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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课的初中数学智慧课堂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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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教育的进步，智慧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智慧课堂作为一种物理架构，

是智慧教育理念实现的基础和关键。该文立足基于微课的初中数学课堂教学的构建，从实践出发，通过观看教学

微视频、参与课堂设计并且观摩现场课堂等方法，对基于微课的初中数学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应用现状进行

了分析与总结。最后以问题为出发点，以智慧教育理念为指导，构建基于微课的初中数学智慧课堂并进行案例设

计与分析。

关键词：智慧教育；智慧课堂；微课；初中数学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信息技术与多媒体的飞速发展，给学生的学习
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培养学生智慧的学习也成
为我们当前的研究目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加强优质
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1]，可以看出我国对优质教
育资源促进学生智慧学习问题的重视程度。初中数
学课程标准(2014版)提出“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数学
教育的价值、目标、内容以及教学方式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如何使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如何
能够推动智慧教育的有效实施，将是我国教育值得
深思、关注的问题。随着信息技术被广泛的应用，
人们开始将信息技术应用到智慧教育中，这就需要
通过构建智慧课堂体现出来。目前，在信息技术的
大背景下，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融合还存在着许
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将针对基于微课的
初中数学学科如何构建智慧课堂为主要研究点，试
图构建基于微课学习方式下的数学智慧课堂，为初
中数学课堂学习方式提供借鉴参考。

二、智慧课堂概述

“智慧教育”一词起源于2008年IBM公司提出
的“智慧地球(Smart Planet)”的概念[2]。智慧地球

意即，在新型技术力量的支撑下，地球上几乎所
有事物都能得以感知化、互联化以及智慧化[3]，这
一思潮表达了IBM对运用技术来改变世界的美好愿
景。之后，国内外教育学者开始了对智慧教育的探
索和研究。有研究表明，韩国将智慧教育的发展
目标定位在培养具有创造性思维和个性化学习能
力的人[4]。这两点也正是智慧教育的典型特征。国
内祝智庭则认为，智慧教育就是为学生创设智慧型
的学习环境，并运用灵活智慧的教学策略，为促进
学生进行智慧型学习而服务，以此达到提升学生创
造性思维能力、培养学生智慧型发展的目的[5]。他
认为，培养学生智慧是一切教学活动的起点和最终
归宿。而智慧教育的实现则需要以智慧学习环境的创
设作为基础，以智慧教学策略、管理方式作为依托，
从而真正地让学生智慧地学习。此外，钟绍春则将智
慧教育定位在了学生创造力和决策力的培养上。他认
为，智慧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洞察事物的能力，并及
时做出合理的判断和抉择[6]。

智慧课堂是智慧教育应用于学科教学的实践载
体。有学者认为，智慧课堂的生成需要一个信息化
的学习环境，而智慧教育的发生就是在这个环境下
师生共同作用的结果[7]。智慧来源于生活，又必将
回归于生活。因此，智慧的培养需要结合实践，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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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生亲身体会知识产生的过程。由此可见，智慧
课堂是智慧赖以生成的环境和条件。此外，杨福星
也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智慧课堂要抓住两点，
即要以课堂为抓手和落脚点，在师生互动的学与教
过程中展现智慧教育，促进学生智慧学习[8]。

由此，基于以上分析对智慧教育和智慧课堂的不
同认识和研究，本文将智慧课堂定位于以下几点：

(1)智慧课堂是智慧教育、智慧学习赖以发生的
条件基础，旨在培养学生个性化学习，有创造性的
学习能力，让学生能够进行智慧性的学习。

(2)智慧课堂需要一个能够引导学生进行智慧型
学习的数字化环境。该环境应当能够支撑学生进行
有效的泛在学习、移动学习等新型学习方式，满足
学生随时随地学习的需求。

(3)智慧课堂应当将新的信息技术、新的教学媒
体以及新的教育、教学资源纳入教学中。“新”不
只是一种手段，更是一种方向，它能够激发学生的
创新型思维能力。学习不能在一成不变的内容、环
境中进行。

