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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移动学习系统设计与教学实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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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以及Ｗｉ－Ｆｉ无线网络的覆盖范围越来越广，为移动学习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基
础。而微课短小精悍的特点适应移动学习碎片化、移动性的需求。将微课和移动学习相结合，设计微课移动学习系统的

核心功能，阐述系统架构与部署情况，并以“数据结构”课程进行教学实践，设计基于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型，为大学生学

习“数据结构”课程提供了一种新的学习方式，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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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智能移动终端（本文主要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用户越来越多，智能移动终端的性能越

来越好，也支持Ｗｉ－Ｆｉ连接。在大学校园里，几乎人人都有一部智能手机，部分学生拥有平板电脑（如
ｉＰａｄ、三星Ｇａｌａｘｙ等）。另一方面，基于Ｗｉ－Ｆｉ的无线网络覆盖范围越来越广，不仅公共场所部署了越
来越多的无线路由器，而且宽带家庭用户也是广泛部署了无线路由器。这些广泛部署的Ｗｉ－Ｆｉ无线网
络很好地支持了智能移动终端的联网，并且无须消耗中国移动或中国联通或中国电信的流量费用。这

些现实情况为移动学习的发展提供很好的物质基础，使得学习者能够利用方便携带的智能移动终端进

行有效学习，还不用担心流量费用。

移动学习模式，用户的学习时间一般比较短，具有碎片化学习的特点。而微课的出现正好适合移动

学习碎片化的需求，微课视频时长一般是５～１０ｍｉｎ。因此，本文在基于Ｗｉ－Ｆｉ无线网络的条件下设计
了面向微课的移动学习系统（简称微课移动学习系统），并在校园网内部署该系统，以“数据结构”课程

为例，结合“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实践，为大学生学习“数据结构”提供一种新的移动学习

方式。

１　微课移动学习系统设计
微课移动学习系统以微课为教学内容载体，支持移动学习方式以及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教学内

容的组织按照三级模式：课程、知识单元、知识点。每门课程由多个知识单元构成，每个知识单元由多个

知识点构成，每个知识点由１个或多个微课资源构成。
１．１　微课

目前，面向微课的教育信息化研究与应用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关于微课的定义已有１０多
种。比如，胡铁生等人的定义：微课又名微课程，是基于学科知识点而构建、生成的新型网络课程资源。

微课以“微视频”为核心，包含与教学相配套的“微教案”“微练习”“微课件”“微反思”及“微点评”等支

持性和扩展性资源，从而形成一个半结构化、网页化、开放性、情景化的资源动态生成与交互教学应用环

境［１］。该定义中，说明了微课资源的基本构成与应用环境。然而，如何构建微课资源与应用微课，不同

的实践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在微课移动学习系统中，微课资源以微视频为主并提供相关的

课件和练习。针对高等教育的复杂性，微视频时长以１０ｍｉｎ左右为主，部分更加复杂的知识点在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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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左右。
１．２　移动学习

移动学习是指利用无线移动通信网络技术以及无线移动通信设备获取教育信息、教育资源和教育

服务的一种新型学习形式［２］。目前，主流无线移动通信设备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本文考虑的设备

主要是基于Ａｎｄｒｏｉｄ系统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移动学习在我国的研究起始于国际远程教育专家德
斯蒙德．基更（ＤｅｓｍｏｎｄＫｅｅｇａｎ）博士在上海电视大学４０年校庆上所作的报告［３］，基更博士指出移动学

习是远程学习的第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分别是远程学习、电子学习。随着移动技术的发展，我国移动

学习研究取得迅速发展，然而在移动学习实践研究领域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４］。本文就是结合现有的

移动技术与移动环境，将移动学习应用到大学课程的教学中来。

１．３　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Ｆｌｉｐｐ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或者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Ｃｌａｓｓｅｄ）是一种新的课堂教学方式，学生课前观看教师讲

解视频，课堂上在教师指导下完成作业，是传统课堂中知识传授与知识内化的颠倒。传统教学模式是：

课堂上教师进行知识传授，课后学生完成作业，进行知识内化。翻转课堂起源于美国科罗拉多州林地公

园高中的２位化学教师：乔纳森·伯尔曼（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Ｂｅｒｇｍａｎｎ）和亚伦·萨姆斯（ＡａｒｏｎＳａｍｓ）在２００７年
前后的教学尝试。起初，他们只是使用屏幕捕捉软件录制 ＰＰＴ演示文稿的播放和讲解，并将视频上传
到网络，目的是为耽误上课的学生补课［５］。而这些视频也被其他不需要补课的学生所接受，最后逐渐

形成了“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课前学生在家观看视频学习，课堂上教师帮助学生处理作业或实验中

碰到的困难。另外，随着“可汗学院”的迅速发展，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在国际教育界取得广泛关注和

积极推广。

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能够在国际教育界迅速走红，何克抗教授［６］总结了学术界的一些主流观点：

翻转课堂能够体现“混合式学习”的优势，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有助于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促进教学

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研发，是“生成课程”这一全新理念的充分体现。上述观点从理论上说明了翻转课堂

的教学模式值得推广和应用。

１．４　系统功能设计与部署
微课移动学习系统设计主要目的为在校大学生的课程学习提供服务。基于该系统，教师可以实施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学生、教师、管理员都可以使用智能移动终端在 Ｗｉ－Ｆｉ环境下使用该系统。微课
移动学习系统的功能分为３大模块：学生端模块、教师端模块、管理员端模块。

