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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课的虚拟仪器课程混合式

教学模式研究 ①

李辉，邱雄迩，刘新波，林立
（邵阳学院 电气工程系，湖南 邵阳４２２０００）

摘　要：目前地方高校正在探索转型发展之路，教学模式正是其探索方向之一，一种从传统的课堂教学转变为以学
生为主体的自主性学习的教学模式——— “微课”，逐渐走进高等院校管理者及教育工作者的视野。在虚拟仪器教学过程

中，笔者从教师侧进行转变，摸索一种“课堂为主，微课为辅”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以期为工科专业课程的教学模式研究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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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仪器是邵阳学院测控技术仪器专业（以下简称测控专业）一门知识面广、实践性强、应用性突

出的专业课程，也是一门仪器科学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的前沿技术课程，其教学目标就是基于“通用计

算机的测控系统”和“软件即仪器”的设计理念，结合传统测量控制技术，培养学生在实际工程中应用测

控技术的能力。针对测控系统的工程应用和“教、学、用”的实际，教学内容以 ＬａｂＶＩＥＷ开发环境的高
级编程为重点，以框图程序为载体，实现 Ｇ语言编程。其特别适用于测控系统的数据采集、测量控制、
分析与处理及嵌入式开发等方面［１］。

随着信息技术、互联网＋、流媒体等在人类生活、学习及工作中的“蚕食”，微博、微信、微视频、微杂
志等“微事物”已经与我们“寸步不离”，把大家从原来的静止化、模块化的学习习惯逐渐向移动化、碎片

化转移，并在教育领域对传统的课堂教学提出了挑战。在此背景下，微课走进了省、校管理者及教育一

线工作者的视野，认为“微课既可引导教师主动创新课堂教学形态，又可提高学生利用智能终端学习的

效率”［２］。本文以虚拟仪器课程教学为例，力图探索出一种适用于具有工程应用性、实践操作性课程的

教学模式。

１　微课与传统教学融合的必要性
我校测控专业的学科体系由学科基础课、专业课两大类共计３２门课（其中选修课为９选５的形式）

组成，目前主要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以讲授为主要手段，结合讨论，严格执行教学大纲，拿起

书本即讲者，放下书本即讨论，同时能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也能在课堂上根据他（她）的“匠心”进行

带有艺术性的某些细微改变［３］。这种既定的传统教学模式不仅存在于学科基础课，也在专业课的课堂

大有市场，但也不能忽视它过于强调教师的作用，按部就班地按照“老师讲解，学生练习、教师检查”进

行教学活动，使得学生的学习变成了重复教材或老师传授的知识，不能体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禁锢了

学生的思维，不能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的能力［４］。特别是对理论性少、实践性强的专业课而言，这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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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教学并不能完全胜任。

虚拟仪器课程理论与工程实践紧密相连，强调实际操作，工程性、综合性较强，其讲授的是测控应用

领域的Ｇ语言编程实现，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课堂教学与机房教学的尴尬、学时少与内容多的窘境、
理论与实践孰轻孰重、课程考核方式与方法等问题。在以往的课程教学中可以发现，测控专业学生由于

在低年级已经学习了Ｃ语言，因而具备了一定的编程基础，能够较好理解和掌握与 Ｃ语言相通或相同
的知识点［５］，但对课程中出现的新概念（比如数据流、帧、移位寄存器、反馈节点等）理解掌握不够，造成

学生在应用Ｇ语言进行下一阶段的毕业设计、课程设计时“无处下手”，或是面临着“细节决定成败”的
“功亏一篑”。究其原因，无外乎就是教学方法存在局限性，基于此，在课堂教学模式之外，拓展微课教

学模式，借助微视频这一手段，把虚拟仪器课程中Ｇ语言设计重难点尽可能地利用智能终端、互联网的
方式呈现给学生，实现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

