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０４‐２０

　 　 作者简介 ：赵晓（１９８７‐） ，女 ，广东肇庆人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英语教研室教师 ，硕士 ，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英语教学 。

李智高（１９８０‐） ，男 ，广东肇庆人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英语教研室讲师 ，研究方向为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 。

第 １４卷 　第 ３期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Vol ．１４ No ．３
２０１５年 ６月 JOURNAL OF HUAIBEI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Jun ．２０１５

·教学研究 ·

微课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与发展趋势

赵 　晓 ，李智高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广东 肇庆 　 ５２６０００）

摘要 ：微课作为一种新型教学资源 ，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日益受到重视 。它特有的优势与英语语言学习十分契

合 ，贯穿着整个教与学的过程 ，推动着师生角色的改变和优化 。随着微课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微课

将逐步向微课程发展 ，从零散化走向系统化 、平台化 ，最后达到资源最优化 。分析微课在大学英语教学的应用现状

及其发展趋势 ，对微课以及大学英语教学两者共同发展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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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信息技术进步对教育的推动 ，以网络应用和多媒

体为核心的现代教育技术已经渗透到教学各个环节 ，成为

教学改革的强大动力 。国内外教育工作者和学者纷纷致

力于多媒体视频学习资源的研发 ，于是“微课”成为现今教

学改革的热词 。微课源于美国 ，２００７年“可汗学院”网站用

１０ ～ １５分钟的视频讲解了不同科目的内容 ，引起了广泛关

注 。 ２００８年 ，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胡安学院的教学设计师戴

维 ·彭罗首创“Micro‐lecture”的概念 。借鉴国外经验 ，广

东省佛山市教育局教育信息中心的胡铁生老师率先提出

了“微课”
［１］６１ － ６５这一概念 ，并展开了系列的研究 。

目前 ，微课仍是一个快速发展但并未成熟的新兴事

物 ，“既没有明确的定义和类型 ，也没有统一的设计流程 、

模式 、原则和应用范式”
［２］２

。总的说来 ，微课可定义为适合

网络学习 ，时长为 １ ～ ３分钟 ，针对某个知识点进行教学设

计 ，融趣味性 、启发性 、情境性为一体的微型流媒体视频教

学资源 ，具有“高效化 、便捷化 、碎片化 、移动化 、交流互动性

强等特点”
［３］１０６ － １０７

。 “微课作为新型的教学资源 ，是传统课

堂学习的一种重要补充和资源拓展”
［４］３３ － ３６

，已经走进许多

高校英语教师的视野 。而当今大学英语教学存在着“教学

时间有限 ，教学任务繁重 ，班级多 ，班级人数也多 ，学生英

语基础差异大”
［５］３等一系列问题和困境 ，微课为他们解决

这些难题并开辟了新的道路 。他们制作微课教学视频 ，开

展微课比赛 ，务求让微课在高校英语教学改革中发挥重要

作用 。

微课并非昙花一现的事物 ，而是能够在大学英语教学

中持续发展 ，不断完善并形成体系 。笔者认为微课可以促

进学生自主学习 ，并提高学生英语的综合能力 。本文将探

讨微课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并且分析它在大学英语

教学中的发展趋势 。

一 、大学英语微课教学的应用

英语语言学习的要求与规律与微课特点的契合是微

课走进大学英语教学的前提与条件 ，而微课的应用有力推

动了师生角色的优化 。

（一）英语语言学习与微课特点的契合

英语学习是一门非母语语言习得过程 ，它不仅仅是知

识的获得 ，更是技能的习得 。技能是需要熟能生巧的 ，学

生必须进行反复 、坚持的训练 ，方能提高应用能力 。微课

的特点很好地迎合了英语学习的要求 ，同时也是学生易于

接受的全新学习模式 。

第一 ，微课耗时短 、内容精 、地点活 。电子信息技术的

快速发展推动网络的全民普及 ，让学生便捷地使用到网络

资源 。学生无论在线学习还是网上下载 ，都能迅速获得微

课资源 ，微课学习因此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此外 ，

微课制作标准贵在短小精悍 ，没有冗长信息 ，使学生更乐

于去看 、去学 、去练习 。学生可利用零碎时间进行学习 ，这

是网络时代衍生出来的“碎片化”学习模式 。 “碎片化”的微

课学习让英语习得训练积少成多 ，加大了学生的语言输

入量 。

第二 ，微课是视听的双重感官刺激 ，有利于学生提高

学生记忆效率 。生动 、直观的视频是微课的主要载体 。学

生接收微课信息时经过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加工 ，反复刺

激 ，更有效地提高学习效率和记忆量 。再加上英语学习对

声音 、语言情景的特殊要求 ，视听双重功效显得尤为重要 。

微课兼具视听功能 ，甚至现在一些教师尝试在微课平台与

学生线上交流 ，使微课实现视听说 “三管齐下” 。“按照记

忆遗忘规律 ，记忆内容理解得越好 ，忘得就越慢 。而动用

多种感官能够提高理解度”
［６］５ － ８

，因此微课正是学生对抗

遗忘规律的好工具 。

第三 ，微课对英语学习内容具有适应性 。英语学习内

容繁多 ，有些内容又各自独立 ，例如语法 、词汇 、文化背景

知识等内容可以分割成小知识点 ，进行单个传授 。微课的

制作标准和这一点不谋而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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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课的应用模式

