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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对微课的不同定义进行梳理,提出物理微课是以视频为主要载体,针对学生物理学习过程中的某

个点或某一个问题,运用教育技术,开展的简短、完整、可视化、精彩的教学活动.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物理微课的

特点和分类,以期对教师设计物理微课提供一些参考和启发.
关键词:物理微课  物理微课特点  物理微课分类

  微课是近几年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的热门话

题,受到国内外教育者的广泛关注,中国教育界掀起

了一场“微课”热潮.国内学者对于微课的概念、特

点、技术、形式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讨论,但微课在

物理学科的应用方面仍存在不足,在理解和实践过

程中仍存在差异,制作的微课共性有余而物理学科

特点不足.
文章将从物理学科的角度谈谈什么是物理微

课、物理微课有哪些特点、物理微课如何分类.

1 什么是物理微课

微课(Micro lecture)这一概念是由美国新墨

西哥州胡安学院(SanJuanCollege)的戴维·彭罗

斯(DavidPenrose)在2008年正式提出的,并将其

应用于在线课程.他认为微课是一种以建构主义为

指导思想,以在线学习或者移动学习为目的,基于某

个简要明确的主体或者关键概念为教学内容,通过

声频或视频音像录制的60s课程[1].
国内教育界对微课的定义有着不同的诠释,广

东省佛山市教育局的胡铁生认为“微课”是指按照

新课程标准及教学实践的要求,以教学视频为主要

载体,反映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针对某个知识点

或者教学环节而开展教与学活动的各种教学资源的

有机组合.华南师范大学焦建利教授认为“微课”是

以诠释某一知识点为目标,以短小精悍的在线视频

为表现形式,以学习或教学应用为目的的在线教学

视频[3].上海师范大学黎加厚教授认为“微课”是指

时间在10min以内,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内容短小,

集中说明一个问题的小课程[4].首届中小学微课大

赛官方认为,“微课”全称“微型视频课程”,它是以

教学视频为主要呈现方式,围绕学科知识点、例题习

题、疑难问题、实验操作等进行的教学过程及相关资

源之有机结合体[5].其重要意义在于促进教学与学

习方式的转变[6].
综合以上学者和相关文件对微课概念的诠释,

我们认为,物理微课是以视频为主要载体,针对学生

物理学习过程中某个点或某一个问题,运用教育技

术,开展的简短、完整、可视化、精彩的教学活动.这

个“点”可以是学科知识点、例题习题、疑难问题、实

验操作,也可以是科普知识或者科学文化,如电磁辐

射对人体是否有害等.
物理微课的本质是教学活动,因此要求其是完

整、情景化、可视化、精彩的教学视频.一个完整的物

理微课要包括教学视频、教学设计、教学课件、学习

资源和微课简介.即微教案、微课件、微习题和微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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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理微课有哪些特点

物理微课作为传统课堂学习的一种重要补充和

拓展资源,不仅具有微课的主要特点,还具备物理学

科的一些特点.

2.1 微课的主要特点

(1)时间短、内容少、结构完整.微课的时间一

般在5~10min,不要超过15min.在内容的选取

上要聚焦在某一个知识点或者特定的主题上,要做

到短小而集中.微课的结构要完整,要有完整的教学

设计,而不是简单化的教学片断.
(2)学习形式更适应于移动学习.短小精悍的

微视频成为微课的主要呈现形式,与智能手机、平板

电脑等移动终端相结合,为学习者提供灵活自主的

移动化网络学习体验.
(3)可灵活应用于各种“教 学”的情境.微课既

可以用在教师授课的过程中,又可以用于学生自主

学习,也可以用于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教 学”

