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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学生的学习方式不再受限于书籍和教室。微课教学虽然已经广泛

应用到全球，但运用在高校微观经济课程的研究几乎空白，且泰国高校并没有很重视微课这种

新型的教学模式。本论文尝试借用微课教学模式发展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乃至其他高校，为高校

微观经济课程中使用微课教学模式提供理论依据。根据微观经济课程中出现的问题，采用 SWOT

模型分析相比于传统教学模式，微课教学模式的优势与劣势，得出微课教学模式在微观经济课

程中的应用的影响，最后构建微课教学模式在微观经济课程中应用的可行性建议，帮助高校更

好的将微课教学模式实施在商科课程中。研究方法包括探索性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深度访谈

法、立意抽样法等。调研者选择华侨崇圣大学商学院的老师以及其他泰国高校的老师作为访谈

对象，通过深度访谈，发现微观经济授课教师对微课与慕课的概念有全面的认知。泰国的外部

环境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政府推行网络学习政策，提高了教育入学率和可支配收入，社会对

人才需求和信息技术的创新也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论文建议结合传统教学和微课教学模式，

利用微课作为课前预习和课后巩固补充，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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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era, students' learning methods are no longer limited 
to books and classrooms. Although micro course teaching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globally, 
there is almost no research on its application in microeconomic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and 
Thai universities do not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is new teaching model.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se the micro course teaching model to develop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and other universities,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use of micro course 
teaching models in microeconomic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microeconomic courses, the SWOT model is used to analyz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micro course teaching mode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s. The 
impact of the micro course teaching mode on the application of microeconomic courses is 
obtained. Finally,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icro course teaching mode in 
microeconomic courses are constructed to help universities better implement the micro course 
teaching mode in business courses. The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 exploratory research, 
literature review, in-depth interviews, observation, and purposive sampling. The researcher 
selected Professor from the School of Business at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and 
other Thai University teachers as the interviewee.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it was found 
that microeconomic instructors ha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s of mic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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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s and MOOCs.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n Thailand has an impact on higher education. 
The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online learning policies, which have increased education 
enrollment and disposable income. The demand for talent and innovation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society have also drive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paper suggests 
combining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micro lesson teaching models, using micro lessons as pre 
class preview and post class reinforcement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interest. 

Keywords : Micro courses, Microeconomics course, Feasibility 

引言 

随着时代的进步，微观念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引领着“微时代”的到来，涵盖微信、

微博、微电影、微小说等方面。在这个背景下，教育也迎来了数字化时代的变革。网络和通讯

设备的不断进步推动了各种新型教学模式的兴起，如“翻转课堂”、“微课堂”等。国外的灵

活教学体系将微课资源充分发挥，成为大学生移动学习的重要方式。同时，中国与泰国的合作

推动了“一带一路”计划的实施，双方签署了互相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和学位的协定，促进了两

国间的教育交流。泰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和国际化程度备受认可，吸引了大量中国留学生前往。

针对微观经济学课程，在泰国高校中应用微课教学模式的可行性研究备受关注，以泰国华侨崇

圣大学为例，旨在加强学生对微观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和实际应用能力，为教师制定教学方式提

供建议。 

 

一、研究问题 

1.了解泰国高校的微观经济课程教学现状。 

2. 对比传统教学与微课教学的优劣势。 

3. 分析应用微课教学模式的影响因素 

4. 构建合适泰国高校微观经济课程的微课教学模式。 

 

二、研究目标 

1.了解传统教学模式下在泰高校修读微观经济课程学生的学习质量和问题。 

2.分析得出微课教学应用于微观经济课程的重要性。 

3.通过分析微课教学模式的应用对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得出影响运用微课教学模式的决

定性因素。 

4.确定高校微观经济课程应用微课教学模式的可行性方法。 

 

三、研究意义 

1.实践意义 

从社会角度来看，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微课教学模式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微课依托

互联网传播，能够覆盖广泛的知识领域，为学生提供更多元化的学习内容，丰富了他们的知识

储备。互联网资源丰富，为微课提供了大量学习素材，避免了教育资源的浪费。 

从高校的角度来看，微课教学模式的出现确实带来了重大的变革。首先，微课教学模式打

破了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为教师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通过微课，教师可以利用各种多媒

体形式，将知识内容生动形象地展示给学生，提升了教学效果和吸引力。 

从高校教师角度来看，微课教育模式过程更具有针对性，从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模式转

