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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学习，没有参与，你不会知道精彩纷呈；有一种平台，没有投入，你不会知道温馨如家。

无声的屏幕，见证了我们如饥似渴的期待；跳动的键盘，记录了我们收获甸甸的喜悦。于是，我

们人生智慧的行囊鼓起来了，我们的信心增强了。

当万籁俱寂，人们都沉沉入睡之时，我们还在研修网辛勤采撷着；当朋友徜徉街头，漫步林间小

道时，我们还在敲击着键盘。这些天，我们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的生活着、工作着、学习着，一路走

来，或喜或悲，或苦或累，却是非常的充实，非常的快乐！

如果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可以开阔视野，提升理念；可以自由交流，尽情展示；可以跨越时空，

超越年龄；可以提升自我，惠益学生……既有电影般的扣人心弦，又有小说般的引人入胜，既有游玩

般的随心惬意，也有聊天般的轻松自由。那么，也许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而国培远程研修这个平台，

无疑会带给我们这样的享受。“案例故事”我们似曾相识，“专家讲座”让我们茅塞顿开，资源宝典

又引发更多的思考；BBS里谈观点，留言区里踩脚印，培训感言里展风采，班级作业里秀文笔……带

走一些智慧，让它温暖你的生命，留下一些思考，让他停留在讨论帖里，给后来者更多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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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的制作过程与技巧 刘华丽（ynxb161172） 麒麟区茨营镇示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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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华东师范大学开放教育学院承担的国培计划（2016）--云南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网络研修与校本研修整

合培训已于10月17日正式开班。在云南省教育厅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各县区管理员的协助下，学员积极上线学习、辅

导教师有序开展各项助学任务。截止11月21日参加培训的2个区县共计2113名学员中，已有2067人学习，学习率

97.82%；选课率36.11% ，其中763人已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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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培训中担任辅导教师助学工作的共有27人，分别来自于罗平县和麒麟区，主要助学工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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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媛，女，云南幼儿1班辅导教师，

中共党员，小学一级教师，毕业于曲靖

师范学院音乐舞蹈系舞蹈表演专业，

2007年至今就职于曲靖市麒麟区第二幼

儿园。期间数次到各大专业艺术院校进

修，多次带领幼儿参加省市及国家级各

类舞蹈比赛，并获得较好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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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德全：云南初中数学1班辅导教师，罗平县数

学骨干教师，中小学高级教师，参加工作18年，18年

的班主任工作，9年的年级组长工作，4年的教务副

主任工作，发表论文20余篇，论文竞赛获二等奖以

上论文20余篇，积极探索研究数学教学，努力学习

信息技术以此提高教学效益，亲近专家的讲座，不

断反思，力求实践，教学成绩历年在全县前列。

珍惜本次国培辅导教师的缘分，仔细听专家的讲

座，积极沟通学员。班级作业、研修日志、讨论发

帖等发现问题的，申老师及时发布公告，并在QQ群

说明，想方设法抽时间进行国培指导。国培已经一

个多月了，现在正在进行着，正在成长着，正在快

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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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初中语文1班 黄国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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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幼儿1班 何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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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制作PPT？

一、PPT的启动和退出 1、打开方法: 方法一 :单击桌面“开始”按钮，选择“程序”→“Microsoft 

Office”→“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2003”。这是一种标准的启动方法。 方法二: 双击桌面快捷方

式图标“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这是一种快速的启动方法。 2、退出方法: 方法一:单击窗口

右上角的“× ”。 方法二: 关闭所有演示文稿并退出PPT 单击菜单“文件”→“退出”。

二、幻灯片版式的选择 在右侧幻灯片版式中选择并单击需要的版式。教师在实际的课件制作过程

中，希望能够自己设计模板，这时可采用“内容版式”中的“空白”版式，进行自由的创作。

三、有关幻灯片的各种操作 应用PPT进行设计的简单过程是:首先按照顺序创建若干张幻灯片，然

后在这些幻灯片上插入需要的对象，最后按照幻灯片顺序从头到尾进行播放(可以为对象创建超级链接

来改变幻灯片的播放顺序)。 幻灯片在PPT设计中处于核心地位，有关幻灯片的操作包括幻灯片的选择

、插入、删除、移动和复制，这些操作既可以在“普通视图”下进行，也可以在“幻灯片浏览视图”

下进行。下面以“普通视图”为例，介绍有关幻灯片的各种操作。在“普通视图”下，PPT主窗口的

左侧是“大纲编辑窗口”，其中包括“大纲”和“幻灯片”两个标签，点击“幻灯片”标签，这时将

显示当前演示文稿内所有幻灯片的缩略图，每张幻灯片前的序号表示它在播放时所处的顺序，通过拖

动滚动条可显示其余幻灯片，有关幻灯片的操作在该区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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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运用"微课程"来弥补课堂教学? 

