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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大学物理教学中存在的教学内容多、学时少、学生基础参差不齐的状况,对大学物理微课教学进

行了研究,展示了微视频的制作过程,并将微视频应用于教学过程.实践表明,微视频可以帮助学生预习和复习,可

以扩展学生的视野,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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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微课是2008年由美国新墨西哥州圣湖安学院

的高级教学设计师DavidPenrose率先提出的教学

理念,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信息资源形式在世界范

围内被迅速传播并被广泛认可.与传统教学方式相

比,微课具有短小、精炼、明确、活泼有趣等优点,可

以有效弥补传统教学的缺陷.同时,微课以视频作为

载体,通过网络平台传播,智能手机、平板电脑都可

以作为播放终端,学生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随时随地开展学习,方便快捷,有利于优质教学资源

的共享[1~4].

2 大学物理课程进行微课教学的必要性

大学物理属于本科教育中一门必修的基础课

程,它的重要性源自于大学物理对科学进步的基础

作用[5].目前,我校大学物理教学面临以下两个问

题.
(1)学时少,教学内容多

我校理工科大学物理标准学时为108学时.教

师既要保证教学进度,又要保证教学内容(覆盖力、

热、振动与波、光、电磁、近代物理)完整,还要讲解

习题,必然存在对重点难点内容讲解广度和深度不

足,缺少与学生课堂互动的时间等问题,影响教学质

量.
(2)大班教学,学生基础参差不齐

我校大学物理课堂为大班授课,按每班30人,

一名教师同时面对的学生数在120人左右.这些学

生来自全国各地,由于各地高中选课内容不同,导致

学生物理基础参差不齐.教师根本无法兼顾所有学

生,只能尽量按照中等程度学生的学习进度授课.
为了改善以上两个问题,可以借助微课.我们将

微课定位为教育信息化背景下满足个性化学习的辅

助教学资源[6].作为传统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和拓

展,微课可以通过暂停、回放等功能来辅助学生自行

掌控学习节奏,有效复习.借助微课,用功的学生可

以将书本内容学得更精细,也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

课外自学及知识拓展;而基础稍差的学生也有机会

赶上教学进度[7].

3 大学物理微课教学实践

实现微课辅助教学首先需要制作足够的微视

频,之后才能借助网络在适当的时候向学生发布微

视频并建立师生讨论渠道.大体需要以下步骤.

3.1 确定主题

每一个微视频都需要有自己的主题,不能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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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知识点就足够了,最好在10min内将内容说

清楚.绝对不能把微视频弄成课堂45min教学录

像,节奏缓慢、反复强调、环节周全.比如“电磁感应”

这个标题就太大了,而“电磁感应”里包含的内容,

如“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动生电动势”“感生电动

势”等知识点则都很适合作为一个微视频的主题.
下面以“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为例来说明微视频

的制作过程.

3.2 教学设计

根据心理学研究,一般人的注意力集中的有效

时间在10min左右.因此微视频的最佳时间一般控

制在10min之内.在有限的时间内需要有教学引

入、重点讲解、应用举例等必要环节,同时要尽量做

到教学引入有趣、重点内容讲解清晰、应用举例恰

当、结尾精练.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需要周密的教

学设计来支撑.
(1)教学内容引入(2min)

播放一段有趣的实验视频提示学生观察实验现

象并提出3个相关问题,如图1所示,当线圈通有高

频交流电后,导体板立刻弹跳起来并且悬浮在线圈

的上方.导体板悬浮,需要一个竖直向上的力来克服

重力,竖直向上的力是怎样产生的? 无源的灯架放

在导体板上,灯泡亮了,电流又来自于哪里? 将液态

的水喷洒在导体板上,立刻汽化.水汽化所需的热量

又是来自何处? 这3个问题所代表的实验现象究其

根本都涉及物理学中一条基本定律,从而引出微课

主题 ———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图1 教学内容引入

(2)教学内容重点讲解(5~6min)

教学内容讲解部分是微课的核心,要求内容准

确、精练,结构完整、清晰,重点、难点讲解到位.法拉

第电磁感应定律是电磁学的基本定律,是大纲要求

的教学重点内容,需要讲清楚定律的基本内容及相

关公式,特别强调磁通量的变化才是引发电磁感应

现象的必要条件.对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公式中

“负号”代表的物理意义,多数学生理解浮于表面,

不够深刻.可以采取反证法,假设没有“负号”,得出

的结论明显违背了能量守恒定律.“负号”的意义是

表示感应电动势的方向总是使感应电流激发的磁场

阻碍磁通量的变化,“负号”的物理实质是能量守恒

的必然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中的负号是能量守恒的必然结果

讲清楚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的内容之后,需要

与教学引入环节演示的实验现象相呼应,简略解释

导体板悬浮的问题.线圈中通有交流电,激发出交变

的磁场,假设在某一瞬间,磁场的方向是向上的,并

且逐渐增强,导体板自成闭合回路,产生感应电流,

感应电流激发的磁场要反抗磁通量的增加,可以判

断磁场的方向是向下的,与原磁场方向相反,就像两

个条形磁铁N极相向放置,产生排斥力.这个力与

重力相平衡,导体板呈现悬浮状态.无源的灯泡亮

了,也是因为导体回路在交变磁场中产生了感应电

流.导体板上有很大感应电流,导体板又具有相对较

小的电阻,因此产生大量焦耳热.导体中产生焦耳热

的大小与线圈中输入的交流电最大电流和圆频率有

关,最大电流越大,频率越高,处于交变磁场中的金

属产生的焦耳热越多.实验中通入的电流是800A,

900Hz,液态水汽化吸收的热量就来源于金属板产

生的焦耳热.
(3)电磁感应现象应用(1~2min)