２　基于微课的虚拟仪器课程教学设计
将传统课程教学进行以视频为载体的“微型化”，借助“短小精悍”“情景真实”“直观形象”的微视

频，能够使教学主题突出、教学方向明确、教学资源多样，也是较短时间内教师实现最有效的教学手段之

一，而且能够使学生结合自己的专业方向及喜好实现个性化、自主性、协作性的学习。

基于微课的虚拟仪器课程教学与传统的课堂教学一样，教师也需要结合教学目的，从备教材、备学

生、ＰＰＴ设计、课堂设计、教学策略、案例挑选等方面进行精心设计准备。除此之外，教师还需要进行微
课制作与设计，其牵涉微知识点选取，教学目的实现，趣味性、生动性与实用性是否一致，视频录制、加工

制作、环境安排、后期评价等。笔者基于参加限时１５ｍｉｎ的微课竞赛以及微课制作与设计经历，总结了
虚拟仪器课程中“Ｆｏｒ循环结构”的微课制作与设计。开发软件：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２００７、ＣｏｒｅｌＶｉｄｅｏＳ
ｔｕｄｉｏＰｒｏ、ＣｏｒｅｌＳｃｒｅｅｎＣａｐ；背景音乐：清音乐《春野》；时长为１０’５９”。微课的教学内容及过程如表１
所示。

表１　Ｆｏｒ循环结构的微课设计的教学内容及过程

教学环节 关键内容 教学原理 教学时间

新课导入 什么是循环结构 回顾导入 ２’１５”

创设任务 创设案例 动画演示 ２’５０”

主要内容 Ｆｏｒ循环结构 问题导向，任务驱动 ３’２０”

加深巩固 图解案例的执行过程 类比图解 ２’５”

总结概括 要点提醒 小结及提问 ４０”

３　微课与虚拟仪器课堂教学融合实践
微课教学符合互联网＋时代碎片化学习的需要，但不可否认的是，课堂教学是在固定时间内在教室

开展的有明确目标的教学活动，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段，一种生成性过程，一种连续性与系统性并存的知

识传递过程，这是微课不可替代的［３－４］。微课教学和传统课堂教学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６］。基于此，

结合两种教学方式各自的长处，构建一种基于微课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将两者有机结合，发挥各自的优

势，克服彼此短处。

虚拟仪器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设计如下：１）进行传统课堂教学时，针对重难点教学进行微课教
学穿插，微视频辅助课堂讲授，能够抓住并保持学生的注意力，缓解审美疲劳，还能增进师生感情，活跃

课堂气氛，提高教师的教学效率和学生的学习效率；２）课后视频分享，拓展教学示例，以简单工程应用
推销课程的实用性，以案例设计增强课程的吸引力。案例设计基于教师自身科研、教研项目，并以指导

创新与开发实验室大学生创新项目为辅，收集并建立案例项目库（如表２所示）。通过“搭积木”的方式
进行项目拆解，以计算和产生脉宽调制信号项目为例（如表３所示），分集演示子任务的开发与实现，以
便于学生系统性、连贯性与自主性地随时学习，拓宽课堂教学的时空限制，并为课堂教学提供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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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表２　案例项目库
项目 项目类别

电类基础课虚拟实验室仿真 大学生创新

基于声卡的虚拟信号发生器 大学生创新

“十”字形状路口的交通信号灯 大学生创新

计算和产生脉宽调制信号 教学

基于电流法的电渗流检测 科研

表３　计算和产生脉宽调制信号项目问题库
序号 问题 序号 问题

１） 检测信号的下降沿 ６） ＰＷＭ信号图形显示

２） 强制输入范围 ７） 软硬件结合，产生ＰＷＭ信号

３） 构建子ＶＩ ８） ＰＷＭ工程应用

４） 使用结构创建脉宽调制信号 ９） ＰＷＭ信号文件保存

５） 分析产生的ＰＷＭ信号 １０） ＰＷＭ信号分析

４　结语
微课———“新瓶装旧酒”“新瓶装新酒”的争议，均不在本文论述范围。本文主要分析了传统课堂教

学和微课教学各自的优势及不足，提出微课与传统课堂教学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并在虚拟仪器课

程教学中进行了初步实践，以微课教学辅助课堂教学，课堂教学又促进微课教学，两者相辅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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