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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课形式课程思政在高职教育中的实践应用 
◆杨  灵 李映雪 纪依依 张  婷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武汉） 

 
摘要：进入新世纪后，互联网技术获得极大地发展，在此背景下高职院

校传统思政教学面临着一定的机遇和挑战，因此我们必须深研究网络技

术的优点，在高职院校思政教学中有效应用。笔者在本文中首先分析了
微课教学的特点，然后探讨了在高职思政教学之中引入微课的具体有效

措施，以期有效提升教育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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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互联网技术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方便了人
们的日常生活，在推动教育教学变革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
利促进高等院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作为
高等院校应该对网络信息技术有充分的认识，在高校课堂上有效
引入，积极探索在高职院校思政课程中的应用，不断提升高职院
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全面发展学生的综合素质。作为最近几
年发展起来的授课模式，微课凭借自身的优点获得高职院校老师
的青睐，笔者在本文中就高职院校思政课程中有效应用微课授课
的措施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微课教学的特点 
（一）吸引力强 
视频是微课教学的主要载体，其主要以某个知识为中心，借

此推动教学课程。在生动形成画面的指导下，有效集中学生的注
意力，提升他们学东西的积极性和有效性，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
性，对学生们吸收和内化知识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显著提升教
学效果和质量。不仅如此，对比传统教学模式，微课教学较为节
约时间，高度浓缩课堂教学知识，具有非常清晰和明确的教学目
标，在视频、图片、音频等的帮助下高度浓缩提炼教学内容，让
学生迅速了解课程的重难点，实现高效教学。 

（二）便捷高效 
一般而言，为了花费时间较少，20 分钟左右，虽然时间较

短，但是却含有非常丰富的知识点，且具有完整的结构。把微课
引入课堂教学之中，方便掌握课堂节奏，老师可以依托学生的实
际情况对教学计划合理的制定。不仅如此，课下，学生还能使用
微课进行学习，不仅有效利用学生们的碎片时间，还让学生学习
的更加轻松和便利，促进他们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提升。 

（三）互动性强 
互动性是微课教学的又一特点之一，在课堂上，不管是学生

还是老师，或者是学生之间都可以进行无障碍沟通交流，对所学
的内容一起研究，一起探索，有助于打破传统教学模式下的时间、
空间的限制，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在学习中把主体性地位有效
的发挥。不仅如此，在微课教学模式下，遇到不懂得知识，学生
可以及时的问老师和学生，促进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沟通和交
流，极大地提升学习的有效性，有助于多维度教学互动的开展和
推进，提升老师执教质量。 

二、微课在高职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策略探讨 
（一）选择合适的微课主题 
高职院校在思政课程中引入微课开展教学活动的时候，关键

点为微课主题的选择。其一，选择的微课主题要和教材能容相符，
可以把教材大纲中的教学要求充分的反映，各个章节的重难点都
有所涵盖和涉及。其二，老师在对微课素材能容进行选择的时候，
应该适当地结合时政热点问题，把思想政治教学的实效性有效的
体现。其三，作为高职院校的思政老师，在选择微课主题的时候
还应该和高职院校的实际情况，如学生情况，老师层次等相结合，
借此科学提升微课的指向性。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学生具有较高
的学习积极性。 

除此之外，高职院校思政老师在课堂上引入微课的过程中，
应该清晰的认识到微课在教学中的辅助性作用，因此，我们对微
课主题加以选择的时候，应该让其有效的补充传统课堂，而不应
该割裂原有教学内容，所以不应该选择一些时间过短而无法让学
生弄懂内容的微课，以免出现学生不知所云的情况。就当前高职

院校思政课堂教学内容而言，老师应该科学分辨实际情况，选择
有针对性的内容进行微课选题，然后再根据实际内容科学制作微
课程。一方面，这样选择可以促进学生学习知识的积极性，把其
课堂学习的主体性有效的凸显，保证其深度融入课堂教学，和老
师一起学习、一起探究，思想跟着老师，集中其注意力。另一方
面，选择的内容和高职在校生生活贴近，充分利用其碎片化时间，
让他们对知识点更加全面、透彻的掌握。 

（二）精心设计微课教学方案 
一是设计教学内容。就微课教学情况来看，其主要包含有这

几个方面的内容，分析材料和情境、分析教学目标、解析重难点
知识等，这是把微课引入高职院校思政教学之中的关键和本质。 

二是设计教学策略。在当前计算机技术大发展背景下，高职
教学利用微课开展教学的时候，应该在教学全过程贯彻信息化技
术，提升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充分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
协调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是设计教学过程。教学过程主要是导入新课、老师讲授、
学生研讨、布置任务等，老师在对教学过程进行设计的时候，不
仅要确保课程的连贯性和完整性，还应该坚定以学生为中心的原
则，把微课教学的原则深入贯彻，设计出推动学生思政素质有效
提升的教学方案，尽可能确保方案和学生、学校的实际情况相符。 

（三）重视平台的维护工作 
教学过程的影响力和教学内容的实效性不仅仅是微课教学

的生命力所在，还因该深入且大力的在平台维护上开展系列工
作。纵观影响微课教学的内容来看，笔者认为主要有三部分内容：
其一，应该确保满足高职院校学生的实际需求，保证其能够充分
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自主探究活动。其二，微课教学内容应该具有
较强的共享性，确保同行其他学校的老师也能够充分利用这一资
源，保证高职院校思政教学更加体系化和理性化；其三，需要对
学校之间的合作交流进行促进，构建大思政网络教学平台。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高职院校中引入微课程教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性任工作，同时由于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微课发展时间较短，
一些实践性的经验指导比较匮乏。所以，作为高职院校在把微课
引入思政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深入贯彻稳中所述的相关原则，同
时，还应该从多方面科学有效的设计微型课程，努力实现高质量、
高效率的高职院校思政课堂教学，不断提升高校思政教学质量和
效果，确保高职院校学生思政教学取得高质量成果，力促高职院
校在校生综合素质全面提升，为社会输送更多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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