目前 ，微课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大致分为三种模

式 ：课前使用微课 、课中使用微课以及课后使用微课 。课

前 ，学生学习微课 ，提前得到与新课相关的导入以及重点 、

难点介绍 ，将预习效果最大化 ，从而缩短了老师课堂讲解

的时间 。课中 ，播放与课堂内容契合度较高的微课视频 ，

可以节省教师的时间和精力 ，留下更多师生互动和课堂活

动的时间 。课后 ，将课堂重点难点制作成短而精的微课 ，

给学生形象的解析与归纳 ，提高学生课堂内容的掌握度 。

以上三种应用模式贯穿了整个教与学的过程 ，提高课堂的

教学效率 。尽管如此 ，微课的实质仍是课堂教学的补充 ，

其主要发挥空间在于课前与课后 。

（三）微课推动师生角色优化

微课进入大学英语课堂与学生自学空间 ，让师生角色

得到改变和双向优化 。微课让老师有更多课堂时间与学

生互动 ，开展实践活动 ，一定程度地改变了传统课堂单一

的教与学关系以及死板的知识授予形式 。老师的课堂主

导地位将被弱化 ，更多地担当引导角色 ，引导学生如何去

学 、去练习使用英语 。与此同时 ，微课促进学生课前课后

自学 ，改变昔日被动接受知识的局面 ，成为主动者 ，自觉选

择微课资源进行自主 、个性化学习 。

二 、微课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发展趋势

国内高校教师和学者对微课的研发 、理论研究和评比

都做了很多有益的实践并初见成效 。以笔者所在学校英

语教研室为例 ，正构建一个名为“随身课堂”的英语学习平

台网站 ，共享了教研室老师制作的微课视频 ，其中包括语

法 、词汇 、文化背景知识 、口语 、写作技巧等内容 ，并辅以习

题 。与此同时 ，正逐步开通师生线上交流与邮件沟通功

能 。通过对微课应用现状的分析与自身实践 ，笔者对大学

英语微课应用现状与发展趋势做了以下三方面分析 。

（一）从零散化趋于系统化

从微课在我国“本土化”之日起 ，高校教师制作的英语

微课视频主要有两大用途 ———比赛以及单个知识点讲解 ，

此类微课散见于高校课堂以及一些分享网站上 。它们形

式内容多样 ，但又相互独立 ，相互联系不大 ，呈现“零散”态

势 ，并未形成完整体系与系列课程 ，即是“微课程” 。由于英

语学习的内容繁多 ，知识既零散又相互关联 。对此 ，笔者

认为单个的精品微课应向微课程发展 ，形成内容相关 ，相

互联系 ，又相互独立 ，并附有适量习题的微课程 。

首先教师确定微课程内容的主题 ，如文化解说 、词汇

讲解 、语法点解析等 ；然后从制作单个精品微课视频开始 ，

在特定主题下 ，制作系列微课 ，逐步构建微课程 ；最后辅以

相关练习使之形成完整的学习系统 ，以供学生课下进行自

主个性化学习 。形成系统的微课程才能吸引学生坚持自

学微课 ，让微课学习模式更具生命力 。

（二）从系统化走向平台化

零散的微课逐步形成系列微课程后 ，对教师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创建微课学习网络平台 ，将微课程放到平台

上 ，分类整理 ，方便学生自学 。平台除了提供在线学习 、练

习与下载的功能外 ，应该兼具评价 、监测与问卷调查等多

元化功能 。评价是指提供在线练习的正确率显示 ；监测是

指教师能在后台通过平台数据的反馈 ，得知学生的上线量

以及学习内容的分布 ，以便了解学生的学习倾向 ，我校学

习平台正在完善该功能的建设 ；问卷调查可以成为英语学

习平台的附加功能 ，设置调查问卷 ，教师可在平台上搜集

课程设计 、教学反馈 、学生思想动态等内容的调查问卷 。

微课与学习平台是一种相互融合 、相辅相成的关系 。

优秀 、充足的微课资源呈现在网络学习平台 ，促使学生使

用学习平台 ，方能使学习平台的其他功能得到运用 。与此

同时 ，便捷良好的平台功能也让学生更乐于使用上面的微

课资源 。

（三）促进资源共享最优化

微课的系统化是创建微课平台的资源基础 ，而微课的

平台化发展可促进资源共享 。英语微课的制作内容繁多 ，

所需精力不容小觑 ，不是一个或者某一群老师能独立完成

的 。只有各大高校创建开放的英语学习平台 ，与校内外的

师生共享优质的英语微课资源 ，大家通力合作 、共享资源 ，

相互补充 ，才能丰富与完善微课程 ，达到资源共享最大化 ，

乃至最优化 。

四 、结语

单个微课学习 、系列微课学习以及英语微课程融入学

习平台 ，这一切都是教师利用微课这一崭新的学习辅助模

式 ，让大学英语教学更富活力 、更贴近当今学生的学习习

惯 ，让学生能更多地进行有效的英语自主学习 。只有一线

教师通力合作 ，创作或搜集更多优秀的微课资源 ，进行整

合和完善 ，形成系统 ；只有更多的教师参与到微课的研发 、

理论研究上来 ，才能不断地完善与发展微课 ，才能让微课

这一新生事物富有生命力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产生好的影

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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