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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为江苏省现代教育技术研究课题《基于生态课堂的微课开发与应用的研究》（立项编号为 59375）课题研究成果，经过两年多的

研究与实践，课题研究深入，对教育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从家庭教育中的微课开发与利用为切入点，对开发家庭教育资源，提升家

庭教育质量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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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在现代课堂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随着科技的发展，教师信

息技术水平的提高，微课制作已经成为教师的一项基本能力。通过微课

的有效设计，从培养人的终生能力角度，关注我们在教育模式的探索，

学习只有是“自主”而非“他律”，才算有了学习能力。教师要在微课设

计中着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形成学习策略来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将微课的开发延伸到家庭家庭教育，对提升家庭教育资源的空间，

拓展家庭教育的研究方向，总体提升家长的家庭教育能力有着非常大的

推动作用。本文作为江苏省现代教育技术研究课题《基于生态课堂的微

课开发与应用的研究》（立项编号为 59375）课题研究成果，意在课题研

究中总结提升，并不断的实践、反思，让微课发挥最大的教育价值，借

助现代教育技术的提升，为孩子呈现最精致的教育，并最终实现家校之

间有效合作、携手同行的育人目标。 

为了更好的借助微课开发家庭教育学习，我们在充分调查了家长对

家庭教育需求的基础上，将家长教育困惑的话题进行分类汇总，通过“主

题菜单式”的微课开发为家长量身定制，通过制作短小精悍的微课视频

的模式，让家长可以根据需求自己选择学习内容，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随

时选择学习时间，同时我们建立了沟通互动平台，对微课学习中遇到的

问题随时进行解答，通过一系列的学习，家长们觉得将家庭教育的知识

通过微课的方式来传播，省时便捷、随时科学，达到了学习无处不在，

指导无处不在的目的。 

1 教养方式主题的微课开发 

在本主题的微课开发中，我们将目前家庭教育中的二胎想象做了全

面的剖析，总结家长家庭教育的痛点，多个小话题展开微课。每个微课

都以二胎养育中的典型问题作为主体，比如“二胎时代如何做好大宝的心

理疏导”、“二胎时代如何兼顾两个孩子？”“二胎时代大宝该如何引导”等

等话题为切入口，其中涉及到两个宝贝的冲突父母如何处理，并给出了

具体的解决办法。对于两个孩子之间的冲突父母如何疏导，微课中给出

了具体的建议——爸爸妈妈要多与大宝交流，给大宝足够的关爱，让大

宝在激励和爱中接受二宝的到来。调查中，我们发现，二宝的到来给家

庭带来喜悦的同时也给爸爸妈妈甚至大宝带来了无限的焦虑，大人觉得

精力不够用了，老二要照顾，老大也要管，感觉分身乏术。在微课设计

中，我们以动画的形式来进行讲解，让家长一目了然，解决办法中措施

明确，并加以字幕，形象生动的解决策略中加上文字的解说，受到了家

长的喜欢。 

2 亲子沟通主题的微课开发 

在亲子沟通主题的微课开发中，我们请来了小学低中高家长各 20

人，初一、初二、初三家长各 15 人，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在调查中发现

关于“亲子沟通”成了家长的一大头疼问题，很多家长反映孩子叛逆的过

早，不喜欢和父母交流，不爱和父母沟通。也有的家长反映孩子内向胆

小，交往上有一定的障碍。还有的家长反映反映孩子总会有一些家长无

法理解的想法和做法，与其沟通总是效果不佳。更有的家长困惑的在问

卷中写出：“孩子总是和我作对，老师说的话就非常的听，而我说话不但

不听，还会和我发生争执，真是很困惑、很苦恼。”针对以上的父母和孩

子的交往问题，我们选取典型的问题，开发典型的“话题式微课”，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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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表扬孩子的艺术》、《面对孩子的固执我们可以这样做》、《当孩子不

愿意承认错误时的解决策略》、《孩子不切实际的想法我支招》、《如何培

养乐观开朗的孩子》、《面对叛逆期的孩子》、《走进胆小的孩子》……在

每一个主题式微课中，课题组借助微课，通过具体的案例的形式展开，

将问卷调查中家长的困惑一一解答，给其借鉴，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3 情感情绪主题的微课开发 

