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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医学诊断学教学中PBL教学模式的应用体会 1.7%（31）

      赵岩; - 《北方药学》- 2011-10-30 是否引证：否

2 临床医学专业《外科学》双语课程教学粗探 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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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微课教学模式在高职计算机专业中的应用 1.6%（29）

      王银媛; - 《科技展望》- 2016-09-10 是否引证：否

  原文内容

    时代在进步,现代校园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也不断发展,传统的教学模式渐渐被取代,微课等新兴教学方式的出现给枯燥

的高职计算机专业教学带来了不一样的意义,受到了师生的广泛欢迎。本文从高职计算机教学的现状出发,结合微课教学的特点

和作用,最后综合提出微课在高职计算机专业教学中的应用。

    一、高职计算机教学现状(一)固守传统教学目前大部分的高职院校所采用的计算机课程教学仍以传统教学模式为主,老师进

行课堂讲解及演示,课下学生练习。这种方式极大降低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难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不能根据情境灵活变

动教学方式。这样无法建立良好的师生沟通,而且学生的学习效率低下,自主学习的能力差,记忆力弱。(二)延后教学进度计算机

专业知识的更新速度十分快,教学进度难免会延后,内容很难跟上时代步伐,目前的教学条件使得学生很难接受最新的知识,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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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缺乏获得知识的平台,学习情况堪忧。二、微课教学特点微课的主角是一段时间约5-15分钟的课堂知识点介绍视频,是教师

运用多媒体软件制作的,这与传统的教学模式有很大区别。其共有以下几种特点:(一)教学时间短相对比于45分钟的课堂时间来

说,微课可谓是短小精悍,可以保证学生全程都集中精力的听课,而课堂上老师的讲解速度强,如果一步跟不上就很难跟上,而微课

有保证学生学习效率的优势[2]。(二)内容精炼由于时间的限制,微课的课堂只教授整个教学过程的某一个知识点,而且分成很多

模块来进行,层次十分清晰,学生不会出现问题的积累,能更好的理解教学内容。(三)教学模式一对一相对于传统课堂的一对多模

式,微课的一个学生对应多个客户端的方式就十分灵活,学生看微课时的时间地点十分随意,课余时间可以不断重温上课内容,加

深记忆。三、微课教学的作用(一)教学内容丰富微课视频的选择由学生根据学习情况来决定,让学习内容贴合自己的喜好,这样

可以极大地激发学习兴趣,真正做到翻转课堂,为接下来的课上教学打好基础,学生成为了教学的主体。(二)学习效率提高由于微

课短小精悍,主题内容突出,针对性强,内容完整,学生可以很快的从众多知识点理清思路,创建出自己的思维构想,从而在短时间

内提高学习效率。四、微课在高职计算机专业教学中的应用(一)联系课堂教学由于计算机专业知识点的烦琐复杂性,学生学习时

难免会感到吃力,所以计算机课程最重要的是要引起学生的兴趣,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引导他们成为教学的主体,所以课堂

前的导入十分重要,这就可以靠微课来完成。微课可以起到引导辅助的作用,由于课堂教学才是主要的传播知识的地点,所以二者

需要结合。例如,老师可以在前一天布置相关的微课作业,让学生通过微课来了解知识点,在接下来的课堂教学中,就可以在老师

的讲解下进一步巩固,从而真正理解该知识点。(二)合理制作微课视频微课教学中的主要对象就是微课视频,所以制作一个多功

能知识点全面的微课十分重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第一,合理安排教学内容。高职计算机的知识点分为理论和技能两个

方面,这两个方面应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制作。理论方面要交代清楚是什么,不是什么;技能方面要交代清楚应该怎么做,不要怎么

做。整个过程环环相扣,开头讲教学目标,结尾作总结,中间步骤连贯,条理清晰,让学生很快的理解教学内容。第二,精心设计。

教师在设计微课时要注意各个环节的融会贯通,教学的目标、内容、需求、评价都要包含在内,而且要有视频暂停设置,使用学生

可以理解的语言表达,有适当的提问,最好有字幕展示。另外老师也可以借鉴其他领域的优秀作品,与创新结合,创造更优秀的作

品。第三,后期制作。单一的画面一样不会吸引学生,这就需要后期制作来完善整个视频,去掉瑕疵。可以适当添加音乐以及小萌

物来美化画面,使学生可以以轻松地心情来观看微课。(三)增加趣味性由于计算机学科的理论是枯燥冗长的,单纯的讲解很容易

让学生产生疲惫。因此老师可以在微课中增加动画和讲故事的元素。实验模拟过程中可以采用动画的形式,那样会十分生动有趣

,学生也乐于接受。如果是关于计算机历史发展之类的辩题,老师就可以采取讲故事的形式,增加趣味性,让不同层次的学生吸收

理解。五、小结信息化的发展使得学生接触的事物越来越有新鲜感,微课的出现就是利用信息的便利来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改

革,使学生随时随地的自主学习,提高专业技能,培养学习习惯。而高职计算机专业的难以理解性更是需要微课来补充。为了让学

生更直观地理解计算机知识,培养创新意识,采用微课教学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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