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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互联网+教育”的教学模式日渐普及，学生的学习方式又增加了许多种，不仅仅局限于老师的言传身

教。该文就微课在中职物理光学教学中的应用以及现状发展，提出基于微课的教学模式，重点对其分析，

讲述其制作的过程，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并给出建议如何才能将其更好的应用到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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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是近年来伴随信息技术出现的一种新教学模式，

它以其内容精短，趣味性强，受到了很多老师的青睐，随

着使用微课教学的教师越来越多，且多学科多维度的使

用，使得微课更好的走进了课堂。 

1  使用微课教学的优势 

微课，是指运用信息技术按照认知规律，呈现碎片化

学习内容、过程及扩展素材的结构化数字资源。主讲人可

以出境也可以画外音，教学时间比较短暂，通常 5-10 分
钟左右，教学内容较少，资源容量也比较小。经过精巧的

图片设计，配套相关的资料，制作简单，方便使用，可以

展示经典的例题。它能突出知识的重点，让学生清晰明了

掌握知识的脉络；它以自主学习为主，提高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它还是一种教学辅助，学生如有不理解的知识点，

可以通过上网搜索相关的教学视频，将自己不理解的地方

弄懂、弄清楚。这就体现了微课的优势。 

2  如何制作质量较高的微课 

首先，微课选题的很重要，一个好的开题将会吸引更

多的学生来学习。微课选题成为微课制作的关键点，只有

把这一步做好了才能做出更好的微课。制作内容一般为课

文的重点、不易理解的知识点，一节微课就陈列一个重点，

这个知识点的选择，将影响这个微课知识结构的设计，因

此选择课文中的重难点为选题成为了大多数人喜欢用的

方式，这样更符合微课制作的出发点。还有微课制作内容

一定要适合多媒体表达，符合正常的思维逻辑。如果不适

合多媒体表达的内容，那么制作出来的微课也是无用的，

这样会使教学过程变的平庸，让学生失去想看的兴趣，因

而微课的选题要能适合使用多媒体进行表达。适合加入一

些音乐、视频以及一些可以引人注目的图像。这两点做好

后，经过后期的一系列操作调试，反复确认没问题后，可

以先找其他老师和学生体验一下微课教学的效果，最后为

同学们呈现出高质量的微课。 

3  中职物理教学中为何需要微课 

中职教育是在中等教育高级阶段进行的职业教育，也

就是说他们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学习一项技能，因

此，这样比起普通的高中生，他们的学习任务又加重了，

加上有的地方生源不是太好。学习起来还是有些困难的，

还要掌握好技能，时间上有可能会紧张。在学习文化知识

的时候，有些学生感到迷茫，尤其是像中学物理这样比较

偏难的科目，对学生的学习能力要求很高。所以我们常常

会听到中职物理教师的诉苦，说怎么也教不会学生。然而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学生来源以及他们所能接受知识的

能力来分析，经过前述，很多人在初中毕业后选择继续读

高中，而一些考不上或者不想考的学生，选择学一门技术，

也就是读中职或者高职。所以他们的知识基础可能要欠缺

一些，因此光靠老师在课堂上讲的知识是不够的，因此微

课应运而生。学生可以通过微课提前预习，做好必要的笔

记，以及画出不懂的地方。等到上课时，可以紧跟老师的

思路，可以做到游刃有余，重点听课前没有理解的地方。

如果课堂上还是有没理解的地方，课下依然可以用微课进

行复习。这样可以提高学习的效率，对于中学物理而言，

是以实验为基础的理论学科知识。所以学生可以用微课提

前熟悉实验内容，然后去了解每个实验装置的具备的功

能。等到正式上课时便可以跟得上老师的节奏。而且在这

个过程中，学生主动去思考问题，主动的查找问题，这样

慢慢的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让学生爱上用微课学习物理。 

4  微课在中职物理光学的具体应用. 

在学习中学物理光学这一章时，可以采用微课来做好

课前预习、课后复习。例如，在学习光的传播这一节，教

师可以提前做好微课内容，先简短的插入一些生活中的光

传播现象，之后开始讲述光在各种介质传播的速度，以及

光的本质，最后进行总结，通过本节需要掌握的光在同种

均匀介质中沿直线传播；光在不同种介质的界面，光路发

生改变，即光发生折射现象；光的传播不需要介质，光在

真空中沿直线传播。用这种形式再加上老师的课堂讲解，

必然会有所提高，再如学习棱镜这节，棱镜成像在日常生

活中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到底是什么原理呢？教师在制作

微课时可以将这个问题放进去，接着可以继续讲成像的规

律和判断方法。在学习光的波动性与粒子性时，可以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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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上放一些比较具有吸引力的视频，如关于宇宙无穷奥

