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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助力高效课堂
——谈微课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有效应用

吴国碧

（广州市白云区颜乐天纪念中学，广东 广州 510440）

摘要：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翻转课堂、慕课、微课等新的教学模式不断出现，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微课具有片段化、

交互式的特点，应用微课有助于提高初中数学课堂的活力，在提高课程趣味性、简化课程知识点、锻炼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因此微课得到了广大师生的一致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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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知识的复杂程度相较于小学有了明显提升，对于学

生的逻辑思维有了更高要求，因此，不少学生在初中阶段在数学

学习中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为了保障教学效率，教师需要转换以

往的知识呈现方式，将抽象的知识简单化、直观化、碎片化，引

导学生多方面、多角度思考。而微课以其针对性强、内容新颖的

特点为初中数学教学提供了新思路。微课，就是微型课堂，时间

在 15 分钟以内，教学目标明确，针对性强。学习者通过观看短小

精悍教学视频，然后快速地从中获取有效的信息，让学习变得更

加及时、高效和便捷。微课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产物，它有着时

间短、内容广、容量小、不限时间与空间就可以进行学习活动的

特点，微课主要是通过深挖知识点，探究其深层含义来剖析难点

问题，因此，比较适合初中数学教学。通过微课对初中数学难点、

重点、疑点进行剖析，提高数学课堂教学的效率。在此，我就微

课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有效应用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微课的特点分析

（一）片段式学习

微课具有片段化的特点，从庞大的知识体系中摘出重点知识

进行深入挖掘，可以显著提高学习效率。初中数学知识的复杂程

度提升了，将微课与初中数学教学整合在一起，深化讲解复杂知

识点，突出数学教学的针对性，也将知识变得更加简单。初中阶

段学习科目增加了，学习任务更加复杂，学生的学习压力比较大。

配合这种片段式的教学模式将知识点进行分解，使得学生提高碎

片化时间的利用率。同时复杂深奥的知识内容被拆分成片段式内

容，既减小学生的心理压力，也提高数学学习效率。

（二）互动式学习

微课具有互动式的特点，应用微课可以活跃课堂氛围，加强

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基于微课，师生可以在课前和课后进行充

分的互动。课间活动主要体现在预习、学生讨论过程中；课后活

动主要体现在复习、教师指导活动中。例如，应用备课进行课前

预习后，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讨论学习新知识。课后辅导中，应用

线上平台自由化的沟通交流方式，教师可以和学生共同探讨数学

问题。自由的讨论空间使得师生双方在互动中更投入，帮助学生

进一步探究数学知识的内在规律。同时，学生也可以在讨论区与

其他学生交流互动。由此，课堂互动增强了。

二、微课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一）借助微课，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初中数学知识的复杂程度增加了，知识晦涩深奥使得数学课

堂的趣味性降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到吃力。同时，数学理论

知识相对来太过于枯燥无味，传统的数学课堂气氛沉闷，进而导

致数学课程但吸引力下降，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不浓，课堂注意

力不集中，参与课堂探究活动的积极性低。而应用微课展示多样

化的教学资源，有助于提高数学课程的趣味性，让课堂焕发出新

的活力。微课通常会通过趣味化的动画图片、视频或者通过思维

可视化技术来呈现内容。图片和视频能够创设教学情境，以图片、

视频当资源将学生带入数学学习情境中，有助于枯燥的数学知识

更加生动形象地呈现出来，进而使得数学课堂更符合素质教育理

念的要求，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可以充分地发挥微课教学的优势，将生活中学生熟悉的场景展现

出来，进而调动学生全身的感官投入到学习活动中。

例如，在学习人教版七年级上册数学教材中“点、线、面、

体”的相关知识时，总体来说，“点、线、面、体”这种数学空

间几何知识通过教师描述、黑板板书进行讲解，趣味性大大降低，

学生学起来过于被动。比如，教师可以将生活中常用的笔尖画线、

看到的流星划过星空、烟花、喷泉等以动画的形式展示给学生，

让他们体会点动成线；又比如，汽车的刮雨刷它在挡风玻璃上运动、

滚动的画卷轴的打开、时钟上的秒针的旋转等，让学生体会线动

成面；再比如，宾馆的旋转门旋转所形成的几何体、旋转竖着的

硬币、三角板绕着一直角边旋转一周等，让学生通过实践和观察

来分析立体结合的特点，吸引学生注意力，进而增强他们对立体

几何知识的学习效果。在初中数学课堂中，如果根据教学的需要，

在某一环节上适宜地插入微课及微课拓展资料，会极大地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收到出奇的效果，教学效果事半功倍。

（二）借助微课，使抽象数学知识点具体化

相对于其他学科的理解来说，数学知识的逻辑性比较强，因

此，数学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数学思维

的养成需要日积月累，教师要灵活开展教学活动，将抽象的数学

理论用直观形象的方式展示给学生，帮助学生理解课程内容。微

课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教师可以应用信息技术建立数学模式，

如空间立体几何模型等，将课程内容直观展示给学生。

例如，在学习人教版七年级下册数学教材中“图形的平移”