三、初中数学课堂中教学现状存在的问题

数学新课程标准的颁布，为初中数学课堂教学
提出了方向和目标。其中课程标准对于教师原有的
教学模型提出了新的挑战，不再是回顾旧知、新知
讲解、练习巩固、课堂小结、布置作业这样的流程
去组织课堂教学，虽然在重点问题上教师会选择信
息技术的支撑，也会选择在关键的知识点上录制微
视频资源给学生使用，但是这样的一节课，我们发
现它仍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学习内容不认同
《数学课程标准》提出要以学习为第一目标，

在目前的初中数学课堂里，学生对学习缺乏认同
感，学生没有学习的兴趣，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去学
习这样的学习内容，也不知道这样的学习对自己
有什么用，没有经过一个自己内化的过程，很难
真正地理解相关的内容，仅仅是跟着教师在机械地
学习、机械地做题，所以解决问题是我们的首要目
标，应该让学生尽可能产生共鸣，尽可能认同所学
习的学习内容，应该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学习兴趣、
对知识的理解水平，能够解决问题让其认识到学习
本节课知识。

(二)教学方式单一
在初中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忽视了孩子适合

什么样的教学方式，教师将自己的教学方式强加给
学生，不考虑学生是否喜欢、是否适合、是否能够
真正接受。真正的学习是在不同的知识点、不同的知

识片段上，每个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并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有效的学习，而不是学生不喜
欢却仍然强迫自己去做，不适合的学习方式仍然要坚
持用，这样的学习只会事倍功半，学生会浪费大量的
时间，同时成绩上不来，缺乏个性化的学习。

(三)学习思维难创新
我们目前的教育更多的是以听讲、读懂为知识的

获取方式，没有去深度探究问题的本质，没有发现问
题的能力，学生没有机会经历发现、归纳、获取的学
习过程，教师教、学生学，学生没有自己对知识的认
知、思考、质疑，只是简单的接受，所以学生聪明不
起来，缺乏思维能力的培养，对学习目的认识不清，
没有学习动机，也没有对问题的思考，一味地听教师
讲课，就更谈不到学习思维能力的创新了。

四、微课在教学中的应用思路

(一) 微课的概念及其特征分析
学者们普遍认为，“60秒有机化学课程”是

微课的最早雏形。这一课程是由美国北爱荷华大学
LeRoy A.McGrew教授于1993年提出，旨在以最短时
间让非专业人士了解专业的化学知识[9]。之后微课
的发展又经过了“One Minute Lecture(即一分钟演
讲)”[10]的演变，逐渐开始以微视频的形式发展。
2006年，可汗学院的建成标志着微视频开始作为一
种学习资源供学生学习使用。而“微课”这一概念
的正式提出则是2008年，由美国学者戴维·彭罗斯
(David Penrose)提出。他认为，微课是指针对某一
主题所设计的60秒课程。该课程是以音频或视频的
形式展现的，能够为学生提供移动学习或在线学习
的服务和支持[11]。

此后，微课的发展也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
注。在我国，率先推动微课发展的是广东省佛山市教
育局胡铁生教研员。他认为，微课是教师针对某个特
定的知识点或知识环节所设计的学习活动中所涉及到
的学习资源的有机组合[12]。焦建利则认为，微课是以
解释说明某一特定知识为目的的，以简短在线视频的
形式呈现，供学生学习使用的教学视频[13]。与此观点
有所不同的是，黎加厚是从课程的角度看待微课。他
认为，微课程是一门小课程，它由具体的学习目标，
且其内容比较简短、集中[14]。

之后随着新型学习方式的不断增多，微课的
应用形式、应用目的也不断呈现出多样化的态
势。如郑小军[15]将微课与混合式学习、碎片化学
习以及移动学习等学习形式联系起来，为微课
的应用多样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此
外，张一春[16]则认为微课是一种教学设计、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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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这一观点为微课的系统发展提供了理论支
撑。吴秉健[17]认为微课能够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学
习。我国学者诸多的学术观点不仅丰富了微课的
概念、内涵，也为微课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理论基础。

纵观上述学者对微课的认识和理解，不难总结
出微课的几大特征：(1)在形式上，微课是以短小精
悍的微视频为主要载体；(2)在内容上，微课强调针
对某一特定知识点的讲解，是各种学习资源的有机
整合；(3)在应用方式上，微课应用更加灵活方便，
课上、课中、课下都有应用；(4)在学习目标上，微
课应用能够促进多元化学习方式的发展，如个性化
学习、移动学习、碎片化学习等。