学生端模块主要包含８个功能。１）注册登录：学生第一次使用系统，需要用真实信息进行注册。
学生登录后，出现学生用户界面。２）微视频学习：提供微视频查询、微视频在线学习、微视频离线学习、
微视频播放记录、微视频下载记录等功能。３）课件学习：提供了与微视频对应的课件，允许学生在线查
看课件或离线查看课件。４）个性化学习信息中心：可以让学生选择要学习的课程，记录学生个人的学
习记录和登录记录，学生可以随时从上次学习中断的地方继续学习。５）在线练习：学生在学完微视频
和课件之后，进行自测练习，系统记录学生的正误率并提供答案参考。６）疑问管理：学生在学习微视
频、课件、以及做自测练习过程中，可能会对某些问题产生疑问，系统允许学生记录自己的疑问，提交给

系统，由教师在课堂进行集中讲解。７）查看 ＦＡＱ：学生可以查看与一个知识点相关的常见问题及其解
答，也可以输入关键字查询 ＦＡＱ。８）学习论坛：学习论坛的组织以课程为单位，实现师生互动、生生
互动。

教师端模块主要包含６个功能。１）注册登录：教师第一次使用系统，需要注册真实信息。教师登
录系统后，出现教师用户界面。２）课程信息管理：教师可以添加或删除课程信息，可以对课程的知识单
元进行增删改查。３）基于知识点的资源管理：微课资源包含微视频、课件、练习题，教师以知识点为单
元，对微课资源进行管理。４）统计信息：系统可以给教师提供学生学习情况的统计信息，有多少人完成
视频学习或下载，有多少人查看过课件，有多少人完成了练习，所做练习的正确率如何。５）学习论坛：
进入一个课程的论坛，实现师生互动。６）ＦＡＱ列表管理：教师可以管理常见问题，形成ＦＡＱ列表。

管理员端模块主要包含３个功能。１）注册登录：管理员分为超级管理员和普通管理员。系统只有
一个超级管理员账号 ａｄｍｉｎ，密码也是 ａｄｍｉｎ。超级管理员登录后，可以修改账号名称和密码。超级管
理员可添加其他的管理员（也称为普通管理员）。２）用户管理：普通管理员可以审核教师注册信息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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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注册信息的真实性，并予以通过。３）数据管理：主要包括数据清理、备份、还原。
微课移动学习系统实现以后，部署校园网内的一台工作站中，申请校内ＩＰ地址，智能移动终端可以

通过Ｗｉ－Ｆｉ访问该系统，使用该系统的功能。

２　基于翻转课堂的教学实践
按照如图 １所示的教学模式对一个课程选修班的学生开展了教学实践。下面以线性表知识单元

为例，说明开展情况。线性表知识单元由６个知识点构成：线性表定义、线性表的顺序表示和实现、线性
链表、循环链表、双向链表、一元多项式的表示与相加。针对这６个知识点，设计了对应的微课资源，并
将这些资源导入到系统中。

在第一次上课时，教师介绍绪论，提供网址，要求学生注册、登录，并要求学生在第二次上课之前完

成：１）自学微视频，包括线性表定义、线性表的顺序表示和实现、线性链表；２）完成自测练习并整理疑
问。并且，建议学生根据需要查看ＦＡＱ和进入学习论坛进行交流。

在第二次上课时，教师针对学生的疑问进行解答。接着，教师设计一些编程训练题，要求学生５～
１０ｍｉｎ写出答案，教师抽样浏览学生的解答并进行讲解，指出存在的问题，对整个知识点进行总结。然
后，教师布置课后要求编程训练要求与提交总结。最后，布置自学完成的内容：循环链表、双向链表、一

元多项式的表示与相加。在第三次上课时，采用与第二次上课时的相同步骤进行，完成线性表知识单元

的教学。

图１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通过与学生访谈交流，学生的主流观点：知识掌握效果更好。原因在于：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逼

迫”他们课前花更多的时间进行学习，练习放在课堂上做，避免同学之间抄袭作业，使得他们独立认真

做练习，扎实完成了知识内化的过程。

３　结语
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一个部署在校园网内的微课移动学习系统，并通过“数据结构”课程进行测试与

教学实践，实践效果良好。不过，微课移动学习系统目前仅支持基于 Ａｎｄｒｏｉｄ的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
尚不能支持基于ＩＯＳ的 ｉＰｈｏｎｅ与 ＩＰＡＤ。因此，后续待完成的主要工作是让微课移动学习系统支持
ｉＰｈｏｎｅ与ＩＰＡＤ，从而扩大微课移动学习系统的应用范围。

参考文献：

［１］胡铁生，黄明燕，李民．我国微课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启示［Ｊ］．远程教育杂志，２０１３（４）：３６－４２．
［２］叶成林，徐福荫，许骏．移动学习研究综述［Ｊ］．电化教育研究，２００４（３）：１２－１９．
［３］ＤｅｓｍｏｎｄＫｅｅｇａｎ．从远程学习到电子学习再到移动学习［Ｊ］．丁兴福（译）．开放教育研究，２０００（５）：６－１０．
［４］王佑美，王娟，杨晓兰，等．近二十年我国移动学习研究现状与未来趋势［Ｊ］．现代远程教育研究，２０１３（１）：４９－５５．
［５］Ｔｈｅｆｌｉｐｐ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ＤＢ／ＯＬ］．２０１４－４－１０．ｈｔｔｐ：／／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ｎｅｘｔ．ｏｒｇ／ｔｈｅｆｌｉｐｐ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ｈｔｍｌ．
［６］何克抗．从“翻转课堂”的本质，看“翻转课堂”在我国的未来发展［Ｊ］．电化教育研究，２０１４（５）：５－１６．

（责任校对　晏小敏）

７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