电磁感应现象应用广泛,结合学生的材料专业

特点,主要介绍电磁感应的热效应在材料加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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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采用两段演示实验视频分别展示熔炼金属

过程和金属工件表面淬火过程,如图3所示.

图3 金属熔炼和金属表面淬火视频截图

(4)结尾(0.5min)

对微课教学内容做出总结,并提出电磁感应在

力、热、电等方面的应用已经渗透到现代生活的方方

面面.比如自动提款机、机场的安检门、磁悬浮列车,

等等,如图4所示.提出,“同学们能够用我们今天学

到的知识来解释电磁感应在这些装置中的应用

吗? ”学生可以以此为目标进行扩展学习.

图4 教学结尾视频截图

3.3 微视频录制 编辑与优化

现今,视频录制软件种类丰富,基于电脑的

CamtasiaStudio及会声会影等传统软件功能丰富,

可以录屏、剪辑、加字幕、加效果,等等,足够制作微

视频.基于平板电脑的录屏大师、录屏精灵等软件操

作方便快捷,但是相应的编辑功能更适用于趣味性

的生活视频,不适用于微课.因为平板电脑具有便携

的优点,我们最终采用录屏大师录制视频、采集声

音,而视频的编辑与优化还是使用功能更强大的

CamtasiaStudio来完成.

3.4 视频共享

将已完成的微视频共享到本校的“大学物理精

品资源共享课”网站,网址提供给学生.在每次上课

前一天通过微信群提示学生到网站上观看课堂要讲

的内容,做好预习.

4 效果分析

为了真实掌握学生对微视频的使用情况,课题

组对118名学生进行不记名问卷调查.问卷内容主

要包括:(1)你是否观看过微视频? (若答案为“否”

直接回答第5题)(2)你观看微视频主要用于平时预

习、平时复习还是期末复习? (3)你认为观看微视

频对哪些方面有帮助? (4)有哪些希望改进的地

方? (5)不观看或少观看的原因是什么?

从问卷结果可以看出,微视频的使用效果低于

预期.首先,使用人数没有覆盖到全部118名学生,

只有92人观看过微视频,约占总人数的78%.其次,

在观看过微视频的92人里,保持课前预习习惯的学

生数太少,仅有20人(约占总人数的17%)表示在

平时预习、平时复习及期末复习阶段都观看过微视

频.而大部分学生只把微视频当做了复习的有效工

具,有45人(约占总人数的38%)在平时复习和期

末复习阶段观看过微视频,其余27人(约占总人数

的23%)甚至只在期末复习阶段观看过微视频.大

部分学生认为微视频的优点是:对复习有帮助,对预

习有帮助,对扩展知识面有帮助;希望改进的地方是

增加习题讲解;不观看或很少观看的原因是没时间

和基础差.

5 结束语

大学物理微课教学可以对传统课堂教学形成有

效补充.我们开展微课教学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课堂教学内容多与学时少、大班授课与学生基础

参差不齐之间的矛盾.通过微课视频辅助预习和复

习,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教学内容,学习的自主性也

有所提高.尤其在期末复习阶段,微视频对学生回顾

一学期的教学内容、有效抓住学习重点有很大帮助.
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第一,我们的初

衷是希望学生平时能通过预习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但做到这一点的学生很少,教师只能提醒、引导但无

法保证学生观看微视频.第二,学生复习阶段需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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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习题巩固学习成果,但微视频没有包含习题讲解

部分.下一步工作考虑在课堂上通过提问的方式检

验学生预习情况;另外,扩大视频资源库,增设习题

讲解模块,满足学生对微视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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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而增加,且当电子的能量小于势垒的高度时,

M形势垒中依然会出现谐振隧穿.在入射电子的能

量不变时,达到谐振隧穿前,随着势垒高度的增加透

射系数会先减小后增加,在谐振隧穿后,随势垒高度

的增加透射系数单调下降直至为零.在入射电子的

能量不变时,若势垒高度与电子能量相当,透射系数

随着势垒宽度的增加会近乎呈现周期性的谐振隧

穿,当势垒的高度逐渐变大,M 形势垒中发生谐振

隧穿的次数会越来越少,最后会没有谐振隧穿产生.
进一步,本文将 M形势垒的透射系数和方形势垒的

透射系数做了比较,发现 M形势垒比方形势垒更容

易出现谐振隧穿,在低势垒区,电子更容易透射方形

势垒,而在高势垒区,电子更容易透射 M形势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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