的相关知识时，以前的做法都是教师在黑板上边画图边演示，又

或者拿个实物在黑板上无轨迹的移动，学生在下面观察理解，空

间感强的同学能理解透，可空间感不好的同学如同听天书，听得

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如果借助微课演示人在乘坐电梯时电梯上

下运动、汽车在笔直公路上行驶、推拉玻璃门等视频让学生直观

看到图形的平行移动就是平移，在移动的过程中，图形的大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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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都不变，进而很容易得到并理解平移的相关性质。再如图 1，

已知抛物线 y=mx2+（1-2m）x+1-3m，请问该抛物线是否一定经

过非坐标轴上的一定点？如果经过，请求出这定点的坐标。函数

问题本身具有较大的抽象性，需要学生具有较强的理解与想象能

力，从中提炼出相关的数学关系，这让学生凭空想象，很难理解。

但如果借助微课播放动画演示，随着 m 的取值不同，抛物线呈现

了一个运动的状态，学生通过直观观察，就能一眼看到所有的抛

物线都经过了两个定点，发现这里面就有一个我们要找的非坐标

轴的定点。那么，我们可以先去找这个定点，根据图象，就可以

发现这个定点就是所有的抛物线都经过的公共点，因此，我们可

以转化为求任意两条抛物线的公共点，来找到这个定点。借助微

课演示，学生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教师也无需反反复复地讲述，

大大降低了学生的负担，极大地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率。

图 1　函数图象的变化

因此，教师可以通过微课趣味呈现数学理论知识，或创设生

活情境，或制作三维空间模型，将抽象的理论实施变得形象具体。

（三）借助微课，解决数学重点和难点问题

传统教学，遇到重点、难点的问题，教师就反反复复地讲解，

容易“炒冷饭”，学生越听越懵圈。借助微课，教师尽可能地围

绕数学的重难点知识，用创新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的思维，理清

数学问题的内在逻辑，进而突破重难点。例如，在“二次函数图

象和性质”这一课的教学中，为让学生更加生动直观地理解，教

师可以借助微课演示：首先是用几何画板制作 y=ax2+bx+c 的动

画，随意改变 a 的值，让学生直观看到 a 决定着图象的开口方向；

随意改变 c 的值，让学生直观看到 c 决定着图象与 y 轴的交点位

置 情 况。 接 着 是 y=x2、y=2x2、y=2x2+3、y=2x2+4x+3、y=3x2+3x+1

等诸多函数的图象展示出来，使它们全部呈现在同一个坐标轴

里，让学生通过直观观察，对各个函数之间的变化进行思考，进

而帮助学生对函数图象和性质进行理解。再如，在 RtDABC 中，

ÐB=90°，ÐA=30°，AC=6，Q 为 BC 上中点，P 为 AB 边一动点，

求 PQ+ 最小值。这属于胡不归模型问题，对于学生来说，

它一直是一个难以理解的问题，教师可以借助微课，先让学生找

定动点：动点 P，定点 B 和 Q（如图 2）；然后由 知，从定

点 B 作射线 BF 与 BA 夹角为 30°角（如图 3），接着作 PG^BG，

则 PG= ，通过转化思想得到求 PQ+ 最小值转化为求

PQ+PG 的最小值（如图 4），紧接着作 QH^BF，通过拖动点 P，

可以让学生清楚地看到：当 Q、P、G 与 QH 重合时，最小值出现

（如图 5）。通过微课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解题思路，突破重难点，

理清数学问题的内在规律。

          

图 2　动点轨迹                          图 3　动点轨迹

图 4　动点轨迹                       图 5　动点轨迹

（四）引导预习和复习，锻炼自主学习能力

因为初中数学难度增加，学生只靠课上学习难以完全消化吸

收课程知识，还需要在课后进行强化巩固。而微课引导学生在课

下进行复习，重新梳理课程知识点，深挖复杂问题来解决疑难。

坚持教师可以通过微课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生根据自

己的学习情况随用随取，及时预习和复习。这种以微课为依托的

预习和复习活动，使得学生不断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控制和自主

学习能力。教师可以将微课引入课程，设置预习和复习任务。

例如，在七年级数学“直角平面坐标系”这节课程中，教师

就可以设计一节预习的微课。教师可以在微课中应用 3D 技术展示

一幅 3D 的地图，让学生在 3D 地图中识别空间位置，并且教学生

如何对物体进行定位。之后在微课中展示防空雷达系统定位不明

飞行物的过程。通过展示 3D 地图以及防空雷达系统，学生对于三

维的坐标系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再给学生介绍平面直角坐标系

的原理，让学生认识平面直角坐标系，并确定坐标系中点的位置。

这种三维空间地图和防空雷达系统识别不明飞行物的知识能够吸

引初中生的兴趣，预习完每课后他们会对直角坐标系进行思考，

分析直角坐标系的定位功能，进而在兴趣的驱使下，他们可以对

本节课程的知识具有更深刻的理解。由此，教师通过为可引导学

生预习平面直角坐标系的直相关知识，引导他们思考探究，自主

学习能力在这一过程中被锻炼和开发，拓展了微课教学的功能。

综上所述，微课凭借其课容量小、针对性强等特点受到了初

中数学教师的欢迎，在初中数学课堂中应用可以通过视频、图片

等具有趣味性的资料增加课堂的趣味性，同时用来突破数学重难

点问题，再者教师还能制作微课，供学生复习和预习知识，培养

学生的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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