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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Part One 

平板电脑环境下基于数字故事的语文口语交际教学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使学生具有口语交际的基本能力，在

各种交际活动中，能用普通话交谈,在交谈中能认真倾听，养成向人请教、

与人商讨的习惯。结合语文学习，观察大自然，观察社会，口头表达自

己的观察所得。能清楚明白地讲述见闻,并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在活

动中学习语文，学会合作。 

 

背景 



课前拍摄体验 

制作数字故事 

情境设置 

激发兴趣 

自由修改 

教师指导 

小组交流 

互评互改 

汇报展示 

多元评价 

总结：平板电脑环境下基于数字故事的语文口语交际教学模式 回顾：案例一教学过程 



02 Part Two 

基于网络协同批注的单元主题阅读教学模式 



1、课内基础课堂内的阅读教学现状分析 

（1）语文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和谐统一被忽视 

（2）学生的个性化阅读被轻视淡化 

 

2、课外拓展阅读拓展活动情况分析 

（1）兴趣偏淡 

（2）大部分学生阅读以浏览为主 

（3）内容偏杂 

背景 



教学内容：第七单元主题阅读教学 

 
 

 

案例：基于网络协同批注的单元主题阅读 

学校：广州市蒋光鼐纪念小学 

教师：袁卫贤 学科：语文 年级：五年级 

教学媒体：概念图、百会文件网站 



 

 
教学方式：百会文件网站（协同批注工具）在协同阅读中的应用 

 
 

 

案例：基于网络协同批注的单元主题阅读 



 

 回顾单元主题 

故事导入 

回顾单元重点 

给出阅读建议 

主题阅读， 

提取信息 

结合单元习作， 

设计概念图 

教师总结 

归纳写法 

基于网络协同批注的单元主题阅读教学模式 

总结：基于网络协同批注的单元主题阅读教学模式 

百会文件网站（协同批注工具）在协同
阅读中的应用 

 

主题阅读， 
提取信息 



1. 课内阅读中，协同批注提高了“单元引言”课型中对文本的初步理解,为学文作铺垫  

  

启发：网络协同批注在语文阅读中的应用 

“百会文件”平台中学生对《再见了，亲人》一文的批注 



2. 课内阅读中，协同批注促进了“精加略”课型中学生与文本交流的联系性和有效性  

在“拓展阅读”中可以利用“百会文件”平台，让学生按老师的要求进行阅读
并且做好相关的批注，提高阅读的质量。 

启发：网络协同批注在语文阅读中的应用 



3. 课内阅读中，协同批注使“单元阅读”的教学情景更加丰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让学生运用阅读方法自主阅读文章，并利用电子批注工具及时进行阅读记录；
学生间相互浏览批注信息，共享阅读智慧，并借助讨论工具进行协作交流。 

启发：网络协同批注在语文阅读中的应用 



 

  
1. 课外阅读中，协同批注给予了单元引言课拓展的篇目阅读检测、交流的途径 

在老师的引领当中提高了学生课外阅读的质量和效率，并且培养了孩子阅读

的良好习惯，让深度阅读延伸到课外当中，成为了学生阅读的习惯，提高了阅

读能力。 

启发：网络协同批注在语文阅读中的应用 



 
2. 课外阅读中，与课文内容相关的篇目进行交流阅读，深入文本 

 “百会文件”平台就可以让学生在家中阅读老师布置的相关文章，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并且丰富了学生的知识面。  

启发：网络协同批注在语文阅读中的应用 



 
3. 课外阅读中，老师推荐的篇目可以及时布置阅读，提高作文水平 

在写作之前老师可以通过“百会文件”平台，及时布置相关的范文例文阅读，

要求孩子们整理出范文例文的提纲，并且找出相关的句子写出批注，整理出写作

方法等等。 

这样从“仿照学习——悟出写法——灵活运用”层层深入，一步一个脚印地

提高孩子们的作文水平。  

 

