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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微课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资源，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展课堂教学的重要手段，对提高课堂教学效

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职业院校的《数字电子技术》课程中，习题是巩固基础知识和拓展思维能力

的重要载体，而题目呈现方式则是实现习题功能的关键所在，这就需要教师结合当前微课发展趋势和课

程性质特点，合理设计微课资源。本文探讨了微课在职业院校专业基础课程中的应用及其重要性，并以

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为例，探讨数字电子技术教学中习题型微课的设计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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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teaching resource, micro cours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for more an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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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to carry out classroom teaching, playing a decisive role in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classroom teaching. In the course of Digital Electronic Technology in vocational colleges, exercises 
are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consolidate basic knowledge and expand thinking ability,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topics is the key to realize the function of exercises, which requires teachers to 
reasonably design micro-class resourc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trend of 
micro-class and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s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and importance of micro-lesson in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akes the 
design of combinatorial logic circuits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exercise type micro-lesson in the teaching of digital electronic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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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这就需要职业院校在课程教学

过程中，对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与创新，以适应新时代职业教育教学的发展，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

实现“科技创新、教育改革、人才培养”三个目标。另外，随着全球数字技术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以及新

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一直以来占有主导地位的传统教学课堂模式受到巨大冲击，而新型教学方式“翻

转课堂”、“在线教学模式”等，由于教学形式灵活，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等优点，在职业教育课程

教学过程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应用。微课是一种学习内容与翻转课堂等在线教学方式相结合的的新型

教学资源，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在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中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本文以《数字电子技术》课

程为基础，以组合逻辑电路设计的教学内容为例，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设计习题型微课，以促进课堂教

学质量的提高，实现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的全面提升。 

2. 微课在《数字电子技术》课程中应用的重要性 

微课是微型视频网络课程的简称，又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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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开发的一种情景化、支持多种学习方式的在线视频课程资源 [1]  [2]。在教育信息

化进程中，微课是人们获得知识、提升能力、完善素养的新路径。微课最先在美国被提出，1993 年美国

Le Ruy A. MEgrew 教授提出的“60 秒有机化学课程”即是微课的雏形 [3]。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微课

的发展与研究令人惊叹，在中国，各类微课教学比赛深受教师学者们的欢迎，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开

始研究微课的开发与设计。例如，在课堂教学策略方面，我国学者关睿认为，微课在教育教学中的有效

应用可以改变教学方式，创新教育教学形式，促进教育教学多元化，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不再局限于课

堂，而是变成了一件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的事情，实现了教育的数字化发展 [4]；在“新工科”背景下，

随着移动教育时代的革新，微课可以满足知识传播的需求，同时可以给予学习者更宽、更高效的学习选

择，充分体现个性化的定制学习需求 [5]。 
微课除了具有“短小精悍”的特点外，还应具有课程属性、技术属性、资源属性和时代属性四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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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属性 [6]。课程属性是任何课程最基本、最本质的属性，微课是课程，因此要涵盖课程设计、课程开发、

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技术属性指的是，微课的实施和评价都离不开信息科技创造的条件，教师制作的

微小视频必须要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能够坚持在屏幕前完成自主学习，微视频是微课技术属性中

最重要的因素；微课本身就是一种教学资源，因此它具有资源属性；微课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

是时代的产物，具有时代属性。在移动互联和大数据飞速发展的新时代，微课将迎来更好的发展前景。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在职业院校课程体系具有十分重要地位，它不

仅要求学生掌握电子信息工程的理论基础知识，还要求学生掌握动手实践能力。目前我国职业院校《数

字电子技术》教学中，仍然以传统课堂教学为主，教师教，学生被动接受 [7]。传统课堂教学过程的实施

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忽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教师虽然进行了充分的

备课，但大部分学生缺乏主动思考的意识，不能够紧跟教师思路进行学习，这就无法突出学生在课堂中

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应用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不利于培养学生理

论联系实践的能力，以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课程目标也很难达到。因此，基于微

课的特点及属性，结合《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特点，针对传统教学的局限之处，设计课程微课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另外，对于本课程而言，习题是提高学生复习和理解基础知识点的重要工具，习题掌握

