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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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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以“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课为例
焦曼曼 严凤雅

马鞍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马鞍山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不太理想，在信息化时代，微课是一种新的教学模式，高校思政课教学可以尝试利
用微课来提升教学效果。论文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为例，结合微课的特点，提出该课程适合制作成微课的教学内
容。希望论文能对高校思政课教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的教学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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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高校思政课教学面临着很多问题，亟待通过

改革来解决遇到的瓶颈。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政课

改革也迎来了很多新的机遇。微课以其独特的优势，给高校

思政课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方向。笔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课为例，将微课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运用情况进行

分析，充分发挥微课在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中应有的作用，

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

2 微课的涵义及特点

2.1 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思政课是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

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环节。高校思政课教学主要以教师

讲授为主。尽管思政课教师尝试新的教学方法，但实际效果

并不明显。分析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高校思政课理

论性强，内容相对枯燥，与学生的实际需求有差距。第二，

虽然形式多样，但相对陈旧，学生不能根据自己的水平选择

学习内容；第三，教学内容分散，重难点不够突出，难以深

入突破。

2.2 微课的内涵及特点

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人们的教育和学习方式也在不

断发生改变。高校思政课教师应该紧跟时代潮流，了解学生

的需求，反思旧的教学方式，探索网络技术可能带来的教学

方法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微课应运而生。微课是指以视

频为主要载体的网络教学资源，教师围绕某个知识点展开简

短而又完整的教学活动，是一种辅助化的教学课程。

微课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微课一般时间比较短，大

约在 5~10分钟。在短时间内，学生注意力相对比较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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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微课的内容相对集中浓缩。微课一般围绕着某个主题

把知识点讲通讲透，这样学生学起来也很轻松。最后，微课

的学习方式比较灵活多样，生动有趣。由于微课是教师提前

录制好放到相关网络平台上，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

况，随意播放，长期保存，不受地点时间的限制。

3 微课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作用

3.1 探索出一条新的高校思政课教学模式和出路

微课教学实现新的突破，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中心，

知识通过信息技术以微视频的形式传播，实现了师生之间

良性的互动。学生可以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自主灵活地

学习。

3.2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快速掌握重点

和难点

微课设计可以将抽象的理论知识与社会热点结合起来，

列举学生关心的案例，将抽象的概念形象化、枯燥的理论简

单化，融入多种新的元素。教师将思政课教学中一些较难的

知识点进行整合，通过一个短视频，把一个知识点讲透。

3.3 促进教学目标的实现，有利于提高思政课教学

的有效性

微课紧紧围绕一个主题录制视频，目标更加清晰明确，

突出和强化了学生需要掌握的重难点和混淆知识点，帮助学

生更好地掌握主题或知识点，以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

4 思政微课教学过程设计方法——以“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为例

4.1 制作原则

第一，微课的教学内容主要依据相关教材，将课程的

重点和难点内容制作成教学视频，放在相关网络平台上，供

学生随时随地进行学习 [1]。

第二，微课的选题要具有针对性、典型性。微课时长

短，选题要有针对性和典型性。例如，在制作“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课的微课中，讲到马克思一生的独创部分，应该

直接提出马克思一生最伟大的创新是：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

史观。

4.2 教学内容设计

在内容的选择上

教师在设计微课内容的时候，应该以教学目标为直接

切入点，选择科学、严谨的教学内容，没有争议的话题来制

作微课。遵循这一原则，作者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课的过程中，将课程内容分为若干个知识点，制作出“物质

与意识的关系”“量变质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等辩证

唯物主义的内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人民群众在历

史中的作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

在教学方法的应用上

在微课的教学过程中，可以采取下列方法：启发式教学、

问答法、案例分析法、多媒体教学法等，以此来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例如，启发式教学法的运用，在导入第二章“实

践与认识及其发展规律”的内容时，可以先给学生讲一个故

事：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的一段有趣的对话。通过这个

对话，启发学生思考：“人的认识是从何而来？”进而引入

新的章节内容。问答式教学方法的运用：例如：“白马非马”

说错在哪里？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多媒体教学

法采用了幻灯片、音频、视频相结合的方式。例如，在介绍

马克思身世的时候，可以播放纪录片《马克思是对的》的相

关片段 [2]。

5 微课教学的制作实施

教师在完成微课制作后，需要通过教学实践，利用网

络来跟踪和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具体的方法有以下两种：

第一，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围绕某个知识点，播

放提前准备好的微课视频，播放完视频后，启发学生对观看

内容进行思考，然后提出问题。

第二，学生可以在课下观看微课视频。教师与学生可

以进行互动交流。例如，在学习“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不

是两种真理，而是一个真理的两个方面”这个知识点，学生

往往在课堂上理解不透，在微课当中，教师可以详细地通过

案例分析讲解，使学生弄通搞懂，真正理解这个知识点 [3]。

6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

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并且“要运用新媒体新技

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

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

综上所述，在当今时代，微课已经成为一种极为方便

的教学模式和学习方法。微课凭借其自身的优点，被广泛应

用于思政课的教学活动中，微课在未来的教学环境中有着极

为广泛的前景。希望论文能够对相关思政课教师产生一定的

指导意义，更好地指导他们的教学，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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