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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有效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促进教师

专业发展， 学校积极建立录播教室， 并接入县教育资源云平

台。教师概述了录播平台在教师专业发展中的优势，并在此基

础上总结了录播平台在教师研训、 课堂教学等方面促进教师

专业发展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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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录播系统，是一个集多媒体录制、编辑、存储、视频点

播、数字化现场直播为一体的数字化网络系统。 在录播教室上

课，教师只要上课前轻轻按下操作台上的“录制”键，上完课后

按下“结束”键，整堂课便会被自动录制下来。教师录课后，平台

会自动将课程上传到服务器，其他教师登录城域网，便会在任

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以观看已经录制的所有课的内容。 同时，
经学校管理员审核推送后， 发布在县域教育资源云平台上，全

县教师都可以实现在线听课，让全县教师得到资源的共享。 经

过几年的实践，录播教室的建设应用已经在学校教育教学中日

益凸显出它强大的作用与功能，对于实现教育信息化，促进优

质教育资源共享，提高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有着重大意义。
一、拓展教研时空，提高研训实效

1.利用教研活动时间“同时异地”研讨。 组织教师在观课

室或办公室开展以诊断、帮助、提高、学习等不同目的的听课，
可以边听课，边交流研讨，不受班级教室听评中课堂纪律的约

束，使教师在听课的过程中更具目标性和分析性，从而提高听

课的效率，增强分析、评课能力，最终提升自我教学能力。
2.利用录播课堂可以随时回放的特点，“异时异地”听课。

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灵活调整，只要在规定的时间段（一

周）内听完就可以，减少被动听课的压迫感和逆反心理，节省

出更多的时间以增强教研活动的实效， 改变以往教研活动就

是听课的弊端，实现听课时间和空间的开放。
二、片段“微格教研”，实现互助共赢

根据教师个体的“短板”，安排针对性听课，教师可以根据

自己学习的需要， 选择不同教师的同一教学环节或者同一教

师的某个特定教学环节进行学习，在比较中取长补短，避免传

统听课一听到底的弊端，提高时间利用率。 在备课活动中，教

研组可以对重点章节进行集体备课， 还可以通过观看以前录

播系统拍下的教学视频， 特别是对优质课堂实况录像进行反

复研究、分析评价，进而提高教师的教学技能。
三、自我诊测反思，提高课堂驾驭能力

课堂教学是一门永存遗憾的艺术。在平时的教学中，授课

教师很难对课堂的细节， 特别是不足之处进行及时了解和反

馈，而通过录播系统，授课教师在课后能够通过网站平台看到

当堂课的录像资料，这样就会发现整节课的所有细节，如教师

本人上课的教态、声音的高低、语速的快慢、课件的冗余等，开

展“遗憾”分析。 教师通过对一些在听评中有明显争议或自己

感到不满意的地方反复观看， 就可以进行二次完善和再教设

计。这种方式对于那些有进取心的教师来说，是一种促使自己

快速成长的有效方法。
四、发挥“名师”效应，示范引领带动

为了最大限度地用好身边的优质资源， 发挥名师的示范

引领作用， 学校可以每周安排县级以上骨干教师或市县优质

课评比中获奖教师，在录播教室承担校内公开课教学。与此同

时，本年级其他班级的学生也都在教师的组织指导下，跟随着

这位教师一起学习， 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这就是学校依

托录播系统组织进行的直播课堂。这种课堂教学，教师的授课

由班级走向年级，面对全年级的学生上课，教师的课堂教学准

备无疑更加精细，上课的专注度会更强，极大地锻炼了教师的

教学能力。 同时，对其他教师也是一个鞭策，促使其他教师继

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课堂教学水平，争取为全年级学生去

授课，促进个人专业成长。
五、远程互动教学，促进教研联盟交流

借助录播平台的远程交互教学功能能够让县域内的多个

同类学校打破地点的约束，实现多个教室同上一节课的效果。
利用录播教室，教师在自己的课堂上进行教学，远在其他学校

的师生也能实时收看到教学场景， 并能对授课过程中的疑问

进行提问，和教师进行互动。远程交互教学很好地利用了优秀

的师资力量， 减少了因地理位置的限制而带来的对师资力量

的限制。如在中考前夕，县教研室组织开展全县三所中学的教

研联盟活动。活动中负责语文学科的牵头学校临泽二中，安排

了一位多年带九年级毕业班课程的教师在本校录播教室上了

一节“修改病句”的专题复习课，二中会议室里教师上课的情

形正呈现在大屏幕上，二中教师正在热烈地讨论着。 这边，四

中和三中的教师也正在办公室里一边看课堂直播一边在网上

和二中教师发起研讨，交流着课堂的情况和各自的复习策略。
以前要搞这么大规模的听课， 教室里的过道都被听课教师坐

满了，授课教师极不方便辅导学生，也给授课教师带来很大的

压力。 对于听课教师来说，也由以前的窃窃私语，变成了公开

的讨论，这种“幕后”的听课可谓两全其美。
综上所述， 录播平台借助了现代化的设备和先进的信息

技术，让教学教研走上了“互联网+”的道路。 教师只有不断提

高自身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才能更加适应教育新潮流，让课

堂教学散发新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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