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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微课是一种新兴的教学模式，其核心资源是微课视频。针对当前普通化学微课视频中存在的完备性较差、

学生主体地位不突出及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等问题，本文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首先，在理论型

微课视频的设计中引入互动式教学，通过师生间的互动以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其次，将分层式的教学模

式融入到实验型教学微课视频中，以加强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的相互融合。最后，以学生为主体，设计

三种不同类型的习题型微课视频，对学生因材施教，提升其学习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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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cro-lecture is a kind of emerging teaching mode, which taking the teaching video as its core 
resource. Currently,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micro-lecture video due to the poor integrity of 
teaching contents, weakened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students in learning and discrepancy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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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is paper, the solutions of these problems were presented. Firstly, 
the mode of interactive teaching was introduced in the theoretical micro-lecture video, which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classroom teaching effect. Secondly, the mode of multi-level teaching was 
adopted in experimental micro-lecture video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contact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Finally,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micro-lecture video of exercise lesson were designed 
based on the main role of students in learning, which is beneficial to cater to students' individual 
needs and help each one to improve learning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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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普通化学课程是高等理工科院校为非化工类专业的学生所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其内容涉及无机

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及物理化学等相关知识领域，体现了化学与工程技术间的交叉互融，有助于

加强学生对化学学科的全面认识，培养其利用化学基本原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然而，当前普通化

学课程存在学时较短、趣味性较差等问题，其实际教学效率大打折扣[1] [2] [3]。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教学的模式和理念也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模式，

微课具有教学时间短、教学针对性强及学习形式多样等特点，利于实现学习的移动化、微型化及碎片化，

有效地弥补了传统教学的不足之处，教学效率极大提高[4] [5]。微课包含了教案、课件、教学视频及习题

等教学资源，并以教学视频为核心资源[6]，因此教学视频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微课教学的整体质量。 

2. 当前普通化学微课视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高校普通微课教学视频的类型主要可分为三种，即理论型微课视频、实验课型微课视频和习

题课型微课视频。将这些微课视频引入到高校普通化学教学中来可有效地弥补传统课堂教学中不足之处，

但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7] [8]。 

2.1. 理论型微课视频中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种最常见的普通化学微课教学视频，理论型微课视频以理论知识的讲解为主，通常一个微课

视频中只能涉及有限的知识内容，以实现模块化的教学方式。然而，化学体系中的知识内容不是孤立存

在的，主体知识点和辅助知识点同样重要，忽视了知识的衔接性与连贯性将对学生的深入学习产生消极

影响，不利于化学知识体系的构建。此外，这类视频大多缺乏精心的教学设计，教师依旧是教学过程中

的主体，学生的中心地位不够明确，学习被动，难以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更重要的是，这类视频主要

注重对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化学知识的实用性，对于工科相关专业的支撑作用十分

有限[9]。 

2.2. 实验型微课视频中存在的问题 

化学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学科，掌握一定的化学实验技能能够让学生在实践中验证真理，更好地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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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知识。作为传统实验课的重要补充，实验型微课视频可在有限的时间内将整个实验过程完整呈现，有

助于提升实验教学的效率。目前，普通化学实验型微课视频的应用案例较少，现有的报道中主要是通过

制作预习视频的方式，在课前让学生了解本次实验的原理、仪器的构造及实验方法等内容，以提高学生

课上实验的操作时间[10] [11] [12]。然而，受学生个体及专业间的差异的影响，在有限的学时内，教师难

以通过相同的实验型微课视频对每一名学生进行因材施教，实际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2.3. 习题型微课视频中存在的问题 

习题课有助于学生内化课上所学知识，对提高学习效果有积极作用。在普通化学课程中引入习题型

微课视频，有助于在有限的学时内提高习题课的教学效果，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性[13]。当前，应用

习题型微课视频进行普通化学教学的案例较少，在已有的报道中，这类视频大多是以传统习题课的教学

模式呈现，视频中通常以教师对于常见习题的讲解为主，学生再通过观看到正确答案自查纠错。然而，

不同的学生对于化学知识的储备水平参差不齐，其完成习题的态度和质量也常存差异，因此习题型微课

视频在设计层面应以学生为中心，否则，在学生的学习时间分配上将存在着一定的不合理性，不利于因

材施教。 

3. 提高普通化学微课视频教学效果的对策与方法 

3.1. 在普通化学理论型微课视频教学中引入互动式教学模式 

互动式教学是将教师的主导施教和学生的主体认识相结合的课堂教学活动过程，通过调节师生关系

及其相互作用提升教学效果[11]。将互动式教学法引入到普通化学理论型微课视频教学中，可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学生与教师间的互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授课质量。 
以一节微课为研究对象，首先，教师在微课视频内容的初始阶段应设置几个问题，问题可源于之前