随着孩子的慢慢长大，家长很明显的发现孩子的情绪变化，有的孩

子因为学习变得焦虑，有的家长也因为孩子的学习指导变得自己情绪焦

虑，情绪问题在家庭教育中涉及到孩子和家长双方面的，如果没有专业

的指导，对孩子而言是成长的一道坎，对家长而言是养育孩子的一道坎，

正因为此，我们通过在各个年级开展《成长的烦恼》为主题的班会课，

创造机会给孩子表达，让他们主动说出成长中的苦恼。同时课题组也组

织学校的家庭的教育指导师走入家庭，了解家长的苦恼和育人困惑，有

了这样的第一手素材，我们的微课制作立足点为“以问题带动解决策略”

的方式来开发微课，期间也邀请家长在微课中讲述的困惑和自己的解决

办法，请学校里二十余位家庭教育指导师走进镜头为家长支招。期间谈

到如何帮助孩子树立自信；谈到如何改变孩子自满的情绪状态；如何帮

助孩子释放负面情绪等等，在微课中传递这着家庭教育的正能量，也在

微课中针对家长棘手的育人话题给出比较落地的解决办法。家长在反馈

这些微课的学习感受中这样说：“很喜欢这样灵动的家庭教育方式，借助

微课传递家庭教育的正能量，我们收获很大。”“当我的困惑作为案例被

老师设计到微课后，我的内心充满了感谢，同时在微课中老师帮我量身

定制了孩子的引导方案，具体详实，可操作性强，对我的家庭教育而言

就是一笔财富”“因为工作比较忙，通过微课这样灵活的方式我选取了随

时随地的学习，遇到问题找微课，对我而言少了很多家庭教育的忙乱与

焦虑”…… 

4 人际交往主题的微课开发 

孩子在家庭中接触的是爸爸妈妈，但走入学校接触了老师和来自不

同成长环境的同学、同伴，人际交往就成了一个必须面对的成长的话题。

在这个主题的微课开发中，我们跳出“传统的教育方式”，首先将课题研

究核心成员分成几个小分队，走进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通过采访的方式

了解他们的交往困惑，同时作为家庭教育指导师也给孩子们更有借鉴的

成长建议。这一部分的微课制作中我们加入孩子的镜头，对于一些喜欢

走进微课的孩子为他创造机会，听听他的人际交往故事，这样的开篇也

带动了其他孩子和更多家长的参与，让我们的微课制作主角由教师到学

生，由学生到家长，微课辐射作用是巨大的，取得的育人效果也是超出

我们想象的。有一组家庭的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的参与到了我们的微课

录制中，后来他们很有感慨的说：“真没有想到，通过这样的与学校和老

师对接，我和孩子的关系更紧密了，孩子也更愿意和我们说心里话了，

我感受到了教育的热度，很温暖、很走心。” 

微课教学内容少，精简，精准，不复杂。其目的在于精，准，在有

限的时间里，把一个重点灌输到受教育者的脑中，让其接受。微课教学

目的性强，使所有人在短短的时间里重点讲解或者掌握一个方面的知识。

微课目的性强，传播方式简单，便于吸收，短时间内能够让学生的注意

力更加的集中，便于教学成果的吸收。促进了学生更加乐于去学习，也

有充分的时间以及载体去学习。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们充分的利用微课

的这些优势，积极开发家庭教育中的资源，做到有目的、有针对性的解

决家长育人中的难点和痛点，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我们深切的感受到了

现代教育技术对家庭教育的助推力度是巨大的，同时微课的开发也让我

们开辟了一条给为家长喜欢和接受的线上学习模式，通过一根网线，通

过一个个短小精悍的微课，实现了学校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有效对接，

促成了家校联系更具有实效性和针对性，也让我校的家庭教育研究更具

有前瞻性，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制约，让家庭教育指导突破传统，更具魅

力，使家长和学生终身受益，我们的课题将继续研究，我们的微课教育

尝试还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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