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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bination of Micro-class and Thematic teaching can form a good educational effect of inte-
raction between in-class and out-of-class, online and offline. However, in the combination of mi-
cro-course and thematic teaching, there are some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vague relationship be-
tween “Micro-course-Textbook-Thematic Teaching”, the needs of students’ growth and develop-
ment mismatched with the supply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the “two skins” of micro-course and 
thematic teaching. Only by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network technology, 
strengthening the rationality and scientificalness of curriculum design, and realizing the balance 
of supply and demand with students as the core, can we improve the curriculum quality and 
teaching effect,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 system to teach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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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微课与专题教学相结合，可以使教学形成课上与课下互动、线上与线下互联的良好教育效果。但在微课
与专题教学结合运用中存在“微课–教材–专题教学”关系模糊、学生成长发展需要与教学内容供给错

配、微课与专题教学“两张皮”等困境。只有提升网络技术的开发与利用、加强课程设计的合理性和科

学性、实现以学生为核心的供需平衡，才能提升课程质量及教学效果，推动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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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微时代”的到来，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传统教学模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和更高

的要求，也为创新教学模式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创新视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1]新时代，在混合学习、移动学习、深度学习等学习需

求背景下，以问题为导向的专题教学和短小精悍的微课等崭新教学方式应运而生并得到广泛推广。 

2. 微课与专题教学相结合教学模式的构成逻辑 

2.1. 微课与专题教学的内涵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学界对于微课和专题教学的研究也不断涌现出来。对于微课的含义目前国内

暂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国内最早提出微课概念的是胡铁生，2013 年其又对微课的内涵进行了丰富，

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微课又名微课程，是以微型教学视频为主要载体，针对某个学科知识点或教

学环节而开发的一种情景化支持多种学习方式的新型在线网络视频课程”[2]。微课程不只是资源的堆砌，

而是以微视频为基础，从课上学习到课下学习的延伸，有着课程碎片化、短小精悍、主旨突出、目标明

确、资源多样、获取便利、课下学习等诸多特点。并且还有易于扩充、动态更新、沟通性强以及关注学

生等特有特征。 
专题教学与微课略有不同，国内学者对其含义、特征以及功能的看法比较一致。思政课专题教学指

的是思政课教师针对思政课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以理论性、科学性、系统性与思想性、现实性、针对

性相结合的原则，打破传统按教材顺序和章节进行授课的方式，以专题为主体，并且将教材内容整合成

若干个专题再将其呈现给学生。专题教学打破了传统的授课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放了教师，同时

也给课堂增添了活力。专题教学以学生为主体，以问题为导向，将学生的需求融入到教学之中，具有深

度性、灵活性、实用性、问题性、系统性、针对性、方法性等优质特性。专题教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当前思政课教学方式、方法落后的困境。 
微课与专题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则是以专题教学的问题逻辑主导微课内容设计，微课直击专题

教学的重点、难点与热点，弥补专题教学未涉及的知识盲区，从而使思政课专题明确、内容聚焦、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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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将专题教学内容以微课的形式呈现给学生，既保持了课堂体系的系统性、完整性，又体现了课

堂内容与时俱进的时效性”[3]，是一种多层次、多视角、立体式的新型教学模式。 

2.2. 思政课微课和思政课专题教学具有紧密联系 

2.2.1. 专题教学推动着微课的产生和发展 
微课与专题教学既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个体”，但是在结合中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专题

教学的发展推动着课堂教学的不断进步，教育指导者都在积极探索着能够融入课堂的新方式、新方法，

加之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微课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其次，微课的特点是短小精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但同时也决定了微课只能以单一知识点为基础进行设计，并不能全面的覆盖教学内容，将微课应用到专

题教学中在很大程度上会消弭专题教学的弊端，使二者能够达到比较完美的结合。 

2.2.2. 微课是对专题教学的补充和丰富 
首先，微课是针对课堂上存在的重点、难点而产生的，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教学知识点冗杂、