(二)应用思路
1.讲授型微课资源的应用思路
在没有教师、同学的学习环境里，如果学生

遇到学习上的问题时，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学习的需
求，去选择优秀教师的微课视频进行有针对性的学
习，个性化听讲；当教师在教学上遇到讲解的困难
时，没有有效的教学方式时，教师可以通过微资源
学习别人的教学方法；当教师问题讲解不到位，学
生没有理解教师讲解的知识点时，可以根据需要直
接选择微课播放给学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
掌握知识。

2.获取型微课资源的应用思路
学生通过了解其他学生自主与协作获取知识的

过程，并通过解读、分析微课，了解如何有效地完
成学习活动；教师通过微课，了解优秀教师的教学
方法，学习如何组织、引导和指导学生的过程，如
何自主、合作获取知识，然后用最有效的微课资源
和教学模型指导学生学习。

3.智慧型微课资源的应用思路
学生通过微课的学习，了解和掌握其他同

学的学习流程，然后进行归纳、总结学习知识的
有效过程与方法，通过解读视频了解如何完成学
习活动，结合自己具体的学习情况进行有效的学
习；学生可以选择优秀教师组织、引导和指导智
慧学习的微课视频，开展学习活动；教师通过微
课了解优秀教师如何组织、引导和指导学生开展
智慧学习活动。

五、基于微课的初中数学智慧课堂构建

(一)课类模型及环境分类
当前初中数学的课程类型分为三种形式：知识

新授、知识练习、知识复习。学习方式分为：听讲
式、读懂式、探究式。学习环境分为：多媒体(仅

有交互电视、互动白板、投影)，网络(PC机、Pad
等终端)。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知识新授就是教师根据教材按照课程标准向
学生讲授新的知识点。知识练习是学生根据教师对
知识点的讲解后，对具体知识的梳理，进行知识巩
固的练习。知识复习是学生通过教师讲解知识，经
过练习巩固知识后，对之前学过知识进行再一次学
习。一节课的学习是要分成许多的知识片段，而不
同的知识点讲解也是需要不同的学习方式：(1)听
讲式：主要是通过教师讲、学生听的方式去获取知
识；(2)读懂式：教师负责给学生提供一些资料，学
生自己阅读、学习、消化知识的方式；(3)探究式：
通过学生自己的学习，教师会根据学生遇到的具体
问题给学生一些指导、启发，学生能自己把知识归
纳总结出来的学习方式，这也是最高的学习方式即
智慧型学习方式；教师需要针对不同的知识点选择
不同的学习方式，达到最有效的教学效果。

知识环境包括多媒体和网络两种环境。多媒体
的知识环境仅包括交互电视、互动白板以及投影。
网络的知识环境包括PC机、Pad等终端。

(二)基于微课的初中数学智慧课堂模型构建
1.构建目标
智慧课堂的终极目标是要培养学生的智慧，而

智慧的关键在于学生创新型思维能力的提高[18]。本
文依据智慧教育的核心理念，以微课为依托，并结
合小学数学学习的学科特点，提出以下智慧课堂的
构建目标：

(1)自主学习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是指学生能够自主、主动的学

习，能够在学习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归纳总
结出知识内容的特点或规律，从而形成自己的学
习风格或学习模式。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学生不
应还是传统学习模式下的被动接受者，应该具有
学习的主动意识，为自己的学习负责。尤其是在
初中阶段，更应该逐渐培养初中生的主动学习意
识。而数学学科又是一门钻研性的科学，因此数
学知识的学习更需要学生逐渐培养自己的自主学
习能力。

课程类型 新授 练习 复习

学习方式 听讲 读懂 探究

学习环境
多媒体(仅有交
互电视、互动白
板、投影)

网络(PC机、Pad
等终端)

图1  数学学科课类模型及环境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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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问题解决能力
问题解决能力是指学生在面对数学中的疑难

问题时，能够通过自己的思考解决问题或者能够准
确地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诸如书籍、网上资源或
求助教师、同学等。它是教育教学的终究性目标，
属于一种高层次素质[19]。由此可见问题解决能力的
重要性。因此，在初中数学课程的日常教学中，就
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进行解决数学教学中的问题能
力，让学生自己去寻求答案，而不是由教师直接告
知结果。

