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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reform of mathematics basic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nd its teaching ideas, curriculum,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need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e “mi-
cro-course” has become a hot spot in the teaching reform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Based on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course statu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course”, this article studies 
and designs the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micro-teaching model applied in the basic course of ma-
thematic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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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数学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一直倍受关注，其教学思想、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均需要与时

俱进。随着以开放、共享为理念的网络教育资源的蓬勃发展，“微课程”已成为国内外信息化教学改革

研究的热点。该文以高校数学基础课程为视角，在深入了解课程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微课程”的特点

研究并设计出合理有效的应用于高校数学基础课程的“微课程”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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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等院校非数学专业设置数学基础课程的意义与存在的问题  

非数学专业的学生为什么要学习数学？这是笔者从事高校数学基础课程教学几年以来常被学生问及

的问题，同时也是笔者本人及身边同事常常讨论的问题。 
传统的教育观念认为，高校课程的设置均应为专业课服务。基于这种观念，高校数学类课程的设置，

常常是：与数学知识有密切联系的专业就设，否则就不设；而对于数学课程教学大纲设计常常又是：专

业课需要的内容就讲，不需要的就少讲或不讲；对于数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往往是：只注重记忆某些知识

与方法，甚至死记硬背，而很少体察数学知识所隐含的思想方法及其对人的总体素质的重大影响[1]。而

事实上，数学这门科学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因此，设置数学基础课程对大学

阶段的学生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大部分人所认知的，专业课必备的知识工具；二是培养逻

辑思维能力最重要的知识载体；三是提高科学审美意识的重要途径。而以上三个方面的作用中，我们认

为，培养理性思维能力，接受科学所具有的美感熏陶更为重要。又因为，数学本质上代表了一种理性主

义探索精神，这主要体现于数学的思维品质和美学功能，这种精神使得它在培养人的素质，开发人的创

造力方面有非凡的作用。然而，毕竟数学基础课程天然存在着生涩、逻辑性强、前后知识连接紧密等特

性，再加上高等院校即使是同一专业的学生，他们的数学基础也参差不齐，而教学大纲与知识体系的设

置并不能兼顾学生的个体性差异，又因为超大课程容量与有限的教学学时存在着巨大的冲突。这就使得

教师需不断探索更合理、更吸引学生的教学方法来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 

2. 基于高校数学基础课程视角的“微课程”教学模式 

微课程是当今在线教育最新最热的代名词，最早在 2008 年，由来自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胡安学院的高

级教学设计师 David Penrose 提出。微课程是以视频为主要载体，以课程的某一个知识点、某一个教学环

节为内容，将先进的教学理念、信息化的教学手段、创新的教学过程深度融合，通过精心设计，在 10 到

20 分钟时间内完成一次精彩的“教与学之旅”。它以“时间短、内容精、功能全、易传播”等特征充分

贴合当今在线教育发展趋势[2]。 
面对大学数学课程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教师应注重教学手段上的研究，如何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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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意识上紧跟信息化发展的趋势是首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更需注重如何对大学数学课程教学

模式、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行改革；如何通过将大学数学课程教学内容同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带动信

息技术、多媒体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和发展。 
高等数学逻辑严密，内容严谨，同时也很抽象，但其应用是很广泛的，也是很多专业，如经济、管

理、理、工、医学类等专业的基础课程。事实上，学生主观上并不排斥数学，可是传统的数学教学，终

究是以老师“满堂灌”为主，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一味地完成教学任务，学生只能被动接受。而且高

校数学课程一般都是两节连堂，再加上教学内容本来就生涩且枯燥，大部分的学生被“灌”了两节课后，

即便是认真听讲的学生也就能吸收 60%~70%，这就导致学生虽然主观上想学好数学，客观上做到却非常

困难，继而对数学产生畏惧心理。因此，在高校数学的教学中，让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主动参与到教

学活动中，不再只是被动接受，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想到，把微课引入高校数学教学的

实践活动中，使得学生们真正地和老师一起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成为课程的创造者和主体。这不仅充分

发挥了教师的积极性、创造性，而且还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和探索的积极性、自主性、创造性，教学