授课时间被挤占等困境。而思政课专题教学在设计和实施的过程中同样会存在类似的问题，微课自身优

点可以使问题迎刃而解。其次，专题教学很难对教材中的知识点进行全面讲解，而短小精悍的微课恰好

能够弥补这种不足。在内容上，可以针对专题教学中遗漏和无法单独进行专题设计的知识点来主导微课

的设计，这样在内容上既可以保证专题教学的完整性，又能够突出专题教学的重点。 

2.3. 微课与专题教学相结合具有突出优势 

2.3.1. 创新教学方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微课具有短、平、快的特点，专题教学兼具专、精、深的特长，将微课与专题教学相结合形成独具

特色的教学方法。学生在课外利用移动设备终端完成知识点和概念的自主学习，教师则“从习惯的细节

中寻找追问、思考、发现、变革，由学习者变为开发者和创造者”[4]。通过课下与课上的有效配合，实

现三个转向，即“先教而后学”转向“先学而后教”，“注重学习结果转向注重学习过程”，“以教导

学转向以学定教”，最终解决学生的思想实际问题，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感染力。 

2.3.2. 有利于增强学生课下交流协作的能力 
微课为学生提供充足的自主学习资源，专题教学则为学生提供较为深入的“热点、重点、难点”，

这种结合使课堂突破时空界限，成为师生互动的场所，更加注重教师与教材、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微课

之间的交流互动。 

2.3.3. 有利于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通过引进国内知名高校的优秀成果和经验并且进行积极的交流与分享，将会提高优秀资源的利用率，

使其具有更强的应用价值和社会意义。 

3. 微课与专题教学相结合教学模式面临的困境 

3.1. 微课与教材、专题教学三者关系模糊 

3.1.1. 微课与专题教学课程主体设计混乱 
首先，专题式教学的内容设计，本应以教材为依据，解决教材的重点与难点问题。但部分教师在专

题教学时，忽视深耕教材，直接按教材章节换个名称，变成专题，其实质就是给教材换个包装，有其“形”

无其“质”。其次，部分教师在设计专题教学内容时，标新立异、追求差异性，教学内容与教材内容脱

节，随意处置教材内容，任性设置专题，教材被肢解，缺少整体性和规划性，教学中让学生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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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部分教师忽视了教材和教学仍是整个课堂体系的主体这一点，课堂上微课的展示远远超出了设计

时间，俨然将教学变成了“视频教学”，这也背离的课程的初衷。部分高校的思政课虽在形式上贴近微

课与专题教学，但是在目标上出现了淡化甚至是缺失，不注重学生的接受能力和提出的问题，依旧按照

设计好的课程继续进行，过于注重课程本身而忽略了“以人为本”的教学目标。 

3.1.2. 貌合神离：课程缺乏顶层设计 
微课与专题教学的结合运用中缺乏课程顶层设计。一方面，表现为缺乏统一性、一体化布局，当前

众多高校缺乏系统性、一体化的课程规划布局，教师依然是按部就班的讲解、上课，学校依然是按照老

旧的标准来进行考核，俨然传统课堂的“翻版”。另一方面，还表现在缺乏统一的交流平台上，部分教

师在微课制作的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足，但是却苦于没有有效的学习和交流平台，同样诸多优秀微课作品

也缺乏共享渠道。 

3.2. 学生成长发展需要与教学内容供给的错配 

3.2.1. 微课是传统课堂的“搬家” 
微课作为教学媒体，是为教学内容服务。因而专题教学选题与内容是课堂教学的核心，微课是专题

教学内容的载体之一。微课又以专题教学内容为蓝本，部分教师带着传统教学模式来录制微课，“微课

是以教师‘教’为主，并没有转换到学生主动‘学’的教学理念上来”[5]，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微课就是