(3)创新思维能力
创新思维能力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品

质。而品质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从初中
生抓起特别重要。创新思维能力的养成需要一个开
放的、创新的、智慧的数字化学习环境。由此，在
初中数学学科的教学中，要注意为学生创设良好的
学习环境，不应遏制初中生的自然发展，尤其面对
初中生解决数学问题时的创新思维，教师应以鼓励
为主，不能以一个成人的、标准化甚至固化的视角
来审视孩子的天性。

(4)自我评价能力
自我评价能力即是学生对学习态度、学习过

程以及学习策略的一个自我的评价。对于初中生而
言，自我评价似乎显得不太容易实现，但培养他们
认真审视自己的学习情况是一种良好的开端。学生
会渐渐地开始关注自我的认知状态，从而随着不断
的学习做出调整和进步。

2.构建思路
(1)新授课构建思路
在传统教育理念指导下，围绕着新授课的课

堂教学，经历导入、新知讲解、练习巩固、拓展延
伸、课堂小结、布置作业的过程，新授课一般教学
流程如图2所示。

在过去的初中数学课堂教学中，通常教师会采
用情境导入、复习导入或者是问题导入的方式引出
课题，然后对新知识进行讲解，接下来采用题海战
术的形式去练习巩固新知识，在做题的过程如果遇
到复杂的、解决不了的知识再问教师，教师会做出
本节课小结，给学生留作业，以此来去检验学生对
知识的掌握情况。

通过新授课的教学模型我们不难发现，学生

只是机械地跟着教师学习，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学习
这些的知识，这些知识会对他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帮
助，根据原有的教学模型，本文构建了智慧教育模
型，如图3所示。

该模式采用问题驱动的方式。教师应该布置学
生熟悉、感兴趣的与学生生活、家庭、学习相关的
问题/任务，问题的解决能够应用到生活中，这样学
生才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才会学习教师讲解的知
识，而问题/任务的有效提出是最关键的环节，接下
来根据学生学习面对对象的不同可以采用接受、获
取、探究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或多种方式进行知识的
学习，这就需要教师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进行不同
方式的选择；根据学生的个性化水平的不同进行测
试与训练，最后梳理知识体系。

(2)练习课构建思路
初中数学练习课主要是知识梳理、典例讲

解、练习巩固、方法梳理、布置作业等流程。学
生在练习的过程中，很难做到真正的掌握知识，
而教师也很难检测出所有学生的真实掌握水平，
如图4所示。

根据原有练习课模型进行了一下调节，首先是
教师布置学生感兴趣的任务进行任务驱动，通过题
型、知识点综合来训练学生，学生进行汇报展示，
同学之间互评，梳理总结知识点，然后教师对学生
进行分层测试，得出课堂小结，进行分层作业。初
步形成如图5所示的流程图。

(3)复习课构建思路
通常初中数学的复习课都会采用知识梳理的

方式，教师会将一个单元或一个阶段所学的内容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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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数学新授课一般教学流程

布置问题
/任务

知识学习

测试与训练

知识体系
梳理与提升

拓展延伸

任务1
任务2
…… 

听讲 读懂 探究

图3  数学新授课智慧教育模型

知
识
梳
理

典
例
讲
解

练
习
巩
固

方
法
梳
理

布
置
作
业

图4  数学练习课一般模型

任
务
布
置

变
式
构
造

汇
报
展
示

互
评
反
馈

梳
理
总
结

分
层
测
试

课
堂
小
结

分
层
作
业

图5  数学练习课智慧教育模型



69

Learning Resource and Technology
学 习 资 源 与 技 术2016.5  中国电化教育  总第352期

成一个知识检测的复习内容单，让学生总结这段学
习的内容并进行梳理，然后选择典型的问题进行讲
解，选择相应的练习进行巩固，最后再对整个问题
的方法进行梳理，对一些典型的内容进行综合应
用，布置作业，如图6所示。

对于学生来说，他们并没有真正地掌握教师
讲解的知识，而教师也没有办法真实检测出所有
学生对已有知识掌握的水平。针对这些问题，本
文将复习课原有模型调整成了智慧教育模型，如
图7所示。