启发：网络协同批注在语文阅读中的应用 



 
4. 课外阅读中，对单元习作写得好的文章可以推荐到“百会文件”，让学生共读  

利用“百会文件”平台，教师可以上传每个单元好的习作，通过照片或文档

的形式上传共享给孩子们看并且可以发表评价。 

这样互学互评互进的平台给予了学生进步的空间，提高了学生的写作水平，

激发了学生习作的激情。 

启发：网络协同批注在语文阅读中的应用 



03 Part Three 

基于LEGO StoryStarter的写作教学模式 



背景介绍 

信息技术环境 

 
为课堂教学提供了更多的支
持和可能性；为学生提供了
全新的学习机会 

 

学生需求：如何提高写作兴趣 
 
写作难学，缺乏兴趣和积极性 
学生作品呈现“假大空”现象 

教师困惑： 
 
如何构建言语交际情境 

 

措施：情境化教学 

 
借助LEGO StoryStarter（乐高教
育故事启发套装）来创设情境 

 



基于 L E G O

的  

4C教学法 

Connect Construct 

Contempate Continue 

 故事启发套装（LEGO StoryStarter），将问

题解决能力的培养融合到乐高玩具的搭建游

戏中，为教授孩子叙事和写作技能提供了一

种结构化的方法。 

 乐高的“4C教学法”应用皮亚杰建构论，采

用“为创作而学”的理念。 

 联系——开启想象的大门 

 建构——为创作而学 

 反思——碰撞智慧的火花 

 延续——超越自我的飞跃 

基于LEGO的4C教学法 



案例分享：《火娃娃》打写 

课程基本信息介绍 

执教教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华山中学何安英老师 

指导教师 北京师范大学跨越式课题组陈露老师 



案例分享：《火娃娃》打写 

教学过程介绍 

1.联系（5‘）：Connect 
 

回顾课文《风娃娃》，讨论“风娃娃”遇到了什么事情，

有什么特点？ 

引出“火娃娃”，给出情景引导：火娃娃长大了，妈妈

说：“你现在长大了，有很多人需要帮助，你应该去帮

他们做点事情了。”于是火娃娃就出门了........” 

教师确定“火娃娃”角色形象 

采用LEGO  

4C教学方式 



案例分享：《火娃娃》打写 

教学过程介绍 

2.建构（25‘）：Construct 

 

小组讨论，确定故事主题和场景； 

合作搭建故事场景； 

1对1网络环境下，学生根据场景打写

故事 

采用LEGO  

4C教学方式 



案例分享：《火娃娃》打写 

教学过程介绍 

3.反思（5’）：Contempate 

 

组内学生基于网络平台互相浏览并评价

其他同学的写作作品; 

组间个别学生分享优秀作品; 

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一定的反思 

采用LEGO  

4C教学方式 



案例分享：《火娃娃》打写 

教学过程介绍 

4.修改（5’）：Continue 

 

学生根据反思结果，修改自己的作品 

采用LEGO  

4C教学方式 



案例分享：《火娃娃》打写 

学生作品展示 



案例分享：《火娃娃》打写 

学生作品展示 

一级维度 分值 二级维度 分值 

主题 20 
主题新颖 10 

题材明确 10 

结构 12 
结构清晰 6 

结构完整 6 

文面 19 

汉字打写正确 5 

字数达400字左右 5 

标点符号使用正确 4 

格式正确 4 

语言 21 

语言通顺 12 

修辞手法运用恰当 4 

语言优美 5 

情感自然 15 
情感真实 7 

情感自然 7 

创新 13 

语言创新 4 

思路创新 4 

立意创新 5 



案例分享：《火娃娃》打写 

小结 

         

         写作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是认识世界、认识自我、创造性表

述的过程。写作能力是语文素养的综合体现。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对写作教学的要求是：“ 写作教学应贴近学生实际，让

学生易于动笔，乐于表达，应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热爱生活，积极向上，表达真情实

感。”“要重视学生的写作兴趣和习惯，鼓励表达真情实感，鼓励有创意的表达，引导学

生热爱生活，亲近自然，关注社会。” 

 

 

 



 

 

 

 

 

 

 

案例分享一：《火娃娃》打写 

小结 

       

         教师利用LEGO教具可以为学生创设更真实的写作情境，更有利于学生写作时的“有感而

发”，能够有效解决学生写作时“心里有话说不出来”的现象，让学生不再畏惧写作。 

 