程度直接关系到学生对于课程内容的理解能力和扩展思维的能力。因此，具有情境性、趣味性和实践性

的习题型微课，将会成为《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十分重要的课程资源。 

3. 《数字电子技术》习题型微课的设计 

3.1. 微课的选题与定位 

微课的选题是习题教学最基本、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是帮助学生有效理解巩固知识概念的前提，所

选择录制的题目要能贴合课上知识点，要小而精，注重问题的解决，要能巩固课上所讲知识并且能够帮

助学生发散思维。 
本文以《数字电子技术》课程中基础内容“组合逻辑电路”为例，设计并录制了习题型微课，并对

如何进行微课应用进行了研究。组合逻辑电路的教学内容中，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是组合逻辑电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对逻辑电路图、真值表、逻辑函数表达式、逻辑代数等之前所

学知识的综合应用，而且为编码器、译码器等中规模组合逻辑电路的学习做了铺垫，是后续学习知识的基础。 

3.2. 设计思路 

本案例中微课的设计思路是，以难度不同的几道典型习题为中心，针对一类题目进行归纳总结。这

符合微课以知识点为中心、针对性强等特点，有助于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点，提高学习效率。结合

选题和设计思路，设计以下几个环节。 

3.2.1. 提出习题，引出课题 
教师首先通过情景导入、直接提出、多媒体导入等方法提出习题，吸引学生注意，再通过习题引出

本节课程所要讲解的知识点，知识点的讲解可以作为新知讲解的形式，也可以作为复习总结的形式。 

3.2.2. 分析问题，解答问题 
教师在讲解完知识点之后，引导学生回到问题，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根据所讲内容对问题进行

解答。 

3.2.3. 总结方法，加深理解 
通过上述实际问题的讲解，学生可以获得该知识点相关习题的解题方法和步骤，教师在此基础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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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总结归纳，加强学生理解，在思维和记忆上，形成短时记忆，加深印象，学生再通过课下练习，由短

时记忆向长时记忆转化，有利于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知识点。 

3.3. 微课教学内容的设计 

3.3.1. 教学目标 
本微课内容的教学目标是以认知目标分类理论为指导，结合课程思政教学目标，从认知、动作技能

和情感三个领域进行设计。其中，认知领域目标为正确理解和掌握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思路、方法和步

骤；动作技能领域目标为具备实例仿真分析和实际电路搭建调试的动手操作能力；情感领域目标为掌握

基本工程应用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通过搭建电路，使学生懂得元器件的使用量越少，越有利于资源

的节约，培养学生节约资源意识 [8]。 

3.3.2. 微课中教学内容及重难点 
本案例中微课教学内容以设计组合逻辑电路的习题作为导入，通过对设计步骤及习题的讲解，配合

课后习题的练习与强化，帮助学学生掌握组合逻辑电路相关知识点。 
教学重难点：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方法和设计步骤。 
导入习题：某足球评委会由一位教练和三位球迷组成，对裁判员的判罚进行表决。当满足以下条件

时表示同意：有三人或三人以上同意，或者有两人同意，但其中一人是教练。试用 2 输入与非门设计该

表决电路。 

3.3.3. 微课中设计的教学环节 
1) 情景导入 
有一个足球评委会由一位教练和三位球迷组成，对裁判员的判罚进行表决。当满足以下条件时表示

同意：有三人或三人以上同意，或者有两人同意，但其中一人是教练。试用 2 输入与非门设计该表决电

路。 
2) 讲解设计步骤 
说明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与分析过程相反，分析一个组合逻辑电路是对于一个给定的逻辑电路，确

定其功能；而设计一个组合逻辑电路是对于提出的实际逻辑问题，得出满足这一逻辑问题的逻辑电路。

具体步骤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Design steps for combinational logic circuits 
图 1. 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步骤 
 