微课程的主要载体是短小精悍的微视频，也可以是其他媒体形式的微内容．如文本

、音频、动画、软件等。我们从微课程的发展历程来看，它与20世纪90年代传人我国的

“学习对象”概念相类似，但它所不同的是，目前出现的微课程概念大多是由一个视频

文件组成，以讲授一个“知识点”(包括概念、知识、问题等)为主体，它与学习对象相比

较更加强调“视频”这一媒体的应用，这与慕课的核心内容——基于“视频教学”不谋

而合。

在我国最初的基础教育领域实验中，微课程只是一种微视频课件，着重在于解决传

统教材由静态文本向动态资源转变，以及解决传统教学视频“颗粒度”过大问题。但在

慕课的影响下，微课程的含义开始延伸，它不再仅限于对“知识点”的讲授、问答、演

示、练习、反馈等教学环节的加入，并且将覆盖学生学习的全过程，它包含着教学(学习)

目标、内容、资源、活动和评价等必要的课程要素，并以整合课堂教学或在线教育应用

为基础。因此，微课程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新的教学媒体、工具和资源而存在，而是作为

一种新型的“课程”组成单元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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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样才能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作文要学会积累

（一）语言方面要建立“语汇库”。语汇是文章的细胞。广义的语汇，不仅指词、短语的总汇，还包
括句子、句群。建立“语汇库”途径有二：第一是阅读。平时要广泛阅读书籍、报刊，并做好读书笔记

，把一些优美的词语、句子、语段摘录在特定的本子上，也可以制作读书卡片上。第二是生活。平时要

捕捉大众口语中鲜活的语言，并把这些语言记在随身带的小本子或卡片上，这样日积月累、集腋成裘，
说话就能出口成章，作文就会妙笔生花。

（二）要加强材料方面的积累。材料是文章的血肉。许多学生由于平时不注意积累素材，每到作文

时就去搜肠挂肚，或者胡编或者抄袭。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积累素材。平时有条件的可带着摄像机、
录音机、深入观察生活、积极参与生活，并与写生、、写日记、写观察笔记等形式，及时记录家庭生活

、校园生活、社会生活中的见闻。记录时要抓住细节，把握人、事、物、景的特征。这样，写出的文章

就有血有肉。
（三）要加强思想方面的积累。观点是文章的灵魂。文章中心不明确，或立意不深刻，往往说明作

者思想肤浅。因此，有必要建立“思想库”。方法有二：第一要善思。“多一份思考，多一份收获。”

平时要深入思考，遇事多问问“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这样就能透过现象看本质。还要
随时把思维的“火花”、思索的结论记录下来。第二要辑录，也就是要摘录名人名言，格言警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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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实验的优点与不足？

优点：1、仿真性 2．开放性3、无时限性4、可操作性对操作者而言：1、自主性 实验者想要

什么时候做实验，实验做多久，可以随意发挥不受场地等的制约。2、临场性 虽是虚拟实验，但

得到的是与真实场景差不多的效果。3、多感受性 不同或者相同的实验人员由于其操作步骤、方

法等不同会得出多样的结论。4、形象性 虚拟实验仿真程度不亚于实际实验，因而具有极强的真

实性。5、安全性 虚拟实验室里做实验比在现实实验室里做实验安全得多。化学实验中有些药品

有毒、有的生成物有刺激性有毒、有的化学反应比较剧烈，操作不当会引起爆炸等不良后果。在

虚拟实验室中做这些实验，既可对实验现象或过程很好地仿真而且不必冒着发生伤害或意外爆炸

的危险。6、有效性 是指可以增强学生对实验的真实感知能力，从而提高课堂效率。

不足：虚拟实验不能有效培养学生实际动手操作的能力，无法体会真实实验那种近距离接触

物质的乐趣。毕竟是虚拟实验给人的真实感不强。也不能体验实际实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学生能力的发展。所以尽管虚拟实验优点较多，但对于课堂教学而言它仍然是一种

教学辅助手段和必要的补充，而不是用来取代应有的教学步骤。



下阶段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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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教师（ 2016年11月21日-12月3日）

1.督促学员学习课程

2.及时答复学员发布在BBS、班级QQ群中的问题（每天至少

在线2小时）

3.组织学员参与bbs研讨，对学员的“主题帖讨论”管理，及

时点评、设置加精等

4.批改方法篇考核作业

5.组织学员在工作坊内开展 “磨课”讨论交流活动

6.开展“信息技术应用能手经验分享”活动

7.制作并上传班级简报：第五期班级简报

学员（ 2016年11月21日-12月3日）

1．观看网络课程，阅读电子文本和拓展资源。

2．参与BBS“主题研讨”

3．发表研修日志

4. 完成“方法篇”学科考核作业并参与作业互评

活动

5．参加工作坊磨课研讨活动

6. 参与“信息技术应用能手经验分享”活动

第三阶段“技术篇”已经学完，接下来将完成第四阶段“方法篇”的学习（ 2016年11月21日-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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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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