 



04 Part Four 

基于Moodle平台的文言文教学模式 



案例分享：基于Moodle平台的文言文教学 

课程基本信息介绍 

执教教师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汾水中学李少玲老师 

指导团队 北京师范大学跨越式课题组老师 



案例分享：《鸿门宴》之人物探究 

教学过程介绍 

1.导入： 

学生齐读课文《鸿门宴》中有关项羽的描写。 

登录moodle平台阅读拓展资料，找出能体现项羽性格

的句子。 

不懂概括人物性格方法的学生，可观看moodle平台中

微课《方法指导：概括人物性格的范式》。 



教学过程介绍 

2.讨论（一）——概括项羽性格 

自主学习：根据所给阅读材料，概括

人物性格； 

合作学习：组内交流，形成报告； 

小组展示汇报，并平台投票； 

教师总结。 

案例分享：《鸿门宴》之人物探究 



教学过程介绍 

3.讨论（二）——评价项羽 

自主评价：进入moodle讨论区，谈一

谈自己是如何评价项羽的； 

互动交流：学生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帖

子进行回复； 

不懂历史人物评价方法的学生可先观看

微课《方法指导：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 

 

案例分享：《鸿门宴》之人物探究 



课程基本信息介绍 

执教教师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汾水中学赖以凡老师 

其他案例分享：Moodle平台在文言文教学中的应用 



其他案例分享：Moodle平台在文言文教学中的应用 

诵读训练——以《劝学》为例 

学生登录Moodle平台，按教师发布的学习单完成相应任务： 

任务一： 

自主听看《劝学》朗读微课，并自己朗读录音，将录音上传

至Moodle平台指定位置； 

小组成员互相投票，选出组内最好的朗读录音 

任务二： 

完成《劝学》语音测试 

 



其他案例分享：Moodle平台在文言文教学中的应用 



其他案例分享：Moodle平台在文言文教学中的应用 

文言知识梳理——以《劝学》为例 

教师： 

布置学习任务：观看《劝学》微课一、二、三段的字词句串

讲，并在Moodle平台上完成相应段落的测试； 

查看学生学习状况并答疑； 

Moodle平台上查看学生的测试情况。 

 



其他案例分享：Moodle平台在文言文教学中的应用 

文言知识梳理——以《劝学》为例 

学生： 

借助微课自学，边看边记录，标注自己有疑问的地方，并与

同伴讨论和寻求教师帮助； 

在Moodle平台上完成相应段落测试； 

测试完成后，通过重新观看微课或者同伴讨论解决自己存在

困难的内容。 

 



其他案例分享：Moodle平台在文言文教学中的应用 



其他案例分享：Moodle平台在文言文教学中的应用 

文言知识梳理——以《劝学》为例 

设计意图： 

掌握《劝学》的文言知识，以微课形式便于学生自主学习及

个性化学习； 

每段测试便于检测学生自主学习效果并进一步巩固文言知识； 

教师可根据测试结果，重点讲解错误率较高的题目。 

 



其他案例分享：Moodle平台在文言文教学中的应用 

教师： 

布置学习任务：观看微课，看看乐观豁达的苏东坡是如

何面对人生的失意的。 

展示打写主题：文人苏东坡走好了自己人生的“下坡

路”，你们打算如何面对生活或学习上的“下坡路”呢？

请写一段文字，200字左右。 

文本探究——以《赤壁赋》为例 



其他案例分享：Moodle平台在文言文教学中的应用 

学生： 

观看微课，体会乐观豁达的苏东坡是如何面对 

   人生的失意的。 

进入Moodle平台打写并分享交流。 

文本探究——以《赤壁赋》为例 



其他案例分享：Moodle平台在文言文教学中的应用 



其他案例分享：Moodle平台在文言文教学中的应用 

文本探究——以《赤壁赋》为例 

设计意图： 

进一步挖掘文本内涵，体会苏东坡面对人生失意时所体现出

的乐观豁达的精神； 

利用Moodle平台的功能，为每一个学生提供输出及分享的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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