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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何意义 。最后通过观察对比，得到焦点在 轴的 

椭圆的标准方程。 

4 几点思考 

本次微课给 出的是一 次概念教学课 。笔者 曾聆 

听过章建跃博士关于概念教学的一个讲座，强调中学 

概念教学应返璞归真，并多次谈到了概念教学要注重 

理解 ，”一针见血、不惜时不惜力”，强调给学生提供归 

纳、尝试的机会 。在本节课 中，正是渗透着这样 的理 

念 ，在简约中透漏着对椭 圆本质概念 的 自主探究 ，让 

学生在层层深入中理解概念，体会数学之美，数学之 

严谨和严密。笔者认 为，一节优秀的微课 ，必须要有 

其独到的地方 ，对关键 内容“不惜笔墨 、不惜时”。关 

于本次微课活动，笔者得到了以下一些启示： 

4．1 基本要求 

微课的特点体现在“微”，如何处理好这个“微”， 

笔者认为要做到以下几点： 

(1)切题迅速。 

区别于传统 45分钟的一节课的教学课例，根据 

中小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学习规律，微课被压缩为 5—8 

分钟，最长不超过 1O分钟。因此必须要求开门见山， 

切题迅速，更要求选择与所讲内容紧凑的切题方式， 

这样才能分配出较多时间给重点内容的讲授。 

(2)主题明确 。 

相对于传统课堂，微课要求问题集中，主题突出。 

微课主要是为了突出课堂中某个学科知识点 (如教学 

中重点 、难点 、疑点等)教学 ，或是某个教学环节 、教学 

主题的教与学活动，相对于传统一节课庞大的内容， 

微课可以认为是“精华浓缩”。 

(3)收尾快捷 。 

在微课的小结中，因为前面重点内容的讲授占据 

了大部分时间，因此小结 的要求在于精而不在长，必 

须在完全总结 内容的同时注重学科方法的总结 ，更要 

求干净利落。一节课的小结必不可少，好的小结可以 

对讲授的内容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可以加深学生对 

所学内容的印象。好的总结往往也起到 画龙点睛的 

作用，可以使一节课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给人一种 

“余音绕梁 ，三 日不绝于耳”的感觉。 

(4)语言干练。 

语言的准确性是教学基本功 的一个重要方面 ，而 

在微课 中由于受时间的限制，语言的准确性显得尤为 

重要。教师的语言也需精炼，要适当的打磨、练习，要 

求生动，富有感染力，逻辑性强而又简明扼要。 

⋯  

4．2 区别说课 、微型课 

举办全国网络微课大赛，那么微课必然有其独到 

之处。在笔者看来，微课不同于传统的说课和微型 

课。在短短的几分钟 内，全面考查 了教师的基本功和 

各方面的综合素质。微课的听众仍然是学生，是网络 

另一端的学生，因此要将过程具体呈现出来，并且只 

需挑选一个知识点或习题或实验等讲解。参加比赛 

的部分教师错误地将其理解为微型课，完整地呈现了 
一 节课的内容，详略处理不太恰当，对于微型课的理 

解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文献1-33、文献[4]。 

4．3 微课的必要性 

在网络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随着移动设备的不 

断更新换代和智能化，人们的阅读和学习习惯也在逐 

渐的微化。微课便顺应而生，微课的短小精悍解决了 

学习者面对大规模在线课程资源如何选择的困惑，也 

解决 了不能随时随地学习的问题 。在考试前夕、在做 

作业前都可以通过上网浏览相应的知识点来“补漏”。 

对于教师，微课这个资源也可以成为很好的备课资 

料 ，方便随时的研讨 、探索。因此作为潮流的趋势，微 

课的出现及发展有着一定 的现实意义。 

微课教学 由于其 时间短暂性 的特点割裂 了知识 

的系统性、整体性。因此，对于简单的、以讲解某个独 

立的概念来说，微课更适合；而对于复杂的教学内容 

不太适合 。 

微课顺应时代的发展而产生 ，现在的微课教育代 

表了现代教育技术发展的时代潮流，它必将开辟 出现 

代教育的又一片新天地 。非常庆幸 ，我们赶 上了这个 

潮流，笔者坚信，高品质的数学微课一定能够走入课 

堂，深入学生，切实地保障和促进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笔者通过观看并制作这次微课活动，已经深深地体会 

到了微课的优势，将这样的微课伸展到传统的课堂教 

学中去 ，学生的思维一定能在画一画、想一想、做一做 

中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数学素养得到提升，教师的教 

学水平也会相应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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