逻辑电路要求尽可能简单，所用器件的种类和每种器件的数目要尽可能少，引导学生用在实际应用

中运用公式法和卡诺图法来化简逻辑函数，求得符合要求的最简逻辑表达式。进一步点拨学生，简化逻

辑函数的目的是还在于实际应用中可根据理论选用最少的门电路组成逻辑电路，因为电路结构越紧凑，

工作可靠性就会越高。 
从课程思政教学目标来说，尽量少的元器件可以降低成本，减少资源浪费，将来产品报废时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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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染程度也会相应降低，正符合二十大报告中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3) 讲解解题过程 
根据上述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步骤可知，首先要了解设计要求，列写真值表。假设一位教练和三位

球迷分别用 A 和 B、C、D 表示，输入变量为 1 时表示同意，为 0 则表示不同意。输出 L 表示表决结果，

L 为 1 时表示同意判罚，为 0 表示不同意，由此列出真值表，再根据真值表画卡诺图或者直接列写逻辑

函数并化简。 
引导学生利用两种方法进行解题。 
① 方法 1：卡诺图化简法。先确定表达式为 4 输入函数，则为四输入卡诺图结构，然后根据坐标规

定，将与或式中的各个与项逐一填入卡诺图，最终化简卡诺图，根据最小项合并规则，在卡诺图上圈卡

诺圈，根据坐标对应写出某一个与项，最终得出最简表达式。图 2 为卡诺图化简，微课中利用不同颜色

线条，动画显示等不同方式呈现卡诺图化简法的解题过程，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有效提升教学效果。 
 

 
Figure 2. Karnaugh map simplified 
图 2. 卡诺图化简 

 

② 方法 2：公式法化简，根据 0-1 律，得到最简逻辑表达式，化出由二输入与非门组成的逻辑电路。

图 3 所示为微课视频中 0-1 律表的讲解截图，通过微课视频，学生可以反复回放或慢放 0-1 律表的讲解过

程，对最简逻辑表达式法的理解和掌握都具有重要作用。 
 

 
Figure 3. A screenshot of the explanation of the 0-1 law table in the micro-lecture video 
图 3. 微课视频中 0-1 律表的讲解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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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对所讲的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方法和步骤知识点进行总结归纳，并要求学生在课下整理知识点并用

微课中所讲的设计步骤对其他习题进行练习，巩固知识点。进一步地，给出分层任务，引导学生根据自

身特点，选择另外几个不同难度的微课视频进行观看与学习，以达到巩固知识点和扩展思维的目的。 

3.3.4. 微课中涉及到的教学方法 
本案例微课中，教师主要采用了讲授法、练习法、启发式教学法三种教学方法。 
1) 讲授法 
讲授法是教学中最普遍最常用的一种方法，是教师通过语言的形式，向学生传授知识的方法，主要

表现为师讲生听。本案例中，教师对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步骤和对习题的解题步骤均为讲授的方式。 
2) 练习法 
练习法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巩固知识，运用知识形成技能、技巧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多次训

练，能够对学生的技能、技巧进行有效的形成和提高，对学生的能力进行培养，对学生的操作能力和创

新能力进行更深层次的发展。本案例中，通过微课学习与课后练习帮助学生掌握知识。 
3) 启发式教学法 
以学生为主体，学生参与教学过程，教师创设问题情境，辅助学生思考并推导设计步骤，利用分析

方法具体分析问题，以此唤醒学生已有知识共同解决问题，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4. 微课设计与制作的步骤 

4.1. 创作构思阶段 

在微课录制之前，教师要充分考虑学生的特点，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结合教学目的以及教学重难

点，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如在录制过程中是否需要使用课件或者设计师生互动的活动，确定好

录制方式及场所。本案例中，教师要提前准备好教学设计和课件，控制录制时间，保持在八到十分钟，

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下，结合制定的教学环节，组织语言，逻辑清晰、吐字清楚地向学生讲授知识点，有

利于学生的理解。 

4.2. 视频录制阶段 

微课的录制方式主要有录屏、手写、录像和创新四类。其中，录屏需要使用录屏软件，如 Camtasia 
Studio 与 PPT、Flash 等应用软件组合使用进行微课录制；手写类，即使用手写板、录课笔等用于写字绘

