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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描述】
生A：这次主题是“尊重”，我作业的题

目是《如何正确使用表情包》，我认为在网
络时代，表情包的正确使用直接关系尊重
的问题。（学生注意吸引）

生A：大家都知道，我们班上周末差点
出了大事。（学生窃窃私语，小声议论）

生A：对，就是在班级群里，由于表情包
的不正确使用闹了不愉快。（学生了然）

生A：表情包在我们日常 QQ、微信中
经常使用，这也是把双刃剑。用得好会更生
动，大家沟通更愉快、更轻松，如这个“笑
哭”的表情包就被经常使用，它还是2015年
牛津字典的年度词语；但如果使用了不恰
当的表情包，就会很尴尬。上周末我们班级
群里“熊猫人你装逼，我给满分”等表情包
就给人不尊重的感觉，后来就发生了斗图，
很不愉快。（PPT出示相应图片，学生关注
度高，产生共鸣）

生A:我觉得有些不太文明的表情包，
如这些明星和身边人的照片做成的不文明
的表情包就不要用，这不仅看了后会产生
不尊重的感觉，其实对表情包中的明星也
是不尊重，甚至可能构成侵害他们的肖像
权。大家知道“葛优躺”吗？（学生纷纷点头，
兴趣浓）

生A：2017 年，“艺龙旅行网”就因在微
博中使用著名的“葛优躺”被诉侵权。最后，
葛优提出请求法院判令“艺龙旅行网”立即
停止侵犯肖像权的行为，并索赔40余万元。
（PPT出示报道，学生认真倾听）

生A：所以，不恰当使用表情包不仅关
系尊重还可能涉及违法，因此我们要正确
使用表情包，做一个文明的网友。（学生鼓
掌，展示结束）

【德育观点评析】
这是课堂内学生网络“微”作业的展示

场景，学生围绕课时教学“尊重”的主题，结
合班里实际发生的问题，分享了网络空间
如何尊重的思考，使老主题赋予了时代的
新意义。拓展了教材的学习边界，彰显了学
科网络育人的实践与效能。

网络“微”作业的实施，是我们在初中
道德与法治学科进行作业创新的德育实
践，强调衔接课时教学、凸显学科特征、注
重融合兴趣，最大限度满足学生个性的学
习需求。其“微”包含视角“微”、内容“微”、
形式“微”、耗时“微”四大特点，。

一、作业目标指向学生核心素养

作为课程设计与实施最灵活的元素，
道德与法治作业设计必须不断适应教学理
念更新和学习方式转变的需要。相应地，作
业也可以成为教师创新探索“教”与“学”方
式变革的优质载体。在网络“微”作业实践
中，我们以学科课程标准为指引，立足学
情，从学生、教材、教师、网络环境等方面，
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评估，梳理了扎根学生
生活，以价值引领为核心、个性兴趣为动
力、简便方式为支撑、现代网络为载体的
作业设计理念。

我们尤其注重将价值引领贯穿作业始
终，从中渗透包括知识、思考与情感范畴在

内的价值观教育。其中，知识范畴强调知识
的拓展和信息的择取；思考范畴立足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情感范畴则注重情
感的激发与价值观的形成。

据此，网络“微”作业以网络育人为基
本思路，具有了明确的作业目标：

在知识与技能上，我们希望借助作业，
帮助学生拓展学科性知识，实现知识体系
的再建构；学会通过网络收集、整理、甄别
信息的技能；熟练掌握多媒体课件制作的
技术。在过程与方法上，引导学生掌握运用
自主、探究的学习方法；初步形成观察、分
析、说明社会现象的思维方法；并掌握积极
参与家庭生活、社会公共生活的方法。由
此，逐步形成尊重事实和逻辑的理性态度，
了解领悟社会正向的主流价值观，感知弘
扬正能量，丰富情感体验，并享受作业实施
与分享的过程和乐趣。

这一目标设计，有效回应了核心素养
时代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深度变革的挑
战，借助网路“微作业”，让学生成为知识与
品德的探究者与建构者，真正逼近学生的
学习活动与思维过程，并最终走向学生的
道德实践，落实核心素养教育。

