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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信息化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也包括教育

业。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慕课、微课、翻转课堂等教育

新资源、新形态、新模式，微课是其研究热点之一。国外在

教育实践方面，欧美地区最先进行了“互联网+ 教育”的实践。

微制的课程视频在YouTube 上，在全球产生较大影响。”教育

界一场信息化的颠覆性变革正悄悄地发生着。互联网教育模式是

现阶段教育界热点。

微课是以短小视频为表现形式，以学习为目标的在线教学视

频，从短小精悍这方面解决学习者的微需求；产品模型设计与

制作课程是产品设计专业学生专业必修课程之一，实践应用性较

强，在产品设计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培养学生模型设计

与动手制作模型的能力。产品模型设计与制作课程结合微课教学

模式，符合现阶段教育界发展趋势。

1  进行微课教学改革的目标

主要研究应用型高校对微课的教学实践，利用现有的互联网

教育研究成果，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理念指导下，研究互联网教

育模式引入产品设计专业教学的探索。借助现代信息化手段进行

微课开发，课程微课在产品设计专业产品模型设计与制作教学中

实践，将微课与产品模型设计与制作传统课程进行融合。从产品

设计模型设计与制作课程微课，辐射到整个产品设计专业的微课

教学与实践研究。本校是应用型本科改革试点高校之一，力争利

用互联网教育模式实现教育资源的进一步优化，更新教育理念、

改变教育模式，进而实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使教学模式逐渐适

应艺术类各专业的实施，为建设成为一所优质的地方性应用型本

科院校提供有参考价值的观点。

利用微课助力学校教学质量的提升，创新性的建立一套完整

的微课实践教学体系。达到课程建设与应用型本科高校实践教学

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改革要求。在前人微课研究的基础之上，对

微课教学实践理论进行尝试性的建构，将互联网信息化技术应用

到产品模型与设计制作课程实践之中，将手机不离手的学生拉回

课堂中，利用微课将劣势转化为优势，吸引其注意力，提高兴趣，

带动课堂气氛，提升学生参与学习的热情，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

质量。

2 《产品模型设计与制作》课程传统教学存在的问题及

实践探索方向

传统模型设计教学中，往往是一个班级40-50 人上课，对

于各种材质的模型制作，教师要进行当场示范，教师在进行模型

制作示范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学生观摩教师示范会出现前面学

生遮挡后面学生不能较好观看示范的问题、观看不够全面、拥挤

产品模型设计与制作课程微课教学实践与探索

晏恺嫱　曹　杰
河池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中国·广西　河池　546300

【摘　要】在新时期万众创新背景下，各行业在互联网的推动下进行着改革和创新，纷纷启动互联网+模式。高校同样面临着机
遇与挑战，互联网+推动和促使高校教育改革，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离不开互联网+教学模式，因此“互联网+教育”成为高校改革和
发展的焦点。微课程是随着互联网发展而出现的学习模式，微课的核心是教学视频片段。本文重点讲述《产品模型设计与制作》课
程在传统教学中所遇到的问题，在实践教学中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应用微课达到一个理想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教育改革；微课；课程
科研项目:2019年河池学院校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应用型本科高校产品设计专业产品模型设计与制作课程微课教学研究与实