画的计算机输入设备，教师边写边画边讲，声音与动作同步录制视频；录像类，即使用录像机、照相机

或者手机等拍摄工具，拍摄录制教师讲课的视频；创新类，即将上述三种类型的录制方式进行组合，创

作微课视频，如使用平板电脑和涂鸦工具等进行微课录制、视频展台录制等。 
本案例选择录屏方式制作微课，具体步骤为：提前新建一个名为微课视频的文件夹；打开 Camtasia 

Studio 录屏软件，选择录制屏幕；打开设计组合逻辑电路的课件 PPT，点击 Rec 键开始录制；按照教学

设计完成课程的讲授；讲解完毕按 F10 快捷键停止录制并关闭课件页面；返回 Camtasia Studio 软件页面，

将视频保存到之前新建的微课视频文件夹。 

4.3. 编辑加工与检查阶段 

对录制好的微课视频进行编辑加工和检查，目前比较常用的电脑端微课视频编辑加工软件有

Camtasia Studio、PR 视频编辑软件等，手机移动端常用软件为剪映 APP 等。编辑加工包括对视频进行剪

辑、降低噪音与干扰、根据教师讲述内容添加同步字幕或其他辅助文字等。编辑加工完成后，须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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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字幕是否与教师声音同步、微课视频画质是否清晰、视频剪辑衔接是否流畅、教师声音是否清楚等问

题进行检查，无误后方可导出视频，完成微课视频的制作。 

5. 微课在课程教学过程中的应用 

5.1. 微课是预习过程中的重要助力 

在《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采用“雨课堂”或“学习通”等软件将制作好的微课、

课件、习题等教学资源推送给学生。布置课前任务，指导学生在正式上课前进行预习，借助微课视频，

学生可以灵活安排学习时间，根据需求反复观看视频进行学习，总结预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或难以理解

的知识点，反馈给教师，教师在课堂上进行答疑解惑。这遵从了萨尔曼可汗的人性化学习理念 [9]，既满

足了学生的学习诉求，也充分尊重了学生的学习习惯。基于微课的预习可使学生会加深对不解之处的理

解，有充足时间进行思考，去发现问题，激发了学生获取知识信息的渴望，形成了“学习–解惑–提升”

的良性循环，对提升学生思考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具有重要作用。 

5.2. 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在职业教育课堂教学中，带有时代气息的微课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吸引学生学习的注

意力。教师通过微课向学生展示生动的教学内容，在播放微课视频的过程中，教师要注意鼓励学生积极

参与讨论，学生可以相互交流学习心得，分享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对于微课中不理解的内容直接提出，

教师则针对问题进行解答，从而实现课堂上的生生互动与师生互动，在线上和线下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

的主体性。教师则从传统的完全主导讲授转换为引导学生主动探索，深入理解学习内容，把学习变成一

种快乐的活动。 

5.3. 巩固拓展思维 

微课的便捷之处在于学生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视频，可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帮助学生巩固知识，

提升水平。教师可根据课程内容需求，制作多种类型不同难度的习题型微课推送给学生，对于知识基础

相对薄弱的学生，可以将主要精力放在基础性知识的掌握上，在课下进行微课视频的反复观看，进行巩

固复习；对于学有余力、知识基础相对扎实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难度较高的微课视频进行

观看，进一步拓展知识、发散思维，获得更好的、更有效的提升。学生线上观看微课，不受时间地点的

限制，方便根据自身情况和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进行视频倒放、快放或者重复播放，以便巩固知识、

提升训练。 

6. 结论 

本文探讨了微课在职业院校专业基础课程中的重要性，并以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为例，阐述了一节

习题型微课的设计与应用过程。微课对职业院校教师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和挑战，对学生来说是提升注

意力和学习兴趣的有效手段。习题讲解型微课在教学中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充分发挥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教师在制作习题讲解型微课时应注意把握好每个环节的时间分

配和教学内容的安排，从而使微课更加实用、有效，期望本文能为相关微课的设计和开发提供有效的研

究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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