的授课内容，在视频中向学生发起提问，并给予一定的思考时间，方便学生在温故知新，将所学知识融

会贯通。例如，在“缓冲溶液”的微课教学视频中，教师应事先让学生回答有关同离子效应的一些问题，

以此来将同离子效应和缓冲溶液的相关知识点联系起来，使学生既复习了同离子效应的相关内容，又加

深了对于缓冲作用、原理等知识点的理解。 
其次，教师在讲授较为抽象或复杂的概念时，应注重在视频中引入互动式教学方法，较为生动地展

示某个知识点，并通过视频中的互动环节深化学生的理解。例如，在电化学的章节中，教师在讲解电极

电势是由双电层产生时，由于这部分内容中双电层的形成过程较为抽象，可借助动画或视频等手段将抽

象过程具体化，辅以设问、手势演示等方式在讲解过程中启发学生思考，让学生能够在教师的引导下描

绘出双电层的形成过程，进而得出电极电势的产生原因，有助于学生从多重角度进行理解和观察。 
最后，借助微课视频资源丰富性及全面性，教师可对不同专业的学生量身定制不同的课程内容，扩

展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与综合实践能力。例如，对于航空宇航专业的学生要侧重讲

解化学能源在航空领域中的应用；对于材料专业的学生要侧重教授化学与多功能复合材料间的关系；对

于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要注重通过化学公式的推导以加强其逻辑推导能力的训练。 

3.2. 分层式教学模式在普通化学实验型微课视频教学中的应用 

分层式教学是指教师根据学生现有的知识、能力水平把学生分成若干组相互水平接近的群体后再进

行分组教学，使所有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都能得到相应的提高[10]。在实际操作中，首先，教师可在视频中

引入一定的预习内容，通过自主学习的方式，让学生在实验课前了解本次实验的原理、仪器的构造及实

验方法，提高实验预习效果，减少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中的出错率。其次，教师应依照个体层次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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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学生分为多个实验小组，再进行微课视频分层式教学。例如，对于包含不同专业学生的大班实验教学，

教师应按照学生专业的不同对其进行分组，尽量保证相同或相关专业的学生处于同一组，再授予融入相

应专业领域内容的微课视频进行教学，以激发各个专业学生的学习热情，提升学习效果。针对同一专业

学生的小班实验教学，教师在开展微课视频教学时，应根据学生的化学实验实际水平对其进行分组教学。

对于化学实验水平稍差的学生在微课视频中应注重实验的基本原理及化学基础操作的讲解，使其通过化

学实验更好地理解普通化学课程的理论知识，提高动手能力；对于化学实验水平较强的学生应注重通过

微课视频扩展其实验教学知识的广度，在保障课上实验完成的条件下，对其进行创新性实验的指导。 

3.3. 制作以学生为中心的多种习题型微课教学视频 

微课视频是习题型微课最重要的教学资源，其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习题课的教学效果[13]。针对不

同学生在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上的差异，以学生为中心，可分别设计了三种类型的习题型微课视频，即

基础型视频、迁移型视频和创新型视频。基础型视频旨在帮助学生巩固课上所学知识，进行查缺补漏，

其教学内容主要是源于教学大纲中相应章节的基础知识。在实际操作中，教师应先结合相应知识点拟定

题目，留给学生一定的独立思考时间，再对解题过程进行讲解，之后提供给学生正确答案，并对其学习

效果进行综合评价；迁移型视频旨在帮助学生建立不同知识间的相互联系，做到举一反三，真正做到融

会贯通。在基础型视频的框架之上，教师还应注重将不同章节、学科间的知识进行相互融合，引导学生

自主地进行知识间的迁移，提高其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创新型视频旨在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科

技创新的能力，它的设立为老师和学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进行创新性教学时，教师应通过查阅国

内外最新文献报道，探寻出教材中相关理论知识与当前科研问题中的结合点，引导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

利用课上所学知识对相关科研热点问题进行大胆猜想，并根据假设进行小心求证，以实现创新型人才的

培养。 

4. 结语 

将微课应用于高校普通化学课程教学中，不仅可以缓解因课内学时不足而导致的学生学习效率降低

的问题，还可以对不同专业、水平的学生进行因材施教。微课视频是微课的核心内容，打造出一套完备

的普通化学课程微课教学视频资源体系，有助于提升教师的授课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率，有利于培养学

生应用化学基本知识解决工程实践中相关问题的能力，为培养新时代创新型人才打下夯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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