二、作业流程凸显学生自主学习

我们将网络“微”作业的实施过程分为
学生活动和教师活动两条线，强调学生的
自主学习，依据教学板块的差异和教学目
标定位，设计与开展了多种类型的网络

“微”作业，有效达成作业目标。
一是知识拓展型作业。
旨在引导学生基于教材，借助网络海

量资源，通过查找、筛选、择取来丰富认知，
实现知识扩容，深化知识体系的建构。以七
年级上册《守护生命》“爱护身体”为例，设
计了“食品安全我知道”微课件作业。虞同学
受到班上小A同学因未吃早饭导致血糖过
低，跑操时晕眩事件的触动，针对早餐问题
进行了“空腹六忌”微研究。帮助学生拓展了
生活知识，传达了食品安全首先是自己对自
己负责的价值判断，极大缓解了不按时饮食
的现象，这种自发教育对于学生形成健康生
活的态度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二是情感体验型作业。
重在引领学生参与家庭和社会生活实

践，获得真切的情感体验，实现情感满足，
德性涵养，促进身心人格的健康发展。以七
年级上册《亲情之爱》“爱在家人间”为例，
教师针对情感教学目标，设计了“我是小拍
客”微文档作业。有学生用一张中秋节家庭
生活照分享家庭温情，也有学生描绘中秋
节亲人不在身边的惆怅。每份作业内容不
同，但都流淌着情感与温度，散发着浓浓的

“家”的情怀，彰显德育中人文情怀的张力。
三是难点突破型作业。
针对教学中的重难点而设计，旨在引

导学生通过联系生活，衔接经验，加深对学
科知识的理解和认同，并内化为个体价值
观。例如，在学习八年级下册《维护公平与
正义》“公平正义的守护”后，设计了“扶不
扶，我来说”微图说作业，请学生从道德、法
律、社会、医学、自我保护等角度，自主选择
切口谈想法。学生从网上搜集了德州三小
学生扶人被讹、南京彭宇案、安徽女大学生
扶人被讹翻转等新闻事件，自发提炼了若

干有价值的观点。如“扶”是帮助人的体现，
应该扶；“扶”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应该
传承；“扶”要在自我保护的前提下，留下证
据后再“扶”；“扶”应该科学的扶，不正确的

“扶”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扶人过程中的讹
诈伤害是不道德的，也是违法的……这些
观点的提炼源于学生基于现实生活的真切
思考与体悟，实现了学生对“公平正义”的
多维深刻认识。

不同视角的作业也引发了学生多维度
的思考，有助于学生求异、发散与理性思维
的塑造，在增长学生智慧的同时，更牵引其
德行，延伸了课堂的长度。

四是任务驱动型作业。
从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出发，围绕着

某一现实问题，学生自发或在教师引导下
展开网络微学习，常识探究并解决实际问
题，沉淀生活的智慧。例如，在八年级上册
《社会生活离不开规则》“维护秩序”学习
时，出现了小B校园卡不慎丢失，因没及时
挂失而被盗刷的事件，引起了同学热议。为
此，教师设计了“我的卡生活”微作业，请学
生分组就卡的作用、使用、安全性等展开具
体研究。作业最终上传至校园网，成为点击
率高的“新闻”，深受师生欢迎。网络“微”作
业打通了学生走向会学习、会生活的通道，
成就的将是有能力、懂生活的现代公民，最
大程度地满足了学生个性发展的需求。

三、作业展评激活学生个体成长

我们为网路“微”作业设计了立体多元
的评价体系，立足学科特点和学情差异，提
出了分层递进的评价要求。第一层次要求
作业完成及时、呈现清晰、内容完整；第二
层次要求作业观点明确、价值观正确；第三
层次要求作业创新独特、有价值。

网络“微”作业的广泛展示，主要依托
校园局域网平台，由班级电教委员和课代
表负责整理和反馈本班网络作业。学生可
在课后实现跨班、跨级阅读与共享作品，
其中评定的优秀作业上传至年级公共平
台中滚动播放，学生可自由阅读。特别优
秀的网络“微”作业将由学科组教师统一
上传至学校网站，实现更大范围的网上阅
读与共享。学校定期举行校级学科联谊，
根据联谊主题制作阶段性作业成果展板，
自豪地“晒”出优秀网络“微”作业作品。如
此，让网络“微”作业立足学生的多元个
性，尊重其个体差异，借助网络展示与评
价，充分张扬学生个性，让每一个学生都体
验和收获成功。

当前，网络教育已成为新的教育形态，
面对无人不网的初中学生，我们只有主动
占领网络这一育人新阵地，运用好这一新
工具，才能完成网络时代的育人使命。网络

“微”作业的实践，实现了学科作业由单一
转向个性，由封闭走向开放；使学科教学由
线性转向立体，由控制走向引领；使学科学
习由知识转向智慧，由课堂走向生活。运用
多种手段与途径让道德之树根植于生活的
沃土，在引领学生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
会做人中涵养其核心素养的培育、助力其
德育因子的生长，这是学科教师的必然选
择，也是必然责任，为之我们将孜孜以求，
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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