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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课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策略与模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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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微课是教育工作者在推动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应用过程中摸索出的一种新的教学方式，微课通常是围绕某一个知识

点进行讲解，这使得微课能够将不同科目的内容进行联系讲解，极大提高了教师的授课效率。微课可以长期保存，学生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求随时查看，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通过微课的方式很多学生难以理解的内容都可以得到直观的呈现，而且微

课能够引导学生形成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可以说，微课对于传统教育工作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下文笔者从电机学与电力拖动

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案例出发对微课在教育工作中的应用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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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cro class is a new teaching method explored by educator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Micro class usually explains around a certain knowledge point, which enables micro class to connect

and explain the contents of different subjects, greatly improving the teach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Micro classes can be saved for a long

time, and students can view them at any time according to their own needs, which greatly improves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Through

micro classes, many contents that are difficult for students to understand can be presented intuitively, and micro classes can guide students

to form a good learning atmosphere. It can be said that micro classes hav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In the following,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micro courses in education from the case of hybrid teaching mod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electric driv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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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微课是指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在课堂教育教学过

程中围绕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而开展的精彩教与学活动全

过程。对于学生而言，微课能够提供一个相对自由的学习环境，

能够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随时进行

查缺补漏，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对于教师而言，通

过微课设计能够帮助教师将不同课程的内容通过知识点的方

式进行串联，能够有效提高教师的教学效率，而且教师可以通

过微课这一新的模式实现对教学内容的补充，极大的保障了教

学质量。

1 微课教学的优势

微课是指根据课程内容，针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某一个

知识点，以视频为载体记录的教学活动，微课的时长一般较短，

突出展现的大都是传统课堂上的难点或者知识的总结与归纳，

而且由于视频便于保存能够提供给学生反复学习[1]。微课是信

息技术应用于教育行业的一次成功的实践，借助信息技术打破

了传统教育模式下地域、时间对于教育的限制，借助微课模式

极大提高了教育产业的发展。从教师的角度分析，微课首先是

丰富了教师的教学资源，微课这种多媒体式的教学载体，弥补

了枯燥的板书式教学的缺陷，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另外还能提

高教学效率，无论是老师这边还是学生这边，通过观看微课短

视频这种快节奏、知识内容高精炼度的学习方式，能够更好更

快地理解、吸收知识点，老师也能在制作微课的过程中发现教

学问题，及时调整完善，提高教学质量，这也是信息化教育推

行的原因之一。微课的特点主要集中为短、小、精，所谓的短

是指整个视频的时间 7-13分钟，通过短时间高密度知识的传递

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所谓的小是指很多人一般会把微课叫

做“小视频”，尤其是学生。其实微课除了视频形式——比如

摄影设备对着老师带着小黑板录一段，还有很多形式。比如，

有声 ppt——就是 ppt加旁白，动画 flash 等，但是总体而言就

是“小”。所谓的精是指微课的内容可不是整个课的所有知识

都放进去，一般老师会把一节课最基础的知识点讲一遍，这样

上课的时间就可以多让学生去练习或者搞活动，能够引导学生

健康成长[2]。

2 电机学与电力拖动课程的特点

电机学是电气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其对于电气类专业的

很多内容都有直接的影响，如电机学对于电机与拖动相关内容

有着明显的前后关系，电机学课程可以理解为电机拖动课程的

基础课程，只有完成电机学课程的相关内容才能更加有效提高

学生对于电力拖动课程相关内容的理解。电机学学习的难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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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教学过程中普遍缺乏实践，很多学生

只能通过教材来了解到实际的电机解剖照片，而且在教材内对

于很多内容都采用高度符号化的内容进行呈现，不利于学生理

解掌握。其次是随着人类进入电气时代，很多电气知识都已经

高度成熟系统化，缺乏对基础知识的讲解。基于这两点，电机

学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对于各类电机工作原理的直接展

现，以及引导学生结合自身的理解展开讨论。直观的理解能够

加强学生对于相关知识的理解，学生之间的讨论能够有效提高

学生对于电机学知识的认知[3]。

电机学的强抽象性使得很多学生难以直观的理解相关内

容，而且电机学的强逻辑性使得很多学生即使看到实物仍无法

理解其工作原理，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微课的教学方式得到有效

的解决。微课能够将电机学的相关内容直观的呈现出来，帮助

学生更好的理解相关理论知识，同时借助微课中的视频展示，

能够将不同类型电机的工作原理进行对比呈现，提高学生对于

相关知识的认知。在开展电机学课程与电机拖动课程教学的过

程中，借助微课的方式将两种课程进行有效的融合，能有效提

高学生对于理论知识实践的认知，能够有效提高学生对于两门

课程的学习效率。

3 基于微课开展电机学与电力拖动课程混合式教学

的策略

微课作为一种新型教学模式，其能够有效提高教师的教学

效率，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良性交流。

在电机学与电力拖动课程教学当中，通过微课的方式能够有效

实现对不同课程关联内容的串联阐述，能够推动现有教育工作

的进一步发展。

3.1通过微课直观呈现教学内容

微课在制作课程的过程中需要用到大量的视频内容，通过

视频内容的合理选择能够实现对课程内容的有效展示，帮助学

生理解一些相对抽象的内容。以电机学中电机的运动为例，在

实际教学中实物难以实现有效的展示，通过视频展示的方式教

师可以通过视频的慢动作来对电机运动过程进行详细的解析，

这种直观的展示方式能够有效提高学生对于相关内容的理解，

能够有效提高教师的教学效率。而且微课通常是以视频的方式

存储，学生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观看，打破了传统课堂教学对

于学习活动的空间、时间的限制。通过微课开展电机学与电力

拖动课程混合式教学，能够将两门学科相关的内容进行联系性

讲解，帮助学生更加清晰的了解到不同科目之间相关知识的内

在联系。

3.2通过微课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在进行微课教学的过程中教师的教学视频在课堂播放完

