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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江市乐橙教研工作室教学设计专用 

工作室名称（盖章）：廉江市乐橙教研工作室 
（扫描二维码） 

所在市区：广东省廉江市 

课程类

型 
多技术融合环境                 □智慧教育环境 

课程名

称 
跨学科主题学习：红树林的保护与修复 

所属学

科 
信息技术 使用教材 

粤教版 2019 

所属学

段 
初中 教学时长 

40 分钟 

任课教

师 
曹悦 职称  

职

务 

教师 

任课教师简介 

 

 

 

 

 

课例简介 

请简要阐述课例名称、教学对象、教学环境、教学设计理念、教学策略、实施效果

及推广应用情况。 

 

课例名称：跨学科主题学习：红树林的保护与修复 

教学对象：七年级 

教学环境：多技术融合 

 

 

 

教材及教学内容分析 

 

课堂选用教材：粤教版 2019 版信息技术七年级下册 

教学内容分析：本节课内容为粤教版信息技术七年级（下）第一单元教学内容， 

第一单元主要针对的是 WPS 演示，主要是从版面设计、文字的编辑与美化、页面布

局、版面的编辑及美化、插入对象、表格的使用及设计等几个方面，主要考查的是学生

对 WPS 演示程序的使用。 

课程教学内容：本节课属于微项目式课程，教学中将引导学生通过展示湛江地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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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林 VR 影像程序，观察湛江地区的红树林被破坏现状，根据导学案学习资料，辅助相

关知识的搜索与积累，借助自主学习教学平台教学视频，制作并分享《红树林保护与修

复的方案》。 

 

教学对象分析 

请从学生认识能力、认识结构、已有知识和能力基础、学习态度、学习动机、学习风格、学习

条件等方面进行分析，并阐明所使用的教学对象分析方法和工具。 

 

 

 

 

 

教学目标分析 

 

教学目标： 

１、利用搜索引擎、微信或抖音（媒体平台）、论文分享平台、线上图书馆等路

径，对红树林保护与修复的相关知识进行记录，培养学生信息意识和严谨的学术意识。 

２、自主选择合适的平台或资源，利用 WPS 演示视频课程，自主学习制作 WPS 演

示的技巧，培养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进行自主学习和交流的习惯。 

3、根据自己获取的知识，选择适合的 WPS 演示版式，制作一份红树林保护与修复

的方案分享演示文件，并组织语言对自己的方案进行分享。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解决问

题的能力和数字化创新能力。 

 

教学重难点分析及解决措施 

请阐明教学的重点、难点、解决教学重难点的策略、方法及技术工具（含工具、资

源、平台等）支持。 

 

本课重点： 

1、搜索积累红树林保护与修复相关知识 

2、利用教学平台或者网络视频课程，完成一份《红树林保护与修复方案》演示文

件，组织语言对自己的方案进行分享。 

 

本课难点： 

利用教学平台或者网络的视频课程，完成《红树林保护与修复方案》的演示文件制

作。 

 

解决策略： 

利用导学案和前置学习，引导学生利用搜索引擎、微信或抖音（媒体平台）、论文

分享平台、线上图书馆等路径进行资料收集，在导学案中利用规范的格式，培养学生严

谨的学术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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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 UMU 平台，进行课程整合，将教学视频变成支撑学习的支架，结合 VR 影像展

示，引导学生观察、记录，并提出解决方案。 

 

 

主要教学

策略 

1、 导学案和前置学习，借助周未时间，引导学生对相关知识进行前置学

习。 

2、 利用 UMU 平台，对课程进行整合，从项目提出，到找到解决方案，最

后进行分享。 

技术工

具、平

台、资源 

UMU 教学平台，视频处理程序，希沃平台，VR 网站、计算机室 

技术支持的教学设计思路 

 

 

 

 

教学活动设计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技术、资

源 

（含平台

与工具） 

意图及

时间 

一、情境

导入： 

提出

项目，引

起共鸣 

 

教学任

务： 

让学

生了解微

项目的具

体要求，

对要求有

总体体验 

1、 播放红树林被坏后的视频，引起

学生共鸣。 

2、 出示课件 

 

出示课程任务 

 

1、 学生观

看视频 

2、 打开资

源平

台，学

习课程

目标 

 

希沃平台 

教学用计

算机 

3 分钟 

 

意图：

激发学

生学习

兴趣并

快速进

入学习

状态 

二、讲授

新课 

抽象

核心，形

成解决思

维 

 

