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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微课”在教学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微课的主要构成是微视频，简

短的微视频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起到了促进作用.鉴于此，本文对初中数学微课展

开实践研究.

关键词：微课，自主学习，初中数学

微课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迅猛发展的过程，越来越多的中小学一线教师和教

育科研工作者积极投身到微课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中去.微课对学生的自主学

习、教师的教学实践和教师的专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微课的含义

张一春教授认为，“微课”是指为使学习者自主学习获得最佳效果，经过精

心的信息化教学设计，以流媒体形式展示的围绕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开展的简

短、完整的教学活动.它的形式是自主学习，目的是最佳效果，设计是精心的信

息化教学设计，形式是流媒体，内容是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时间是简短的，

本质是完整的教学活动.因此，对于老师而言，最关键的是要从学生的角度去制

作微课，而不是在教师的角度去制作，要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思想
[1]
.

黎加厚认为，“微课程”是指时间在 10 分钟以内，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内容

短小，集中说明一个问题的小课程
[2]
.

目前我国微课的应用仍处于教学资源阶段，只是借助单个的知识点微视频来

作为教学的补充，适用于学生课外自学，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课程.

二、微课设计的程序

（1）选定主题

微课针对特定的主题，如核心概念、单个知识点、某个教学环节、数学活动

等，这些主题要具备以下特点：教学目标明确，教学内容明晰，能够在几分钟之

内讲清楚，学习者感兴趣，并且能够快速掌握.微课的选题要在众多的知识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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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节中提炼出重难点.内容包括知识点讲解、典型题型精讲、操作技能演示、

总结归纳、学法指导等.

（2）教学设计

由于学习者是自主学习微课，没有教师的现场管理，对微课的设计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首先微课的设计要有启发性和引导性，提出问题，引发思考，让学生

得出结论.微课主题明确，要求在短时间内将教学内容组织好、配以生动有趣、

简单明了的讲解.微课的设计要尽量将复杂问题简单化，降低无关性认知负荷，

优化相关性认知负荷.同时传统课堂中师生便捷的交互性也要引入微课，教师要

注重引导，还可以引入实时测试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在录制前要完成详尽的教学设计，框架设计思路清晰.制作课件时要考虑课

件的色彩搭配、图片的位置、文字的大小，每屏的信息量等诸多要素，重难点需

特殊字幕重点表明.教师讲解的语言要详尽书写下来，并配以视频学习效果的检

测.

（3）录制视频

视频是微课的核心内容.视频的制作可以采用多种方法，比如手机+白纸，录

屏软件（把屏幕操作录制成视频的软件）+PPT，录屏软件+手写板+PPT 等.录制

视频由于有声音的录入，所以要选择一个安静无杂音的环境，在言语表达方面要

具备过硬的普通话能力，同时语言表达要亲切.

（4）视频后期处理

视频录制中出现的瑕疵后期可以通过一些视频处理软件对录制的视频进行

剪辑处理.最重要的一步是视频压缩.实拍录制的视频往往所占空间较大，就带来

了存储和传输等问题.微课的优势就在于方便学习者通过网络反复观看，尤其可

以通过手机观看，供学习者随时随地进行自主学习，因此在保证视频质量的前提

下尽可能的压缩视频的大小.还要注意的一点是教师的语言表达尽量要普通话标

准，关键语句要配上字幕，使学生学习起来更轻松，更有效.

（5）微课视频及相关资料上传

根据需要与视频一起上传的资料可能包括：微课教学内容简介、教学设计的

教案或学案、多媒体教学素材和课件、练习测试和学生反馈等，注意避免冗余杂

乱的各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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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反馈及评价

学生自觉性的检测与监督需要信息的反馈和交互来实现.通过微课配套的反

馈练习来检测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同时也是对自己制作的微课进行反思和修改

的建议来源.可以设计好“学生微课学习任务单”，使学生的学习有一个完整及

时的反馈，样表如下：

“微课学习任务单”样表

学习内容：

达成目标：

学习方法指导：

学习过程记录：

我的收获：

困惑与建议：

（7）微课的修改

通过学生的反馈练习以及自己的再思考，对微课进行完善.从编写脚本开始，

整个制作过程重新进行，虽然显得繁复，但这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保证，教师的

心血也不会浪费，能够充分发挥微课的作用，帮助到更多的学生.

微课的开发和应用是一个动态的、不断优化的过程.微课呈现的是一个教师

对知识点理解的最精华的部分，需要师生之间不断的交流和反思，进一步的修改

完善.

三、微课案例应用建议

（1）重难点的讲解

该微课程主要讲解数学学科中难以理解的概念、公式的推导以及考试的重难

点知识，用微课程的方式展现这些知识点，易于将难的多个知识点分割成简单的

知识点，通过简明清晰的方式再次展现给学生，可以很好地补充课堂讲解中不详

细或学生没听明白的地方，可以使学生加深对重要知识点的掌握和研究.

（2）课后作业布置

微课用于课后数学作业的布置突破了传统的作业模式.通过微课可以引导学

生复习了相关知识点后再自主解决问题，另外对于较难的问题可以给一些提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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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生分析问题，从而更好地解决问题.

（3）自主探究问题

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可以通过微课形式布置一些自主探究问题，设置层次性

强的问题，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同时可以设置讨论组，开展一些小组合作活动.

（4）课后自主复习

复习是数学学习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课堂知识不能及时消化记忆，成为很多

同学数学学习的阻碍，有了微课这一复习小帮手，可以让学生及时弄懂所学知识.

播放微视频的时间可以随意性，充分利用课后时间让学生去记忆.总之我们可以

不断反复利用微课的记忆能力帮助学生理清概念，形成正确的知识体系.

此外在学习新课前根据需要布置学生相应的复习任务，有助于学生探索新知.

例如：在学习《反比例函数》一课前，可以复习一下一次函数的相关知识点，可

以类比一次函数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反比例函数的相关性质.比如可以通过列表、

描点、连线的方法探索反比例函数的图像，研究反比例函数的性质也可以从增减

性与对称性等方面研究，感受到反比例函数也是刻画现实世界数量关系的有效模

型.

“微课”可以在某些方面弥补传统教学方式的不足，对知识点进行各个击

破，更有效的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学生可以通过微课对各种基本的知识技能方法

逐项进行训练，使复杂的教学技能得以简化，由易到难，由浅入深，渐次进行.

学习可以借助微课强化和巩固已学会的内容，努力调整尚未掌握的部分，掌握有

关技能要领.

微课，作为一种新型的课程资源，有着其他课程资源无法替代的价值，小微

课能够发挥大作用.但微课缺乏应有的灵活性、辅导性，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的

学习手段，它取代不了辅导老师的作用.微课只是学生学习的补充和辅助手段，

它代替不了真实直接的现场学习.

[1] 张一春，微课建设研究与思考[J].中国教育网络.2013,(10)28-31
[2] 黎加厚.微课的含义与发展[J].中小学信息技术,2013,(4)1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