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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课是指以微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在

课堂内外围绕某个知识点（重点、难点和疑点）或

某个教学环节而开展的教育教学过程，是支持翻

转学习等多种新型学习方式的数字化学习资

源．
［１］“微课”具有以下优势：创造培养学生的数学

素养的沃土，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微视频短

小精悍，让学生花最少的时间学到关键内容，培

养兴趣；不受时空限制，即时即学；反复观看，永久

保存．

“ＨＰＭ微课”是将数学家的解题思想或数学

小故事制作成教学微视频，以微视频的形式引入

到日常的课堂教学或作为辅助学生学习的一种新

型的教学方式．根据初中生的思维特点，笔者尝试

以“图、形、声、动画”相结合的微视频来呈现数学

史．针对所任教班级学生学习水平参差不齐的特

点，笔者尝试在预习导学、课内讲解、典型习题专

栏、课后兴趣拓展等环节引入 ＨＰＭ微课，革新了

原有的教学方式．

１　犎犘犕微课应用于预习导学

授新课之前，可做一节与新知有关的 ＨＰＭ

微视频．既让学生在学习新知之前掌握一些相关

的知识，又使其了解知识点背后的历史，从而对学

习新知产生更大的兴趣．例如，在讲授“一元二次

方程”之前，制作题为“一元二次方程发展小记”的

微视频，让学生先了解人类对一元二次方程的研

究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古巴比伦、中国、印度、希腊

和阿拉伯的数学文献中都有一元二次方程问题以

及解法；讲授“命题与证明”之前，制作章前导学，

介绍法国数学家费马（Ｆｅｒｍａｔ，１６０１－１６６５年）

的一些有趣的数学猜想以及有些猜想后来被证明

的过程；讲授“解二元一次方程组”时，课前导入我

国古代数学名著《孙子算经》的题目———“鸡兔同

笼”、“僧分馒头”、“二果问价”［２］等问题．因此，利

用 ＨＰＭ微课进行课前学习，是渗透数学史知识

一个很好的契机．

在讲授浙教版九上第四章“相似三角形”第

４．１节“比例线段（３）———黄金分割”前，笔者运用

微课进行导学，微课时长约６分钟．图１是其中的

截图．通过微课，学生在课前就欣赏到大自然的

美，了解黄金分割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体会数学与人类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数学的

文化价值，从而对“为什么学”有更深刻的理解，增

强学习新课的动机，实现“先学后教”．同时，让学

生体会“数学是人类的文化活动，是人参与了数学

活动”［３］的道理，树立正确的数学观．

图１　“黄金分割”课前导学

２　犎犘犕微课应用于课内核心知识讲授

把与新课有关的数学家或数学小故事插入课

堂中，或者在小结时播放微视频，可以避免４５分

钟从头至尾的讲解．例如，在“反证法”一节，播放

讲述“路边苦李”、“张飞审瓜”等故事的微视频，让

学生判一判，以此巩固所学新知．在“图形的镶嵌”

一节，通过微视频，向学生介绍若干世界著名建筑

的镶嵌原理，既能使学生对课堂所学知识产生更

大的兴趣，又能使学生对所学知识有更深刻的

理解．

在浙教版八下课题学习“格点多边形的面积

计算”一节，引导学生观察、分析、归纳、猜想，探

究格点多边形的面积犛、内部格点数犪、边上格点

数犫三者之间的关系，最后得出犛＝
１

２
犫＋犪－１．继

而通过２分钟的ＨＰＭ微视频（图２为截图），介绍

数学家皮克（Ｐｉｃａｒｄ，１８５９－１９４３年）及其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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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了解公式的历史．这样的课堂教学方式，不

仅使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上有收获，而

且也培养了他们积极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图２　 皮克及皮克定理

３　犎犘犕微课应用于典型习题专栏

在笔者所任教的学校，课后作业是分层布置

的．对于全班学生都必须完成的作业，教师可以利

用作业讲评课统一作讲解，但对于那些只给优等

生布置的作业，面向全班讲解并不合适，此时，微

课就发挥了它的作用．将典型习题制作成微视频，

供学生课后自主学习，起到补充作用．

在浙教版九上第三章“圆的基本性质”第３．７

节“正多边形”的Ｃ组习题中，有一道“拿破仑四

等分圆”问题．由于只布置给优等生，因此，笔者

将本题制作成ＨＰＭ微课（约７分钟），上传到校园

网的公共平台区域，让优等生和其他一些感兴趣

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在平台上下载观看学习．这

样既能满足优等生的求知欲，提高他们的学习和

认知水平，又不会影响整体的上课进度，一举两

得．图３为微课的部分截图．

图３　 拿破仑四等分圆问题

在本微课中，笔者首先简单介绍了拿破仑的

生平，然后对这个问题进行演示与讲解，帮助学生

消化所学的知识，掌握只用圆规将圆四等分的画

法，同时回顾只用圆规将圆三等分、六等分的知

识．优等生可以在观看过程中向教师提出更深层

次的问题．因此，通过微课，教师可以进行一对多

的辅导，从而改变了传统的“一对一”辅导模式．

４　犎犘犕微课应用于课外知识拓展

利用 ＨＰＭ微课，可以拓展课本知识，供学生

课外自主学习．如，在讲完“二元一次方程组”一

章后，将《九章算术》中的“方程”问题［４］，制作成

微视频．在讲完“完全平方公式”后，将“杨辉三角

与两数和的乘方”制作成微视频等．

在讲完浙教版“实数”这一章之后，笔者通过

微视频，介绍与“无理数”有关的毕达哥拉斯学

派、希帕索斯、阿基米德、祖冲之、刘徽等数学家的

生平，让学生了解更多的数学文化，丰富他们的课

外知识［５］．图４为本节微课的部分截图．

图４　 与无理数有关的大数学家

５　 学生反馈

笔者对任教的两个班级共８８名学生进行了

问卷调查．结果表明，９５％ 的学生喜欢 ＨＰＭ 微

课．关于微课的作用，学生表示，对于不能理解的

内容可以反复观看，直到弄懂，弥补了４５分钟课

堂的不足；对于优等生来说，微课帮助他们巩固、

复习和进一步拓宽知识．关于数学史的作用，学生

表示，数学史展示了某些定理的起源，有助于更好

地理解数学，可以增长见识，传递数学家的探索精

神．以下是部分学生的观点．

Ｓ１：数学史微课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书本上的

基础知识，大大提高了学习兴趣．

Ｓ２：数学史微课能吸引我们上课的注意力．

Ｓ３：数学史微课让我们体会到数学家的解题

思想和方法，感受到解题方法多且易懂．

Ｓ４：观看数学史微视频时，看不懂的地方反

复看，并且可以随时暂停老师的“讲课”，有更充裕

的时间做笔记和理解．

Ｓ５：以前总觉得上数学课压力巨大、信心不

足，有了数学史微课后我对数学更有兴趣了，原来

的消极态度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２６· 　　　　　　　　　　　　　　中学数学月刊　　　　　　　　　　　　　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