首先，借助信息化手段，通过平板电脑，给学
生先出一套测试卷，根据学生测试结果反馈的问题
分别送到教师和学生手里，对于学生而言，可以知
道自己知识掌握的不足，对于教师而言，可以掌握
全班学生知识薄弱的知识点；然后有针对性地再进
行知识的梳理，对于主要的问题进行驱动，小组进
行探究、记忆以及互评；最后再对反馈的问题进行
训练，进行小结，分层作业。

(三)微课资源的设计与支撑
1.微视频设计层次
首先，微视频教学设计是教与学过程微视

频。包括任务布置、知识讲解、直接或探究获取
知识学习活动的过程，个性化测试与提升活动过
程，问题及解决方法体系建立活动过程，拓展阅
读活动过程等的微视频。然后，学生体会及感悟
微视频。包括学生体验和感悟的微视频、学生理
解任务、知识学习和活动、个性化测试与提升、
问题和解决的方法、扩大阅读等体验和感知的视
频。其次，教师解读微视频。包括教师解读任务
设计与布置、知识讲解、活动过程安排与指导、
资源与工具选择的思路和理由等微视频。最后，
资源与工具操作说明微视频。在微视频的讲解
中，一个知识点的讲解或活动的过程展示应该控
制在十分钟以内，五分钟以内最好，对于复习课
来说，微视频应该控制在三分钟以内，几十秒或
一分钟最好。同时，应更充分考虑复习和新知学

习的差异而分别制作，如右表1所示。
表1  微视频设计层次

微视频分类 微视频内容

教与学过程微视频

任务布置、知识讲解、直接或探究获
取知识学习活动的过程，个性化测试
与提升活动过程，问题及解决方法体
系建立活动过程，拓展阅读活动过程
等的微视频

学生体会及感悟微视频

学生对任务理解、知识学习及活动展
开、个性化测试与提升、问题及解决
方法、拓展延伸阅读等的体验和感悟
微视频

教师解读微视频
教师解读任务设计与布置、知识讲
解、活动过程安排与指导、资源与工
具选择的思路和理由等微视频

资源与工具操作说明微视频 资源、工具使用说明

2.微视频对课堂的支撑作用
在以上的微视频设计中，微视频在教学各环节

中发挥的作用如表2所示。
表2  微视频对教学活动的支撑

教学流程 目标 微课视频支撑作用

布置任务

学生产生共鸣，认同学
习内容；考虑学生兴
趣、认知水平、知识水
平分类，分层次布置问
题或任务

1.支架式资源，任务布置
2.录制教师讲解视频
3.学习好的同学对问题的理解
4.教师对任务布置的解读

获得新知

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
习方式；尽可能通过探
究方式；通过不同方式
获得新知

1.支架式资源，教师讲解过程
2.教师讲解知识点录制下来
3.录制理解知识的学生学习的
过程
4.教师解读知识的视频

个 性 化 测 试
与提升

有针对性地测试，根据
测试结果选择学习方式

1.制作测试单，检测学生知识
水平
2.采集学习过程、测试结果
进行数据分析，确定学习方
向、学习方案
3.学习大数据，选取微资源，
通过测试提高学习

知 识 体 系 个
性 化 建 构 与
评价

个性化构建问题解决能
力体系，并反向建构相
应知识体系；解答典型
问题及完成过程；动态
检测、评价学生即群体
学习状况

1.利用微课资源进行个性化构
建问题任务、问题案例、任
务案例
2.通过自评、他评、互评
3.采用动态检测：个体、班
级、学校、区域

六、应用案例

此次微课案例选择初中数学华东师大版七年
级上册第五章第二节“平行线的判定”作为教学内
容，以该节课作为以上智慧课堂的应用案例。

(一)课程分析
1.教学内容分析
本节课的主要内容是平行线的三种判定方法及

其演绎推理过程的表达与书写。平行线的判定对学
生来讲难度不大，并且从学生熟悉的学校、家庭方
面的生活实际问题入手，学习内容让学生十分感兴
趣(如下页图8所示)。因而本节课会给学生提供相应
的探究环境，让学生利用已经学习过的三线八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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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线的有关知识去解决任务，同时，让学生能够
轻松、愉快地学习。