传统课堂的“搬家”。另外，部分教师在专题教学中依旧采取以教为主的传统授课方式。这也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课堂教学的效果。 

3.2.2. 教学“供需失衡” 
将微课与专题教学相结合就是要完成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知识体系向价值体系的转化。在

部分教学中存在着专题教学的定位不准确的问题，因而出现了教学内容供需上的错配。第一，重复供给。

专题教学和微课的设计是以教材为基础的，教材内容(例：“毛中特”前六章与“史纲”内容的重复，又

如大学教材与高中内容的重叠)的重叠同样也会导致专题教学以及微课设计的重复和冲突，这在一定程度

上造成了专题教学和微课的重复供给。第二，有效供给不足。时代快速发展，几年更新一次的教材在教

学内容上略有脱离实际之处，以教材为依据的专题教学设计也会出现专题教学与实际相脱离的现象，造

成微课与专题教学结合运用中有效内容供给不足的困境。 

3.3. 微课与专题教学“两张皮” 

3.3.1. 微课与专题教学“各自为政” 
微课与专题教学二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但是，目前很多高校在将微课应用到专题教学中时，

只注重微课与专题教学的表现形式，却忽略了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造成了微课与专题教学“各自为政”

的局面。一方面，微课“非微”，部分教师在利用微课介入专题教学时并没有把握好微课的时间，反而将

微课发展成了视频讲课；还有部分教师将多个知识点、热点浓缩在一节微课中，这不仅大大缩短了授课时

间，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专题教学课程的进度。另一方面，部分教师专题教学授课速度过快，忽视微课。

专题教学是以专题为板块，以问题为导向进行授课，部分教师一味的追求速度，为了赶超进度，甚至只用

了一半学时就讲授完毕了。虽然依旧保持着专题教学的形式，但是对于知识点的重点讲解则被忽视。 

3.3.2. 微课与专题教学“有量无质” 
一方面，教师应付考核需要，只注重微课和专题教学的形式，而不注重专题教学的质量。造成实际

教学与比赛“两张皮”的现象，使实际教学微课设计质量不高、内容粗浅、实际教学效果不佳。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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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分教师重视科研工作而轻视教研工作，重视成果而轻视教学。这也致使其所设计出的微课和专题

教学必然是浅显的、凌乱的、与实际脱轨的。 

4. 微课与专题教学相结合教学模式困境的有效消解 

4.1. 开放兼容：提升开发技术与加强平台建设 

要重视课程建设的过程，使微课与专题教学能够形成配合效应，由单纯的教师“教”为主导，转变

为教师“教”、学生“学”的双主体互动。教学主管部门要牵头，使多部门协调，制定整体规划，分阶

段提升课程的开发与应用。 

4.1.1. 提升教师队伍微课与专题教学课程开发能力 
“教育部门和高校要统筹规划人才队伍建设，从综合能培训、完善评价机制等方面提供人才保障。”

[6]首先，微课制作技术培训迫在眉睫，高校应该提供多样化的微视频制作技术培训，构建专门性的培育

制度，能让教师灵活选择、综合使用、提高制作水准。其次，高校牵头教师和专业教育技术人员深度合

作，必要时可以成立专业制作团队，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教师可以将教学理念和教学内容通过微课与

专题教学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深度展现出来。再次，深化奖励制度改革。要根据高校思政教师的切身实际，

制定出一套符合高校思政教师发展特点的评奖标准，避免重视科研而轻视教学的情况发生。最后，更加

注重对于中青年优秀的教师的引进。 

4.1.2. 加强微课资源库和统一平台建设 
高校可以借鉴国外微课网站建设的经验，整合现有的优质资源，使之产生集聚效应，打造高品质微

课资源平台。首先，统一资源平台除了具有满足教师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的功能外，还要具有交流、共

