊、鸡、猪等

其他动物中找出“马”的图片。

2.学习生

字“马”

2.1 能够正确认读生字“马”。

2.2 能够从多个生字中找出生

字“马”。

2.3 能够从多个词语、短语中

找出生字“马”。

2.4 能够找出带有竖折折勾”

笔画的汉字：妈、马、鸟、四。

2.5 能够将生字“马”与图片

进行匹配（两张图片、三张图

片）。

2.6 能够将生字“马”“牛”

“羊”与图片进行匹配。

3.学习与

“马”有

关的词语

3.1 能够正确认读词语“白马”

“马车”“骑马”。

3.2 能够将图片与词语“白马”

“马车”“骑马”连起来。

备注：

4 —学生能独立完成；

3 —学生需要简单协助或口头提示才能完成；

2 —学生需要较多协助或身体辅助才能完成；

1 —学生尚未发展该项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