秘的内容，也可以讲述波粒二象性的历史由来和科学家们

的趣闻，在科学史的发展上，正是由于科学家们一步又一

步的探索，在争议中不断去改进，最终得出正确的理论，

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通过教学，让学生掌握光不仅具有

波动性而且还具有粒子性。接下来是实验课的学习，众所

周知，会做实验是学好物理科目的有利保障，因为物理学

科本身就是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的，而中学中一些物理实

验比较难做，这就要求学生需要提前了解实验内容，如果

让学生自己钻研的话，可能效果会很差。这个时候就需要

以微课的形式发出来，通知学生提前了解实验的流程，课

前具体的去熟悉教学内容，才可能达到预期的实验效果。

如测量玻璃的折射率。教师可以先做好微课内容，让学生

都先在网上预习，之后走进实验室大家一起做实验。老师

一一检查每个学生做出来的效果，讨论交流。提高学习效

率。 

5  中职物理微课对教师能力的要求 

随着时代对人才要求的条件越来越高，因此在物理微

课制作时，需要老师对考纲、考情有熟悉的掌握，一个积

极进步的教师一定是紧跟时代脚步的。老师在设计微课内

容时需要做到尽可能的简短，尽可能的吸引学生的兴趣，

特别是物理学科，其本身就比较难，如果只是照搬照抄，

那么其内容就不太让人乐于学习了。微课时间最好控制在

5-6分钟内，因为微课只是对课堂起到辅助作用，而不是
取代课堂的地位。物理教师需要对物理知识特别熟悉，需

要熟练的运用物理知识来解决学生的问题，如学生在看微

课时提出了问题，老师不熟悉的话，这就让学生贻笑大方

了。所以就需要老师提前把每节的内容都准备好。 

6  物理微课在中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市面上有很多不正规的微课视频，内容粗陈滥

造，有些老师就直接照搬照抄。甚至不加修饰。还有的教

师为了节约时间，让学生自己找微课，这样虽然可以锻炼

学生的自主寻找能力，但是很多学生目前自控能力还比较

弱，在寻找微课资源的过程中，会被互联网上其他无关内

容吸引，这就适得其反了。有一些科目，特别是学习像物

理这样的难度的科目，教师直接放微课，一堂课的放微课，

将微课当做了主课堂，这样就造成了学生学生长时间将眼

睛集中在屏幕上，导致精力不足。还有的学生过于依赖微

课，以为它能取代老师，然后就自己学自己的，完全抛开

老师的进度，和老师反着走。如果没有很好的自学能力，

这样做无疑是抱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物理对于很多初学者

来说，刚接触一些概念，总会有各种疑问。虽然看过微课，

但是它讲解不全，根本无法全部概括要学的知识。有些地

方学生怎么也想不通，视频也没有讲这方面的。这时学生

就应该求助老师了，不然一个知识点没弄好，就可能导致

后续的课程没法进行学习。所以微课只是辅助学习的一种

工具。由于每个地方的中职学习资源不同，导致一些地方

无法使用微课，这是资源所限，只能暂时的克服。虽然微

课的使用在学习中存在很多问题。但这种学习方法是没有

问题的，在具体的运用上还是需要在实际中探索的，只有

发现问题才能不断的完善微课内容。 

7  中职物理微课教学需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 

物理虽然比较难，但也不是不可学，教师在教授学生

的过程中可以尝试的互换角色，让学生去主动的思考问

题。比如在学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教师可以教学生尝试

制作微课，以物理光学为例，教师可以先让学生去找相应

的公式和资料。然后教学生如何制作内容，把课文中的重

点囊括进去，特别在做光具有波粒二象性的时候，可以适

当的引入一些历史趣闻，让学生在学习之余也可以适当的

放松一下。老师在讲实验内容时可以提前将微课做好，通

知几个动手能力强的学生来一起做。之后统一讲，将微课

录下来给其他学生看，之后分成几个小组，让学会的同学

去教还没有学的同学。总之，一个人学好很容易，但是大

家一起学好就有一些困难。特别像物理这一类，很多同学

对此学科不感兴趣或者说是惧怕，但是再困难也得去克

服，也得去解决这个问题。而物理光学是物理学科中比较

简单的一节，学生可以抓住这个兴趣点，以此来打开对物

理的兴趣之门，进而以一个全新的状态来学习物理。只有

师生共同努力，才可能把物理知识学好。 

8  结语 

中职教育是理论知识和实际技能相结合的，在学习物

理光学这一部分过程中，采用微课的形式更有助于学生去

理解所学的知识。微课是学习的一种方式，它有助于学生

更好理解知识。微课在物理实验中还是很值得推荐的，先

通过视频查看具体的操内容，然后去实地操作。微课在学

习生活中运用的越来越广，希望大家能利用好微课，提高

自己的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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