享、评价、技术培训的功能，为教师提供课程建设、管理、应用和研究一条龙服务。其次，学生也可以

登录统一平台进行高效学习。学生可以在平台上学会收集和分析资料，并且可以快速获得最优质资料，

交流学习心得，对于学生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微课和专题教学统一平台的建设，能够突破时空的束缚，

突破传统教学方式的局限。 

4.2. 统筹兼顾：加强课程设计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4.2.1. 深度整合，进一步以专题教学紧扣教学目标 
微课与专题教学相结合，教材是教学内容的依据，专题教学是完成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路径

之一。专题教学紧扣教学目标，以教材体系为依据设定理论主题、在学生关注点和教材重难点的结合点

上精心设计的问题为核心，以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问题为牵引，重塑教材结构、优化教学内容，避免

面面俱到的铺陈和罗列。微课与专题教学结合运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学生的自主化学习、实现

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教师需要在进行专题教学的设计时，充分考虑到对学生自主学习的引导，

充分考虑学生的特点以及其关注点来进行专题教学设计，这样不仅仅能够增加课堂的丰富性，还能够激

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从而实现学生的自主化学习。 

4.2.2. 释理融情，加强专题教学主导微课的设计 
部分教师在课程的设计过程中，过于注重微课，甚至颠倒了微课与专题教学的主体关系，严重压缩

了专题教学的空间。以专题教学主导微课设计，充分重视了微课与专题教学之间的关系。不仅仅为微课

的制作提供了基础和方向，还为整个课程的主体设计提供了方向。这样既能够在课程设计中抓住重点，

引导学生的兴趣，将学生感兴趣的热点、难点利用微课与专题教学相结合，还对实现学生的自主化学习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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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趋利避害：实现以学生为核心的供需平衡 

4.3.1. 提供以问题为导向的优质供给 
第一，减少重复供给。一方面，需要高校思政课教学认真研读和梳理高校思政课的教材，有目的地

整合教材；另一方面，在进行专题教学的设计时，要对教材中重复的知识点进行有效的“盘活”。将课

上和课下的资源进行整合，调整教学结构以及教学结构要素，从而实现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平衡发展。第

二，坚持以问题导向，提供优质供给。微课和专题教学的设计要聚焦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任务、重

点群体、重点领域以及薄弱环节，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遵循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原则，把握学生成

长的规律，提出相应解决办法、精准找到对策，从而才能提高教学供给能力。第三，以学生为中心，实

现精准供给。以学生为中心，根据学生的需求来增加教学供给才能实现教学的供需平衡。只有以学生为

中心备好课，精心设计教学内容，才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掌握这些知识。 

4.3.2. 优化教学供给侧改革，从构建合理的教学结构入手解决教学供给侧与需求侧的错配 
第一，进一步完善各教学要素。想要构建合理的教学结构，就要先从教学结构的各个要素入手，首

先，在教学指导者的选择上要选取能力强、理论性强、经验丰富的教师来担任。其次，是对教学工具的

改善。提高教学工具的先进性不仅需要教学指导者的努力，更需要的是教学单位对微课与专题教学的协

作运用产生足够重视并积极投入，努力建设微课与专题教学的“基础工程”。最后，积极开展课后反馈

以及教学评价，只有认真的听取学生的反馈和评价才能够从根本上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了解学生在“想

什么”，才能够更好地把握在教学供给侧的输出。第二，加强教学结构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构建合理

教学结构。教学指导者要利用先进的教学工具对专题教学和微课进行精心设计，保证优秀的课程能够完

整、清晰的呈现在学习者的面前，然后教师要对课程进一步精心讲解，方便学生更进一步对知识点的掌

握，最后通过教学评价和课后反馈来清楚的了解课堂教学是否符合学生的预期，并通过这些评价和反馈

进行下一阶段的微课和专题教学的设计，以此来贴近学生实际。可以看出，只有将这些要素和衔接过程

合理的协调配合起来才能够构建一个合理的教学结构，而一个合理的教学结构对于提供有效教学供给是

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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