教学任

1、 请学生思考，要完成这个任务，

需要哪几个方面的内容？出示课

件 

 

1、 学生思

考 

2、 学生观

看 视

频 

2、修改导

学案内容 

希沃平台 

UMU 教学

平台 

教学用计

算机 

5 分钟 

 

意图：

引导学

生对红

树林的

被破坏

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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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利用

学习平

台，自主

学生关于

红树林相

关知识，

完善《红

树林保护

和修复的

方案》的

现状调查

部分 

在前置导学案学习中，我已要求

大家进行相关知识的搜索，出示

平台数据并请完成的同学举手，

教师用手机进行拍照投屏。 

2、 请未完成的同学生打开 UMU 平

台，开启第一小节，请学生自主

查看相关视频，完成红树林相关

知识的修改。 

 

种方

式，找

出相应

的解决

措施。 

三、主题

浸沉 

    出示

湛江地区

红树林 VR

影象，引

导形成方

案 

同学们已经了解了红树林相关的知

识，那么我们湛江地区的红树林是什

么情况呢？请同学们打开学习平台学

习任务二的湛江地区红树林 VR 影像

网址。认识观察，并将发现的问题用

截图功能保存下来。 

 
 

学生观察，

并确认湛江

地区红树林

被破坏的情

况，根据前

置学习知

识，并选择

对应的解决

措施。 

VR 影象网

站 

UMU 教学

平台 

教学用计

算机 

3 分钟 

 

意图：

引导学

生观

察，并

形成解

决方

案。 

三、主题

浸沉 

按教

学要求，

按需进行

WPS 演示

程序主自

学习 

 

教学任

务：通过

视频，自

主学习掌

握一种制

作 WPS 演

示页面的

方法。 

1、 今天的课程任务大家已经完成了

25%了，接下来我们要学什么？ 

2、 开启第二小节，请学生以四人为

小组，按需对 WPS 演示程序进

行学习。 

 

1、 学生回

答：

WPS 演

示制作

技巧。 

2、 学生边

讨论，

边自主

学习 

VR 影象网

站 

UMU 教学

平台 

教学用计

算机 

5 分钟 

 

意图：

让生学

进行分

享前准

备。 

四、方案

形成 

开启第三小节 

出示方案要求。 

学生阅读汇

报文件要

VR 影象网

站 
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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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

任务任：

学生小组

完成分享

的红树林

保护和修

复的方

案》 

 

求，边讨

论，边以小

组完成汇报

演示文件 

WPS 演示

程序 

UMU 教学

平台 

教学用计

算机 

五、分享

拓展 

 

 教学任

务：学生

分享自己

的作品，

并完成教

学评价调

查 

 

1、选择部分学生作业让学生进行分

享。开启第四小节 

2、开启第五小节，出示课堂评价调

查，教师对课堂程序进行小结。 

 

1、 学生上

传作

品，并

邀请两

个小组

分享自

己的作

品 

2、学生完

成课堂评价 

UMU 教学

平台 

教学用计

算机 

9 分钟 

     

教学评价 

1.选择“多技术融合环境”的教师： 

（1）请提供本课例课堂教学所使用的量规，要素至少包括评价指标、评价等级、指标

的分级描述； 

（2）阐明实时、全面采集学生学习过程性数据所使用的技术工具； 

（3）给出本课例课堂教学评价结果数据（建议使用图形、图像等可视化形式呈现）。 

2.选择“智慧教育环境”的教师： 

（1）请阐明在本课例的课堂教学中如何利用信息技术采集和分析数据，以为学生提供

精准化、个别化、差异化的指导； 

（2）请提供本课例所使用的数据分析模型，并阐明数据分析模型的应用过程； 

（3）给出本课例课堂教学评价结果数据（建议使用图形、图像等可视化形式呈现）。 

 

 

 

 

 

 

 

课堂教学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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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提供本课例完整的课堂教学实录链接网址二维码，要求： 

1.格式为.MP4 文件，时长不超过 40 分钟； 

2.制作片头，时长不超过 10 秒，包括课例名称、任课教师、任教学段、使用教

材、学校等基本信息； 

3.视频清晰（高清），请根据“教学活动设计”中所设计的各教学环节在课堂实录中进

行相应文字注明。 

 

 

 

 

 

 

 

教学反思 

请从教学设计理念、教学实践过程、教学方法、教学效果、技术工具应用、教学创

新等几个维度进行教学反思。 

 

 

 

 

 

 

改进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