2.学生需求分析
从学生的数学探究思维角度来分析，七年级上

学期的学生已经具备对内容的一定认知基础，本节
课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息息相关，学生很容易理
解、掌握知识。从年龄上看，七年级的学生对信息
技术探究环境下的学习很容易接受并且乐于学习。

3.教学工具需求分析
教师通过构建智慧课堂，提供学生个性化学

习的机会，同时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能
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构建智慧课堂需要新的
教学工具进行支撑。本节课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
学习情况，提供相应的微视频资源，提供相应的
探究软件，学生可以在平板电脑上，借助相关软
件进行学习，在东师理想教学软件的支撑下，完
成教学任务。

4.教学目标分析                                             
(1)知识能力目标：a.能结合图片和微视频资源

完成教师布置的教学任务；b.将平行线判定的方法
应用于解决现实中的生活难题。

(2)学习策略目标：根据学生不同的学习基础，
提供不同类型的微视频资源进行有针对的教学，做
到真正的因材施教。

(3)情感态度目标：通过探究学习，能够解决生
活中的实际问题。

(二)教学实际流程
基于微课的智慧课堂，本堂课的教学实施流程

描述如右图9所示。
1.创设情境，布置任务
教师以任务驱动的形式从学生熟悉的学校、

家庭方面的生活实际问题入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以小组为单位布置了三个任务，分别为：怎样
放置班级黑板两侧的宣传栏不歪不斜；怎样在家里
浴室的墙上已有钉孔处钉一个毛巾架与已有毛巾架

平行；怎样判别英语抄写纸的横格是否平行。每个
任务给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然后给学生提供相应
的探究环境，让学生利用已经学习过的三线八角和
平行线的有关知识尝试着去解决任务。

2.软件应用，学习知识
在知识学习过程中，根据所教学生的实际情况

不同而不同。基础较弱的学生在学习微视频资源时
遇到了困难，可以由学生反复学习使用；针对基础
好善于思考问题的学生提供了探究类微视频资源，
首先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探究软件，此时学生可以在
平板电脑上，借助相关软件，调用直尺、三角板在
已给出的实际问题图片上进行画线、并可对已画出
的线与线之间的夹角度数时时显示、动态调整、观
察等，最后自己梳理出相应的操作方法，并用自己
的语言总结探究出的两直线平行的判定方法。如有
部分学生在独立探究遇到困难时还可以参考我为他
们提供的学生解读的微视频资源，以便学生进行参
考，完善自己的方法；教师讲解类微视频资源还可
以供其他教师直接使用，为便于其他教师更好地按
照智慧课堂构建思路调整教学环节，还给其他教师
提供了设计思路、软件选择与说明的微视频资源，
便于其他教师结合自己所教学生酌情应用。

3.训练学生，巩固知识
在巩固应用环节，同样给不同层次的学生和其

图8  生活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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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教学实施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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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教师提供上述类型的软件和微视频资源，此时还
提供了一个稍有难度的题目以及相应的指导分析类
微视频资源，便于基础较好的学生利用本节课所学
习的新知从不同角度解决问题。

4.梳理脉络，总结知识
教师提供讲解类微视频资源，便于学生对三种

判定方法进行梳理。

七、结语

本文论述了智慧课堂的概念与基本特征，并从
初中数学课堂教学现状入手，分析当前初中数学的
主要问题和解决方法，结合了微视频资源，构建了
基于微课的初中数学智慧课堂，包括智慧课堂的教
学流程、教学形式以及教学目标。改变了原有的教
学模式，打破了传统教学模式教师教、学生学的局
面，让学生不再是仅仅接受知识，而是让学生根据
不同的知识点选择不同教学方式进行学习，学生通
过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认可了知识，发自内心
的愿意学习，真正地做到学生能够真正理解并掌握
三种判定平行线的方法，而不仅仅是机械地做题，
让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得到发展，这也是教学改革
的本质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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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Intelligent Classroom Structure and Case 
Based on Micro-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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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ime and education, intelligent education has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telligent 
classroom, as a physical framework, is the basement and the key point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problems existed and the application status in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based on micro-course, through 
the method of watching teaching micro-vedio and real classes and also participate in the designation, which based on the structure of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intelligent classroom. At last, it designed and analyzed a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intelligent 
classroom based on micro-course, which is instructed by intelligent education theory and took the problem as the starting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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