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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高等院校以培养人才为终极目标，如果把专业
比作是基本单元，那么课程就是这个基本单元的基本元素，课
程则是主要渠道。一脉相承，为实现高效的终极目标。而受新
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线上课堂的运用率大大提升。各类高等院
校对课程建设尤其是课堂教学达到了空前重视的程度。

1　微助教的特征
微助教是基于“互联网+”的时代产物，是一种快速便捷

的新型信息化教学辅助平台。微助教支持网页端和移动端，利
用云数据进行信息同步，将教学内容和课堂环境有机结合，提
供最大便利给师生，为师生的互动提供支持和帮助，深化学习
情境和教学模式改革。

据调查数据显示，目前高校大学生每人至少拥有一部移动设
备，手机或者平板电脑。随着5G 技术和运营商的进一步发展，
为此平台的运用提供了更大的帮助和支持。教师通过注册，可
以以教师身份上传相关学习资料及课堂互动。学生通过加入教师
提供的班级号，加入相应班级进行课程学习。同时还可以选择
分组、讨论、抢答、答题、课件、课堂反馈、复习等，使
得学习氛围更加愉悦。

微助教以微信庞大的用户量和使用率为依托，以学生为主
体，以教师为主导而展开的互动式教学。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教学
手段，既能提升教学质量，又能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同时，减少
了学生使用手机玩游戏等，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2　基于微助教的任务驱动式教学
任务驱动式教学是在课堂上创建真实的语境，将学生的学习

过程与任务或目标相结合，让学生带着真实任务去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以学生为主体进行学习，教师作为主导力量，引导和激
励学生参与到课堂中。微助教作为线上课堂的一种主要手段，其
便捷性让整个课堂的实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教师通过微助教，
给学生随机分组，在模拟的情境中完成发布的任务，使得学生最
终学到知识和提高实践技能。同时，学生的每一次互动和参与，都
会获得相应的积分，大大的提升了学生的参与积极性。打破了传
统教学课堂的填鸭式和灌输。

3　任务驱动式微助教在国际贸易实务教学中的应用
以理论知识作为铺垫，教师课程的教学大纲要求，在微助

教的教师端上传该课程的辅助学习资料，布置学习任务，发布给
学生，同时可以设置任务的时间段，让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指定的任务，引导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掌握相关内容，为学生完成
任务打下基础。

以实际案例为导向，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并掌握理论部分相
关知识。例如角色扮演等，国际贸易实务是一门以理论知识为知
道，以实践为中心的专业课程。既然是国际贸易，那就会有进口
商和出口商。教师可以利用微助教，帮助学生分组，进行角色模
拟和扮演。除此之外，完整一笔进出口贸易还会涉及其他角色。通
过分组发布不同角色任务，让全班同学都参与进来，同时为后期
课程做好准备。教师在这个环节中起着组织、领导、协调的作用，
学生通过分组，相互讨论，在教师的引导下，将所有任务进行

基于任务驱动式下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教学探讨
——以微助教为例

胡丽珍　陈云飞
江西工程学院，中国·江西 新余 338000

【摘　要】国际贸易实务是国际贸易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同时因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实践性，因此该门课程的教学备受该
专业的重视。但就该门课程如何在任务驱动下实现教学转型，以需求为导向、以任务为目标进行教学编排则成为重中之重。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实现目标为标杆，展开该门课程的教学模式探讨，为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的教学带来些许启示。

【关键词】任务驱动；国际贸易；贸易实务

分解和完成。各小组通过微助教平台，明确各自的任务，同时
结合理论知识，将理论运用到实践环节，把国际贸易实务课程
分解，逐步掌握全部重要知识点，为以后走上真实工作岗位的
实操进行了提前模拟和学习。

以多效评价为机制，增强师生互动和改进。在每一次任务
之后，进行任务评价等活动。任务评价分为组内互评、小组互
评、教师对各小组的整体评价。组内互评主要针对的是小组成
员内部之间的评价，组员内部的分工不同，完成的等级不一
样，相应的评价也会不一样，避免了浑水摸鱼、滥竽充数。小
组互评主要针对的是小组与小组之间的合作进行评价，相互之间
发现彼此的优缺点，进而改正和完善。而教师对各小组的整体
评价，则针对的是全班同学的一个评价，既有团队评价，又有
个人评价。教师将评价记录以积分形式给到每一个学生，作为
过程性支撑材料，也可以作为考核依据。

教师通过微助教平台，及时跟踪学生的学习情况，掌握学生
的进度，对国际贸易的理论知识进行梳理，使学生能够全面掌握
相关理论部分，做到有理论的支撑，让实践长行。

4　微助教运用过程
教师以教师身份注册，然后创建课程班级，把课程号发给

学生，以便学生加入进来。在备课板块，教师可以调整课堂配置，
上传题目、组卷、课件等教学相关资源。同时，通过微助教平台，
对学生的出勤进行考核，也可以发布抢答或者是随机点人。通过
任务发布，对学生的过程进行把控。通过课件这个模板，把本门
课程的所有相关材料上传，以便学生课后自主学习使用。还可以
通过组织学生参与课堂讨论，获得积分。通过分组这个模板，以
分组形式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以便对课程内容更好的理解和掌
握。通过管理数据板块，把学生的所有过程性材料进行汇总和留
底。当然，教师可以课堂播放课件，可以选择课件的查看和下载
权限。

学生以学生的身份注册，加入到教师指定的课程班级里。通
过微助教平台进行签到、课堂讨论、分组学习、完成指定任务等。
同时，学生还可以通过微助教，下载教师分享的课件等相关资源，
完成课后的自主学习。

5　结语
本文结合移动终端设备和现在信息技术，探讨了任务驱动式

课堂的教学设计。线上课堂将教与学有机结合，丰富了课堂形式。
这种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手段，辅以科
学的评价方式，极大的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为培养学生的团队
意识提供了有利的帮助，让学生通过课堂就能很好的掌握国际贸
易实务这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外贸业
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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