成之后还可以上传到相应的网络平台，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

进行实时的复习，在网络平台上不同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对于

相关知识的理解进行探讨，有助于在学生群体中形成一种良好

的学习氛围。学习氛围对于学生的学习能够起到非常明显的促

进作用，良好的学习氛围学生之间能够互相督促、互相鼓励能

够在学生群体中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电机学与电力拖动两门

课程的内容相对复杂，很多学生单靠课堂的学习难以全面理解

教材内的内容，通过微课的混合式教学方式，能够为学生提供

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学生之间可以互相交流自己对相关内容

的看法，不同的学生对于同一知识的理解往往不同，从更多角

度对同一知识点进行阐述，能够有效提高学生对于相关知识的

理解[4]。

3.3通过微课提高教学效率

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的教学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

与学生的互动，电机学与电力拖动两门学科在相关专业中都属

于比较复杂的科目，教师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学效率低下，

而且受课堂时限的限制，很多内容没有办法进行详细的阐述。

通过微课的方式开展教学工作，教师能够将具体的案例通过视

频的方式进行呈现，能够有效提高教师与学生的沟通效率，提

高课堂教学效果。学生在课后还能够通过反复观看视频来实现

对相关知识的复习，能够保障每个学生都能够掌握相关的知

识。通过微课短、小、精的特点，教师可以将不同的知识点制

作成多个微课，在不同的微课授课中将各个知识点再进行有效

的串联，能够有效提高学生对于相关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3.4通过微课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微课可以促成一种自主学习模式，可以让学生们自己搜索

课程来看，并自定步调的学习，他们可以任意停止和重访一个

视频以确保达到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同时，这种形式也鼓励教

学者在呈现教学内容时学会讲解。一节微课主要关注一个重要

的点，提供自学重难点的机会。微课可以结合多种教学方法进

行使用，由于微课解释了基本的概念问题，就可以解放课堂的

一部分时间用于问题解决和应用。通过这种途径，微课为点到

课堂模式提供了有力支持，在这种模式中，学生在课堂之外观

看在线的课程，在课堂上进行回顾和课堂活动，由此老师可以

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微课在教学活动中的广泛应用能够为

学生提供给一个新的学习模式，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5]。

4 未来微课的发展模式

随着人们教育理念的发展，以及信息技术的普及，人们对

于微课的接受程度也越来越高，这使得微课在实际教育中的应

用不断扩展，未来微课将成为一种常见的教学模式，微课也将

朝着开放化、社区化以及专业化的方向不断发展。

4.1微课的开放化

微课的开放化是指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将会

有越来越多的微课被上传到网络上，各种类型的微课将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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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平台迎来更多的受众，微课将会实现网络世界的开放

化，每一个有学习意愿的个体都可以通过一台电脑或者手机实

现微课的学习。这种开放化的微课发展模式，有助于我国知识

型社会的构建，对于推动我国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开放化的

微课不仅能够将很多的学生带进课堂，更重要的是微课通过多

个群体的学习，优秀的微课将会被筛选出来，能够带动更多的

人去学习。

4.2微课的社区化

微课的社区化是指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才遇到微课的学习

当中，微课平台下学习者之间的沟通交流将会更加频繁，逐步

将会形成一个个社区，不同专业的从业人员将会在本专业微课

下对微课内容改进型探讨，一方面能够营造一个全民学习的氛

围，另一方面教师可以从优秀的评论内容中吸取养分，进一步

对微课内容进行优化，以提高微课的科学性。社区化微课的另

一个优势就是，能够吸引到更多优秀的人才参与到微课制作当

中。传统的微课制作大都是教授与工作者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

进行微课制作，这部分课程在应用性方面可能差强人意，吸引

更多专业的人才参与到微课的制作当中，能够有效提高微课内

容的应用性，不仅能够提高学习者的学习质量，还能够有效位

教师微课的制作提供更加丰富的素材。

4.3微课的专业化

随着微课模式的发展，不断有新的群体参与到微课的观

看、评论当中，其中很大一部分都不是学生，而是专业人员，

这部分人员带来的专业化的、具有实践参考价值的内容将会进

一步提高微课的专业化。在部分学校微课之所以没有发挥出应

有的功效，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微课内容还是以理论知识为

主，缺乏实践证明，专业化的人才参与到微课工作当中，能够

为学生提供更加专业的知识，学生能够结合不同微课中对于同

一知识的阐述来建立自己的知识框架，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养。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微课是教育工作在推动信息技术与传统教育工

作结合过程中探索出的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借助微课的方式教

师的教学效率、学生的学习效率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提高。在开

展一些较为复杂的课程教学过程中，通过微课短、小、精的特

点，能够对复杂的课程内容进行全面、详细的阐述，能够有效

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微课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其不仅对

于学校教育有重要的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微课这一教学模式

将会走出校园，朝着开放化、社区化以及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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