践”（项目编号：2019EB003）。

等问题。如果应用微课进行补充示范，并在微课视频编辑过程中，

根据工艺流程进行特写拍摄，让学生能更细致观察，学生对微课

可以进行反复观看，能更好的学习工艺流程；同时解决了学生观

看不全面，教师反复示范的问题。产品模型设计与制作课程微课

实践，除具有微课本身的优势外，还能很好的补充产品模型设计

与制作工艺上的场地局限、工具局限、材料局限、时间局限等。强

调微课对产品模型设计与制作课程传统教学的补充教学作用，采

用传统教学与微课相配合的方式，满足学生多样性的要求，利用

微课增加课堂有趣互动、课堂生动，突出知识点。

产品模型设计与制作是应用型本科课程中一门比较抽象的专

业课程。本文的《产品模型设计与制作》课程设计为64学时，但

是其中涉及到大量的实践模型制作，实践制作模型时涉及到大量

的需要等待材料干透的过程，如泥质模型制作完成后需要等待泥

完全干透，石膏模型制作需要等待石膏全部干透才能打磨等，需

要非常多时间慢慢等待模型制作工艺程序的完成，丰富一些学习

资源，将一些制作模型的工艺程序通过微课给学生，能使学生在

制作模型的过程中少走弯路，模型的制作会一届学生比一届学生

精致。

由于现代社会发展较迅速，制作产品模型的材料与工艺日新

月异，教师所固有的知识不能完全满足学生对新型材料与工艺制

作模型的需求。微课的加入能弥补这一点，微课制作可以深入车

间前线进行拍摄制作，让学生更好的接触新的模型制作过程，还

能保证工艺的准确性、丰富教学资源。

学生常常手机不离手。本项目力图解决如何应用微课将“离

不开手机”的学生拉回课堂中来，如何将学生手机不离手的劣势

转为了优势，利用移动互联网、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对学生进行

教学，较大程度提升了学生热情。

高校接触微课教师多以讲师和副教授多，多以年轻教师为主。

使用微课应用于实际教学的较少，多是用于课程竞赛。区别于传

统的录制性微课，使用动画合成微课，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学生的

新鲜感，但动画合成式微课制作难度相对大，采用此种方式的教

师较少。本文突破产品设计专业限定，跨专业应用动画专业知识，

采用难度较大的动画合成式制作微课，除上述常用微课制作方式

外，采用多种动画设计专业软件，如动画制作软件Adobe  After

Effects等。

3 《产品模型设计与制作》课程教学实践探索及效果

将微课教学应用于实际教学，让学生受益，实践是检验微

课教学模式是否科学的最佳标准，微课应用于实际教学也是检验

教学效果的最佳标准。本文所阐述的第二点：《产品模型设计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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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课程传统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全部得到解决，根据实践探索

方向所设定的目标全部达到，教学效果良好。

《产品模型设计与制作》课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理论，一

部分是实践。内容涵盖泥质模型、纸质模型、石膏模型、木质模

型、塑料模型、金属模型、3d打印、模型表面处理。教师针对教

学内容进行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教学。首先理论教学主要是进行概

述分析、材料概论、设计材料讲解与互动，其次实践教学主要是

教师示范和学生动手操作。本文微课教学主要应用于实践教学部

分。重点解决教师示范时，学生由于人多观看不全面等问题。实

践效果主要可以从以下几点论述：

①连续上几届学生的《产品模型设计与制作》课程，积累部

分学生优秀作品的资源拍摄制作成微课，应用网络资源寻找一些

优秀教程制作成微课。结合动画设计手段制作成动画式的微课，

学生非常感兴趣。学生不仅课上学，课后也非常爱学。

②多种渠道分享微课小视频，一些视频能及时解决学生所遇

到的问题，达到了更好的学习效果。学生有时需要课后制作模型，

通过老师给的微课资源可以边做边学，少走弯路，学生反馈良好。

学生本身对手机机不离手，微课小视频正好能拿手机看，手机变

成了学习工具。

③模型设计与制作课程的目标是让学生制作设计方案的模型，

随着时代的变化，区别于传统的石膏模型、油泥模型，当代模型

课程被赋予了更多的使命，便是创新。本次课程实践中，创新性

的应用一些传统工艺融入到模型设计与制作中，如传统应用于祭

奠人去世的纸扎、南狮工艺竹内部框架搭建、环江毛南族花竹帽

竹编工艺、金属掐丝等一些传统工艺；学生对这样一些传统工艺

表示非常有兴趣，融入进模型制作中，丰富了模型制作的手段，也

符合课程的创新需求。

滴胶与木质材料结合设计与制作的模型（教学课程作业）

泥质材料设计与制作的模型（教学课程作业）

4 微课教学在《产品模型设计与制作》课程实践意义

①微课有利于传统教育模式的优化，微课开发是对传统教学

模式的改革、创新与探索，有较高的实践研究价值。微课教学适

应互联网+教学模式潮流，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时代和社会需求，符

合高校发展趋势。微课开发符合地方性高校转型发展的需求，提

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提高教学质量，服务社会。提升教师的

教学技能，提高教师水平，优化教师教学观念。促进学生学习积

极性，挖掘学生潜能。

②通过制作微课各高校实现了教学资源的共享，形成开放

教学模式，实现各高校之间教学互相学习、互相进步，共享高校

教师传授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校知名度，同时有机会让

学生对本专业课程体系内容有更深入研究，其他专业学生能通

过互联网进行该课程微课学习，实现高校多能复合型人才培养

目标。

③模型设计与制作课程微课的研究与实践，解决了产品模

型设计与制作课程传统教学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具有较高的实践

价值。通过该门课程微课教学实践研究辐射到产品设计专业其他

课程微课教学实践，有利于产品设计专业微课教学系统的研究与

实 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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