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niversity Education

［收稿时间］2015-11-18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2014jyxm695）。
［作者简介］崔静（1982-），女，安徽宿州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摘 要］微课也称微型视频课程，是以教学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围绕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开展的简短、完整的教学活

动。微课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中可以广泛应用。学生课前利用微课自主学习，课上吸收内化。教师在课上择机恰当使用微课，

可以化抽象为具体。学生课下利用微课拓展知识，巩固学习效果。微课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手段，它不能改变教师的课堂主导地位，

不能取代传统的教学模式。
［关键词］微课；大学数学；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 O21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6）06-0169-02

2016 年 6 月 June，2016University Education

随着流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种视频网站的兴起

及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课堂教学理念和模

式在冲击着传统的课堂教学，从远程教育到课堂的多媒

体运用，从微课教学到翻转课堂，各种与教育教学有关

的活动风生水起。其中最值得高校教师关注的焦点之一

当属微课。2012 年，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启动首届

“中国微课大赛”，2013 年举行了首届全国高校微课教

学比赛，2015 年举行了第一届全国高等学校数学微课程

大赛，关于微课的教学研究更是层出不穷。作为高校教

师，如何紧跟时代步伐，把微课与教育教学实践紧密结

合起来也是教学改革的一个热点话题。
一、什么是微课

按照教育部全国高校网络培训中心 2012 年 11 月

的定义，微课也称微型视频课程，是以教学视频为主要

载体，记录教师围绕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开展的简

短、完整的教学活动。首先，微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

“微”，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时间之“微”，视频从 3 分钟

到 20 分钟不等；二是传授知识量的“微”，它以某个教学

知识点为基本的教学单元进行设计组织教学，其最终目

标是讲清楚一个独立完整的教学知识点，比如一个概念

或定理、某个定理的具体应用、一个知识点的解读、案例

分析等。其次，微课具有完整性，它不是从网络上随意截

取的一段教学视频，而是教学目的明确、教学内容完整、
教学重点突出、教学设计精致的一件“作品”。

微课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手段，与传统的课堂教学

相比，它强调的是一个知识点的学习，把知识“碎片化”，
其适合学生的自主性学习和个性化学习。作为教师，也

应该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充分利用微课传授知识的功

能，在课前、课中及课后恰当合理地使用微课教学，弥补

现实空间授课的局限。
二、微课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中的应用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高等学校理工科学生必修的

公共基础课程之一，也是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高数科目

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基础地位和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

和其他高等数学课程类似，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作为研究

客观世界中随机现象的统计规律性的一门学科，其公式

多、定理多、推导证明多。传统的教学模式是课上教师满

堂灌，学生记笔记，课下学生做作业。这种单一的教与学

的模式，势必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学生创新性思维的培

养，导致学生的学习热情不高。如何改变这种情况是教

育界一直热议的话题。笔者认为微课作为一种教学新方

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利用，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一）学生课前利用微课自主学习，课上吸收内化

在每次新课学习之前，教师可从学生的认知特点出

发，帮助学生搜集和制作新知识学习的教学视频，以供

学生课下预习。例如，在学习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数学期

望这一概念之前，教师可以通过公共线上平台，将微课

视频发给学生，通过介绍 16 世纪德国军人梅勒和赌友

就赌资分配问题产生的分歧为切入点，通过步步设问让

学生自己探索如何分配赌注才是公平的，并由特殊到一

般引出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的定义。教师可在线

布置一些习题，学生通过这一看一练完成课前的预习工

作。教师及时总结线上学生们练习中的薄弱环节，完成

课前的“二次”备课工作。这样在课堂上教师就可以顺利

地过渡到新课的教学，有针对性地讲解一些数学期望在

实际生活中应用的实例，充分调动学生自主探索的积极

性，加深学生对数学期望概念的理解；学生也能够在课

堂上与教师产生共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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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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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师在课上择机恰当使用微课，可以化抽象为

具体、化难为易

以条件概率这一概念为例，传统的讲授方法是引

例-定义-性质-应用这一思路，结果是学生对条件概率

的概念理解停留在定义这一形式上，对于为什么要引入

条件概率及其进一步的用处鲜有探究。事实上，如果在

概念的讲授中使用微课教学，首先创设情境，将历史上

著名的“三门问题”制作成微课，即舞台上有三扇门，其

中有一扇门后面有一辆汽车，其余两扇门后面是山羊。
主持人先让嘉宾任选一扇门，然后在剩下的两扇门中打

开一扇有山羊的门，接着问嘉宾：您是坚持自己的选择

还是改选另外一扇门？由于微课的画面感强，语言生动

准确，这样学生的注意力会被吸引过来。教师可引导学

生分别计算嘉宾坚持自己的选择与改选这两种情况下

得到汽车这个大奖的概率分别为多少，分析在两种情况

下样本空间的变化，由此引出条件概率的定义，推导其

性质，然后再看看生活中这样的实例有哪些。这样学生

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是形象、生动的，对条件概率的理解

也更加深刻。此外，在讲授诸如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随
机变量的条件概率分布等复杂定理的推导证明时，都可

以使用微课将定理“切片化”，提炼出精髓，突出重难点，

简化证明过程。
（三）学生课下利用微课拓展知识，巩固学习效果

教师可以在每次课结束后对本节课的重难点做个

简短的梳理，有针对性地设计一些少而精的练习题，同

时兼顾不同层次的学生延伸拓展练习，制作成微课放在

线上平台上，用于学生课下练习巩固课堂知识。比如在

学习了全概率公式以后，教师可在微课中加入这样的习

题：已知某市有 A，B 两个区，人口比例为 1：2，以往的案

件记录表明，A 区居民的犯罪率为 0.01，B 区居民的犯罪

率为 0.015，问该市某居民犯罪的概率多少？若已知该市

某人犯罪，此罪犯来自 A 区的概率多少？显然，这个练习

第一问是“执因索果”，考查全概率公式的应用，而第二

问是“执果索因”，是下次课贝叶斯公式的内容，对于已

经掌握了全概率公式及其应用的学生来说，就可以带着

问题查找书籍资料继续学习。而传统的布置作业只是练

习巩固当堂课的知识点，拓展学习的内容较少。
三、结语

微课视频作为教学的一种资源，是教与学的一种有

益补充。对学生来说，视频可以反复播放，有学习意愿的

学生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随时学习，专业基础不

同的学生可以自行调节微课放映的速度，是课堂学习之

外的有益补充。对教师来说，制作微课本身就是一个自

我学习和教学反思的过程，可以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

养和业务水平，达到教学相长的目标。
虽然微课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手段，其使用效果受

到了众多教育教学工作者的肯定，但是它不能改变教师

的课堂主导地位，不能取代传统的教学模式。这是因为

传统的课堂教学是师生互动的过程，是一个集科学性、
艺术性一身的创造性过程，这是任何辅助性教学工具和

手段都无法代替的。作为教学主导的教师应根据实际，

灵活使用各种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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