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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微课”是现行教育体制下新兴的教学方式，是针对重要知识点或教学

环节进行讲解的一种课程形式。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让微课在各阶段的教育中

广泛运用。笔者认为，将微课运用到高职教育教学中，对于推动高职教育的进程，

提升高职教学质量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微课在高职教育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旨

在促进教学搞个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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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的概念最初是从国外教学中提出的，是指在短时间制作教学目标明

确、内容精致短小并且集中讲一个问题的小课程[1]。教学中采用视频、音频等信

息化手段，使得微课在高职教育上事倍功半，将微课应用到教学改革中是高职院

校的迫切需要，学校应鼓励教育工作者在教学过程中去实践，在实践中获得的宝

贵经验，从而制定出更加有效、更加生动、更加多样化并且符合高职教育的新兴

教学方法。

一、微课的特点

对于“微课”的定义直到现在还没有官方或者有关机构给出明确的答案，各

个不同教育阶段的教育工作者对此看法也不尽相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

目的都是要将微课应用到教学中提高教学效果。“微课”的特点非常突出，需要

掌握其含义的精髓才能有效的应用于教学中。

（一）短时间

微课在应用中的持续时间尽量在 5-10分钟的范围，过长的时间不容易达到

教学效果，时间越长学习效率越低，并且容易增加知识点负荷，导致学习兴趣下

降[2]。

（二）主题突出



微课的教学价值体现在攻克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所授教学目标清晰，突出

主题。采用信息化方式设计主题精简、内容强化的教学大纲，快速进入主题，才

能让学习者获得最佳学习效果，促使在短时间内加强学习者提炼出学习要点。

（三）灵活授课，自主学习。

无论是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其目的就是达到良好的教育目标，通过引入

微课来丰富教学方式，学习者能够快速掌握学习重点，也能够提高学习者的学习

兴趣，间接的促使学习者的自我学习能力，达到了教学目标。

二、微课在高职教学改革中的基本条件

高职教学改革的目的是要在教学效果上达到最佳，教学目标的核心原则是围

绕学习者来展开微课的设计与开发。微课通过互联网以更加直观更加具有实操性

的方式展现，更多的现场操作和示范，使学习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培养了兴趣。

在高职教育改革过程中，教育工作者务必要在教学实务中不断更新与改进，这样

微课才能在教学中发挥出更好的效果。

（一）内容精美 主体清晰

“文字、画面、音乐”在微课中是最直观的要素，高质量的微课教学内容才

可以激发学习者的学习欲望。整体结构紧凑、文字精炼、画面务实和音乐渲染，

注意教学内容实务性要强，才能相得益彰[3]。主体明确，所有要素围绕主题展开，

避免华而不实。做好这些是获得微课成功最基础的要点，才能成为精美的教学方

案。

（二）简而“不简”

由于微课对时间的掌握要求比较高，一次微课就在几分钟内完成，每一次的

内容所体现的是一个概念，在微课时间内让学习者认同这些学习资料有用，让学

习者产生学习兴趣，避免拖泥带水。“简”是将大面积将传统教学资料进行细致

整理，使得简洁的语言体现在教学内容中，比如需要 2句话就可以说清楚就绝对

不需要 3句话去讲，不要将大篇幅文字作为微课讲解内容，简而意赅。“不简”

是将复杂的文字或者复杂的教学要点提炼出来，在微课中直入主题，在紧凑的时



间下完成授业内容，是精益求精的一种体现，不是为了争取时间而缩短内容，而

是为了更好的教学效果将内容进行精进，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4]。

（三）严谨且生动

在短时间内完成一份微课教学并且要达到教学效果需要严谨的思路、清晰的

主体和完整的情节，内容引入、分析、结论都是要一气呵成。同时要与具体的生

活或实操案例相结合，将理论转化为实践体验，从始至终每一个步骤都需要严谨

的态度和严谨的结构步骤。微课的表达方式必须生动，不单单指语言，从画面、

音乐等每个制作步骤都要考量，并且内容和画面等内容相符。教师是微课的始作

俑者，要以围绕学习者为本的设计为依托，充分调动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保持学

习者的注意力，尽可能的挖掘学习者的动机，通过对问题的分析，正问或者反问

形式，假设问题的真与假等剖析隐藏的东西等，从各角度来体现微课的生动性。

三、微课在高职教学改革中的应用技巧

我们在高职教学改革中引用微课，必须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从实践

中来，通过梳理和更新再投入到实践中去。微课件、教学方案、视频等可以作为

学习者强化和提高的教学资源，同时可以更好的促进师生交流[5]。微课是可以灵

活运用的，在不同的课堂环境下适时改变设计方案，才可以体现微课的作用。根

据微课承担的不同角色，可将其分为课前预习、课堂讲解、课后复习三个阶段。

（一）课前预习

课前预习是学习者快速掌握学习要点的重要环节。课前预习可以让学习更有

针对性，通过梳理知识点，让学习者提前产生兴趣，有效提高听课质量，把握学

习进度。从学习主动性的方面看，高职学生普遍性不高，学生能够做到课前先预

习，不仅仅让学习过程变得轻松，而且还能培养自主学习的习惯。

（二）课堂讲解

课堂讲解是最直观的学习过程，在高职教学中师生的互动，更好的结合了理

论与实践。课堂上通过由简到难的实操演示和反复操练，学习者的能力可以得到

明显的提高，教学效果显著。



（三）课后复习

课后的学习主要的作用是查漏补缺，让学生对知识点掌握更加牢固，尤其是

对疑难问题的攻克和对知识点的学习扩展，能够让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微课本

身符合学习者自主学习的设计，除了配合课堂讲解的学习，学生可以利用碎片化

的时间来深化知识点，能够起到拓展视野，发散思维的作用。

四、结束语

 综上，将微课引入到高职教学中，对于推动教学改革进程有促进作用，也

与当前高职教育特点相符。微课的内容契合学习者所喜欢的学习方式，更容易被

接受，这对于提高教学质量有重要意义。日后，高职教师应加强推进微课在高职

教育中的应用，建立相应机制，全面提高教学效果。微课所具有的移动学习特点

也会越来越受学习者的欢迎，微课必定在未来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发展中发挥积极

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柴晓苇.微课教学模式在高职分析化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山东青

年,2019,(8):7,9.

[2]单明荟.微课在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改革中的应用研究[J].才智,2017,(16):74. 

[3]王 静 .微 课 在 高 职 教 育 教 学 改 革 中 的 应 用 研 究 [J].明 日 风

尚,2018,000(012):P.370-370.

[4]韩志引 ,李艳芳 .微课在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中的应用研究 [J].河北农

机,2019,(6):31,50.

[5]施静 .微课在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中的应用探讨 [J].现代交际：学术

版,2017,0(7):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