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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几来，高职院校的招生规模在不断扩大，人数不断增加

的同时，教学质量也成为大众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信息化技术

飞速发展的今天，在教与学的探讨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唤

醒学生的内驱力，实现自主的个性化学习，值得我们更深入研

究。本文在调查与分析高职院校学生自主学习情况的基础上，

探讨高职学生通过自制微课的方式引发自主学习兴趣，实现教与

学的变革开启学生自主学习的新模式。

1　学生自主学习的现状与问题改进

自主学习能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挖掘学生潜能、培养学生

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因此，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已成为教

育界的一种共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学生学习兴趣是长盛

不衰的话题，

1.1学生自主学习现状

2019年3月，课题组对七台河职业学院2016级、2017级、2018

级计算机网络技术、广告设计与制作、装饰艺术设计、汽车检测

与维修技术4个专业的445名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情况抽样调查。调

查结果显示，学生的学习状态不容乐观，目前存在的问题具体表

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学习基础差，入学成绩低。2017年、2018年、2019年高

考，高职(专科)批录取参照分数线为160分，生源质量大幅下滑，

学生在基础知识掌握上、学习能力上、学习态度上存在的问题比

较突出。

二是学习意识淡薄，缺乏主动性。调查发现只有10%的同学

能主动学习，不主动学习的学生在认识上对学习不够重视，自觉

学习的意识不强，总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被动应付的去学习，缺

乏积极性和自觉性。极个别学生甚至认为学习是一种负担，占用

了打游戏时间。

三是学习习惯不好，目标不明确。

53%的在校生缺乏明确的目标，感觉比较迷茫，除了玩就不

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对自己感兴趣的专业课能达到高效课堂，

但公共课和理论知识方面会放弃学习。大多数学生的学习方法不

得当，不预习、不总结、不记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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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问题改进

托尔斯泰说：“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

生的兴趣。”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也是我们职教人长盛不衰的话

题。怎样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呢？我们从实践教学中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教学中以学生实践为主体，突出学科特点，紧跟科技步

伐。课堂中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而不是照搬老师讲的东西，

在实践中有自己的感悟，不是被动参与，而是主动学习，多种形

式参与学习。比起课堂讲授中“我讲你听”的传统教学方式，老

师不分对象，不分层次，不分类型，学生学习自然缺少兴趣。往

往是讲的人在台上高谈阔论、口干舌燥，听的人却在台下索然无

味、兴趣毫无。伴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学生对学习的形式也

有了更高的要求。现在高职教学改革已经初见成效，专业课堂一

体化教学效果有明显改善。

二是学生学习兴趣的建立。课堂教学中教师会发现，对学习

效果产生较大影响的就是学习兴趣，当学生学习兴趣浓厚时就会

表现出兴致勃勃地在学习、主动地在学习。这就要求老师在课堂

中有计划、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掌握学习

方法比学习知识更重要。这就要求我们教师一定要有极强的实践

能力，要求教师具备较强的项目实践能力，另一方面还要求具有

良好的师德，热心服务学生，

三是加强学习方法的引导。学校教学不只是为了考试，而是

教会学生学习能力。对于高职学生来说，选择的专业未必是喜欢

的专业，而是分数够用，对专业未来的职业规划更是迷茫，对社

会需求也不了解，学生仅满足于通过课程考试，课下对专业实践

的关注度不够，缺乏主动实践的意识。作为教师重要的是的引导

学生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了解行业前沿、动态，根据社会需求变

化及时更新知识、不断探索求进、具有奉献精神、钻研精神，对

专业发展和学生成长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担当精神。

三、运用微课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增强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本课题在计算机专业教学中引入学生自制微课方式，教师引

导学生为学习主体，尝试一种学习形式的新改变。

2　微课的理解

微课要求：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讲解透彻一个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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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以及这个知识点所涉及的相关内容。因此，微课应该是完全

独立的一节课程，应该具备一堂完整课程的核心要素，导入，

讲解，问题设置和解答以及小结。相对较短的时间怎样界定

呢，这个问题可以根据学科特点和知识点的难度系数不同灵活掌

握，通过多年实践认为10 分钟左右，让听众清晰明确这个知识

点，效果最佳。

用学生关心、想知道或学生认为他们知道的东西出发，教

学的出发点就是如何使每个学生达到最佳状态，并以此作为一种教

学责任。最有效的教学就是让学生自己去理解知识的来龙去脉。

具有优良的诊断素养，善于对教与学出现的问题进行监控，

找准教与学成效低的症结，准确反馈教情、学情，并适时改进

教学方式方法。

3　团队的组建

以班级为单位建立QQ 群，教师与同学进行学习交流答疑，

每位教师负责5名操作突出的同学，教学过程中及时反馈修正出

现的问题，再由5 名同学辐射到整个班级团队中去。

4 “抗疫”时期“停课不停学”

疫情期间，按照推迟开学不停学的特殊情境，我校开设课

程网络在线学习的新模式，保证“停课不停教、不停学”充

分利用已有网络教学资源，积极组织和引导学生在家开展自主学

习。利用信息化技术，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应用任务型教学

法，以问题为主导的教学法，引导学生思考，利用班级 QQ 群

平台发布任务，课题保证不中断。

5　制作的内容选择

从学生的认知规律来看：它是从已知到未知，从低级到高

级循序渐进的认知过程，是从知识的点到知识体系完整形成的过

程。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理解为学生从自己的主观意识出发，利

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对学习内容做出主动的、有选择性

的信息加工过程。恰好微课也适合这种认知过程的需要，它是

确定呈现教学材料顺序的理论依据。

结束语：

在团队教师引导学生从专业课专业基础课的小案例出发的基

础上，逐步实践如何用学生自制微课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

养。在疫情面前，充分考虑学生网络学习的状态时间与困难，为

保证学生的积极性，我们在线教学努力做到“一课一详案”。课题

组多次调整课程教学方案与计划，强化特色，精准施策，充分发

挥多年来课堂教学积淀的优势。制定了在线教学实施方案，包括

教学内容，学时分配，QQ群在线答疑与讨论教学反馈等。并根据

在线学习的特点，学情特点，有针对性的区分重难点，班级QQ群

对知识点进行重复梳理。教师、学生共同结合自身建设情况分享

心得，切磋技术，充分体现了教学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协作力，体

现了新形势下师生一起从容应对疫情防控下的教学工作新形式。

参考文献：

[1]易邦教育.在线教育的微课到底应该怎样录：培养目标、

课程体系与教学方法[J].中教新媒.2015(9):27-30.

[2]邢志良,温希波,张策.浅议高职院校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

培养[J].济南职业学院.2015(4):23-24.

[3]王莉.目前高职学生的特点分析[J].知识文库.2015(18):

91-92.

作者简介：

王润玲，（1970—），女，汉族，黑龙江七台河人，副教

授，研究方向：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