相长，相得益彰，提高教学质量。 
将微课引入教学中，首先，师生应建立一个网络互动平台，老师在每次上课前，提前一到两天把下

一次课要讲的重点内容分段制成独立的微课视频，上传到互动平台。特别地，制作的微课程，应遵循以

下规则：一个微课程只说一个知识点，给学生提供提示性信息，在微课程中适当位置设置暂停，允许学

生思考；在微课中设置恰当的提问，问题一般是单元问题和核心问题；每一个微课结束时都有一个简短

的总结，帮助学生梳理思路，强调重点和难点；学生看完视频后可以进行讨论和练习，老师在整个过程

中需要引导学生，并且在他们提问后给予讲评，指出好与不好的地方，鼓励学生们都能积极主动地参与

进来，真正地从关注“教”转变为关注“学”，从关注“正式学习”转变为“非正式学习”[3]。 

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应用微课程的教学案例——以条件概率的定义为例 
 

题目：条件概率的定义 

内容来源：《概率与数理统计》 

适用对象：有高等数学基础的大二学生 

教学目标：理解条件概率的定义，掌握条件概率的计算公式。 

教学用途：由于学生基础不同，且条件概率的定义枯燥难以理解，制作生动的教学视频以提高学生兴趣，便于学生反复

观看，从而掌握课程所传达的理论思想。 

教学背景：学生已初步了解了概率论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对于样本空间中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懂得用相应的方

法去计算其概率，并且对于经典的几何概型和古典概型的计算方法也已基本掌握。但当事件的发生受到其他事件的影响

时，就会需要引进条件概率公式以及后续的全概率公式去处理问题。 

知识类型： 
■理论讲授型 □推理演算型 □技能训练型 □实验操作型 □答疑解惑型 □情感感悟型 □其他 

制作方式：□拍摄 ■录屏 ■演示文稿 ■动画 □其他 

预计时间：12 分钟 

教学过程 设计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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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i) 天气预报，是应用大气变化的规律，根据当前及近期的天气形势，对某一地区未

来一定时期内的天气状况进行预测。它对我们的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 
i) 通过贴近生活的实例引出问题。

激发学生解决问题的兴趣； 

 

 

但百姓有时会抱怨，天气预报似乎不太准确，收听的天气预报，可信度有多大呢？

接下来学习如何通过概率论来判断一项预报的准确性。 
 

ii) 判断预报结果的优劣不能根据一次或几次预报与实际观测的符合程度下结论，而

需要做独立重复试验，且试验次数越多结果越准确。然后给出一组某地一个月的天

气预报的记录结果，通过这些数据来对天气预报的准确性进行评估。 

ii) 否定“通过单纯的比较预报有

雨的概率和实际下雨的概率来反

映天气预报的准确性”。引起学生

的注意； 

 

 

也许有些同学发现，可以算出本月预报有雨的概率和实际有雨的概率，继而发现这

两组数字完全相同，天气预报 100%准确！显然，此种做法毫无意义。因为预报的

是哪天下雨和实际是哪天下雨并不一定一致，那就与准确性无关了，只是总量上的

比较，毫无对比性。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 

 

iii) 事实上，我们想要讨论的是：预报下雨并且实际下雨的概率，还有预报无雨也

真的没有下雨的概率。以上问题可以通过概率论中的“条件概率”来解决。为了更

清楚的给大家说明条件概率的来由，我们将天气预报与实际观测天数缩小到一周，

天气情况分为晴、阴和雨。 

iii) 引出本节学习的主要内容，并

通过分析实例来引出条件概率的

定义； 

 

 

继而通过实例推导条件概率的定义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199270&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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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iv) 条件概率与无条件概率的区别 
iv) 通过对比条件概率与无条件概

率的差别，来加深对条件概率 
的定义及应用的理解； 

 

 

v) 条件概率的实际应用 v) 发散思维，介绍信息论与控制

论中对条件概率的应用； 

 

 

vi) 课后继续了解 vi) 课后作业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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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虽然微课受到了广泛欢迎，并已有大量的教师与学生已加入到微课学习的行列中来，但是目前微课

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例如有些教师把原有的章节名作为微课名，比如“函数的求导方法”、“向

量组的线性相关性”等，这些主题都包含很多内容，很难在 15 分钟内全部讲述清楚。再如有些微课内容

仍旧枯燥难懂，仍然主要采用以文字配讲解的模式，缺乏图片、视频、音频、动画或操作演示等辅助教

学。这不仅反映出教师对信息技术运用方面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传统教学方法的缺陷在视频中被集中放

大。 
因此，我们首先应该正确认识微课的优势以及其局限性，在高校数学教学中适当融入微课，以突出

它在教学中的有益作用，使得课堂内容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所拓展，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提高学生自主学

习，合作交流的能力，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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