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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编  2016 年 03 月 30 日 

内容“微课作品分析及其在课堂应用”午餐研讨会举行 

微课与教学——电气学院邹建龙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举办 

 “微课作品分析及其在课堂应用”午餐研讨会 

3月 24日，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举办题为“微课作品分析及其在课堂应用”午餐研讨会。来自

电气学院、电信学院、机械学院、理学院、能动学院、人文学院、外语学院等单位的 40余名中青

年教师参加。教发中心专家组朱继洲、胡奈赛、柯大纲 3位教授和校督导专家组黄尚恒教授参加

研讨会。研讨会由陕西省和西安交大首届微课竞赛一等奖、全国第二届微课竞赛二等奖获得者、

电气学院电工电子教学实验中心邹建龙副教授作主题发言，中心专家组王汝文教授主持。 

邹建龙老师首先就什么是微课、微课的特点以及微课的制作等基本问题与参会教师分享了自 

 

    邹建龙副教授作主题发言

马知恩主任介绍联盟章程 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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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体验，结合 2015~2016 学年第一学期在电气和电信少年班应用微课视频开展翻转课堂教学试

点的体会，介绍了实施方法和取得的效果，说明了微课用于教学实践的必要性、可行性，并给出

了参与试点的学生对教学方法的接受程度和取得的学习成绩进行分析的结果。邹老师发言结束后，

展示了 3个参加学校第二届微课竞赛的作品供与会者分析。 

在讨论过程中，与会教师与邹建龙老师就教学中使用微课的条件、教学方式、教学评估方法

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针对会上展示的微课视频进行点评，肯定了作品在教学中使用的可行性，也

提出了制作中的不足和改进建议。还有老师提出，一个微课作品是否适合应用于教学不能只由教

师来判定，更重要的是学生是否认可，这类研讨活动应吸收学生代表参与。最后，教发中心专家

组胡奈赛老师向与会教师讲解了“互联网+教育”时代的教育信息化基本理念，就是教育界必须树

立一切改革都应围绕以学生为本的“用户思维”。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教师应具有一切为用户的

“服务意识”，认清信息化时代“技术促进教学”的重要性，学会使用“大数据”，实现“优质

教学资源共享”，利用记录学生学习过程的各种数据，建立能全方位客观反映学生素质的评价体，

以提升自己的“服务”水平。 

 

 

主题介绍 

微课与教学——电气学院邹建龙 

1. 什么是微课？ 

简单地说，微课就是“微知识点”+“微视频”，一个微课视频的时间最好限制在 6~10分钟。

但是微课的知识点虽“微”，必须完整，除包含知识点本身应说明的内容，还应涉及知识点的引

入和知识点的应用，便于让学习者能够有效地学习一个知识点。 

微课是 MOOC 视频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但与 MOOC视频又不完全相同。微课视频必须表达一

个完整的知识点及前后关联的内容，MOOC 的内容是一门完整的课程，其视频需要呈上启下，可以

比微课的内容更碎片化。 

2.微课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1）完整性  如上所述，微课必须表述学习一个知识点的完整过程。 

（2）启发性  微课的内容除了讲解知识点本身，还应能提出问题，引起学习者关注与思考。 

（3）生动性  微课视频内容的表现形式应多样化，可以包含实物演示视频、动画、与学习内

容相关的生活实例的视频等，使学习者在生动的环境中学习。 

（4）应用性  微课设计的初衷就是用于帮助学习者学习，除了在线上学习的应用，还可用于

“翻转课堂”和实体课堂的教学，以及学习者之间、学习者与教师间的在线研讨。 

3.如何制作微课 

（1）微课制作的形式  常见的微课制作形式有 6种。自拍式：自己设计自己录制；他拍式：

设计好后请专业机构录制；动画式：作品以动画的形式表现；录屏式：直接录制通过 PPT 屏幕讲

解的微课内容（讲解者可出镜或不出镜）；混合式：一件微课作品中包括动画、实际视频、板书

和 PPT演示的内容，讲解者间断出镜的形式；自创式：讲解者采用各种适合的应用软件自己设计

并制作。 

（2）微课制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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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以讲解《电路》课程中“正弦稳态电路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这个知识点的微课视频为

例，说明制作步骤。 

编剧：提出设计知识点的讲解内容和讲解方法  

内容：正弦稳态电路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讲解形式：实验演示、生活实例类比、动态手势书写、表格呈现对比、例题具体运用  

达到目标：使学生能轻松、深入掌握这个知识点  

导演：将剧本转化为实际的演出脚本，要做到细致入微  

下面给出讲解“异侧去偶部分等效”内容的脚本： 

根据 KCL，i1+i2=i3 

电压 U1=L1di1/dt-M di2/dt（停顿 6 秒） 

同理可得（相应公式）（停顿 4 秒） 

我们再来看这个由 3 个电感组成的电路（电路图）  

根据 KVL（相应公式）（停顿 10 秒左右） 

观察可以发现（停顿 3 秒） 

这两组公式完全相同  

说明 T 型接法同名端位于异侧时可以等效为三个电感（电路图） 

其中连接点引出端线上的等效电感为-M（停顿 2 秒） 

线圈 1 所在位置的等效电感为 L1+M（停顿 2 秒） 

线圈 2 所在位置的等效电感为 L2+M（停顿 2 秒） 

4.微课用于实际教学 

（1）有必要吗？ 

答案是肯定的。我国当前的教育仍然是重视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学生的学习则是被动

的。学生才是学习主体的理念没有真正树立，不利于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在教育信息化时

代，互联网特别是无线互联网倒逼现有教学方式改变，利于在线的教学资源，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主动学习。  

（2）有方法吗？ 

当然有。作为试点，本人在 2015-2016学年第 1学期电气和电信两个学院少年班（共 35人）

的《电路》课程课堂教学中引入微课进行混合式教学试点。微课视频上网后，作为相应课程的重

点或难点。教学过程中，给出部分学时让学生课下自学，课堂上在教师组织下参加讨论，学生自

学的学时教师不上课，自学与讨论课时 1︰1（为了保证所有学生都能真正自学，第 2学期在生命

学院生基硕 41班试点中，改为课堂上自学 1学时，讨论 1学时），讨论的问题可以是教师预设，

更鼓励学生主动提出自己学习过程中的疑问。讨论还可以采用分组 PK的方式，让学生在争论中巩

固所学知识，还可提高学生的知识组织和表达能力。 

为了了解每个学生学习效果，需要真正的过程考核。在电气、电信少年班试点中，进行频繁

的课堂测验（每教学单元一次）。过程考核综合了学生参与讨论的表现和课堂测验成绩，考核成

绩占学期总成绩的 60%。此外，要求学生参加开放实验，凡参加了开放实验另加 5分。 

（3）有效果吗？ 

本人在第 1次试点结束后，对教学效果进行了初步班分析，得到三组数据（图 1-3）。采用

传统方式教学的班级和混合式教学试点班学生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分析结果；试点班学生对试点教

学方式评价的问卷调查结果；试点方式与传统教学方式相比学生所用的学时数增减比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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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传统教学和混合式教学期末卷面成绩分布 

 

 

图 2  对传统教学和混合式教学的喜好程度 

 

 

图 3 与传统教学相比混合式教学学生所用学时数增减比较 

结果表明： 

采用混合式教学班级的学生期末卷面成绩为优、良的学生比例远高于采用传统教学模式教学

班级，不及格率则低很多。 

试点班学生喜欢混合式教学的学生比例超过了喜欢传统方式与无所谓的学生之和。 

与传统教学相比，采用混合式教学基本没有增加学生所用的学时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