互动过程中.既可以用于学生在线学习,也可以用于

教师进行面授,还可以是两种的混合式教学,就是现

在比较流行的反转课堂.既可以用于正式学习(课堂

教学)也可以作为微学习资源用于非正式的学习.
总之,微课的核心特点可以用短、小、精、悍4个

字来概括.即时间要短、知识容量要小、要精心设计,

效果强悍,使人观看微课后确实是有收获,有效达到

教学目标.也有人将微课的核心特点概括为短小精

趣,即在微课的开发上要突出其趣味性.微课的趣味

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趣味性,那么开发的微课

就会没有学生去观看,就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

2.2 物理微课的特点

(1)物理微课的设计要以实验为基础.物理学

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物理微课中的实验不

仅能为学习物理概念和物理规律提供符合认识规律

的环境,还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与求知欲

望,并且可以增加物理微课的趣味性提高微课的吸

引力.但是物理微课中是否有演示实验还要根据课

型和实际情况而定.
(2)知识的讲解以数学方法为重要手段.物理

概念的形成和物理规律的掌握都需要数学的方法和

思维,学生分析和解决物理问题更离不开数学.例如

学习匀变速直线运动的规律时,通过数学的推导和

计算,可以让学生更加容易地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
(3)物理微课所讲知识具有应用性.物理微课

是针对学生物理学习过程中某个点或某一个问题而

设计的.这个点或者某个问题可以是物理规律,也可

以是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因此

学生可以通过学习物理微课解决一些学习和生活中

的实际问题.

3 物理微课该如何分类

通过对微课进行分类有助于开发者理解微课,

增加实践开发的可操作性.一个微课可以对应于一

种微课类型,也可以同时属于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

微课类型的组合,例如提问讲授类、合作探究类等.
分类的标准不是唯一的,笔者在对微课视频分析的

基础上认为微课有以下几种分类:

(1)按照课堂教学方法来分类.微课可以分为

讲授类、谈话类、讨论类、演示类、练习类、实验类、疑

难类、自主学习类、合作学习类和探究学习类.
(2)按照课堂教学主要环节(进程)来分类.微

课可以分为课前复习类、新课导入类、知识理解类、

练习巩固类和小结拓展类.
(3)按课堂教学基本课型分类.微课可分为概

念类、规律类、实验类、练习(习题)类、复习类和讲

评类.
(4)按微课呈现的形式分类.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微课的呈现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和智能化.目前

微课的呈现方式主要有电子黑板讲解型、课件播放

型、场景实录型和有头像的多画面切换型4种.

1)电子黑板讲解型.
该讲解方式用的是一种电子黑板系统,而教师

本人不出现在视频中.教学的方式就是在一块触控

面板上面点选不一样颜色的彩笔,一边画一边录音,

由电脑软件录下这一过程,再将录下的视频发布到

网上供大家学习.如图1所示,教学视频中没有精良

的画面,也看不到讲解的教师,只是由讲解人带领观

众一点点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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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电子黑板讲解型微课图

2)课件播放型.该类型主要应用PPT或者

Flash等软件进行讲解,画面中不会出现讲解人,通

过录制画面和声音,最后制作成视频.如图2所示,

由于制作简便,目前国内大多微课都是采用该种方

式进行制作的.

图2 课件播放型微课图

3)场景实录型.场景实录型微课是实际课堂

教学场景的再现,教师会出现在视频中,如图3即为

比较适合物理微课的形式.

图3 课件播放型微课图

视频中利用显示屏展示所讲授的内容,在显示

屏前有实验桌可以进行物理实验,在教师进行实验

时,可以通过拉近镜头使学生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实

验操作和实验现象.该种形式的微课与学生平时课

堂学习习惯相似,并且可以在微课中进行实验操作,

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比较适合应用

于物理微课的设计中.

4)有头像的多画面切换型.教学内容和教师

的形象能够同时展现,根据实际情况将教学内容和

教师的形象进行适时切换,让学生对学习内容有更

加立体的感受.同时,通过教师的形象又可以拉近讲

解教师和学习者之间的距离,增加学习者对微课内

容的信度.

图4 有头像的多画面切换型微课图

4 结束语

微课不是简单的微视频,微课的本质是“课”,是

针对学生学习物理过程中的某个点或者问题开展的

简短、完整、可视化的教学活动.物理教师在设计一

节微课前,必须弄清楚什么是物理微课,物理微课有

哪些特点,确定自己要设计的物理微课的类型.只有

弄清楚这些基本问题,设计的微课才是一节目的明

确并具有物理特色的好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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