变成学生自主去学习，培养学生的个人能力，教师可以通过微课的方式寻找到合适自己的教学

方式，不断完善自身的教育方法，改变了传统的教育模式，推动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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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校学生角度来看，微课教学模式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了学生，学生呈现主体地位，学

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去学习，对自己感兴趣的知识点进行搜索，微课是以视频的方式呈现，

学生可以利用空闲时间学习，学生会更加主动去了解微观经济课程的知识，锻炼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2.理论意义 

随着时代的变迁，互联网时代已经成为现实，泰国的教育系统也在适应这一变化，不断更

新教学内容和方式。微课教学模式因其创新性受到了广大教育者的关注，它打破了传统的教学

模式，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加强他们的独立自主学习能力。微课教学模式在中小学和职业高

中中得到了一定的应用和研究，但在高校课程中的运用却相对较少，尤其是微观经济课程。在

泰国，高校教育的质量参差不齐，需要更多的创新来提升教学水平。因此，推动微课教学模式

在微观经济课程中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纵观国内外的文献调查，关于海外高校的微课设计的研究相对较少，在微观经济的运用更

加少之又少，对于赴海外留学群体应用与商科课程的研究几乎没有，基于微课对泰国微观经济

课程的设计应用空白，调研着决定以微课教学模式在高校微观经济课程中应用可行性研究，为

今后研究类似课题的学者提供文献支持。 

 

四、概念性研究框架 

本次研究以微课教学模式在高校微观经济课程中应用可行性研究为基准，结合程维库

（2021）提出微课教学模式与多媒体教学模式相结合，包括课程的设计、开发、实施、评估等，

得出增加教学时间和资金的投入可以提高教学质量。weihrich（1982）认为行业受到外部因素

和内部因素的影响，可以结合微课现状总结微课教学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崔晓猛（2016）

提出网络教育四要素要以学生为主体，所有教学活动是围绕学生来进行的，为学生提供良好的

教育资源。KELLER J M（1987）提出的 ARCS 动机模型包括：注意、相关、自信心、满意，从这

四个角度去分析学生学习的动机和能动性。肖熙妍（2016）提出教学模式分为三个模块，主要

体现在课前、课中和课后围绕这三个点给学生灌输知识概念。胡铁生(2013)提出微课非常 6+1

教学模式，认为学生是教学主体，其中包括：教学设计、练习测评、学习反馈、用户评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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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反思、素材课件等辅助学生学习。（如图 1所示） 

 

图 1 微课教学应用模型 

 

五、文献综述 

（一）微课的概念界定 

David Penrose（2008）指出了微课的理念，在教学内容中提取重要知识制作成教学视频，

时常在 1-3 分钟，帮助学生独立学习，发现和探索问题。Educause（2012）叙述了微课是内容

简短、主题明确的视频，微课的课件是由教师来设计制作，有公共的微课网站可供使用者见解。

胡铁生（2011）指出交流与应用是微课建设的目的，通过区域展示优秀的微课作品、各种报纸

与杂志的报导、互联网社交平台的推广带动了微课的发展。杜东华（2014）阐述了微课教学要

有针对性，围绕教学或学习中的常见、典型、有代表的问题或内容进行针对性设计，设计引入

有趣，层次分明，突出重点，逻辑性强，简单易懂，让学生短时间内掌握。 

（二）泰国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分析 

政治上：Buasuwan P（2018）阐述泰国政府通过实施 4.0新教育法案政策，推动教育模式

的变革，发展网络学习，提高学生创新性和包容性，形成新的教育模式。经济上：Varghese N 

V（2001）阐述泰国国民收入分配公平政策，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导致教育需求增加，就业率的

增加近一步扩大了需求，政策和拨款上都改善了入学条件和入学率。社会上：Bovonsiri V, 

Uampuang P, Fry G（2018）阐述了社会对高等人才的需求增加，社会结构权重非公有制占主要

地位，私人投资投资增加，加强了私立，高等教育变革鼓励学校向社会商业化服务发展，文化

教育的提升私立学校带来契机。技术上：Liu X（2017）阐述了多媒体与计算机信息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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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多的教学模式可供高校选择，利用现代信息化优势，打破时间和空间束缚，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 

（三）微课相比传统教学模式的优劣势 

优势：Yang L（2017）阐述了微课应用具有教育性、目的性、趣味性、共享性等优点，提

高学生学习效率、兴趣和互动性。高瑞程（2021）阐述了改变传统教学评价制度，利用微课教

学的优势，让学生自评和小组互评，注重学生态度和学习过程表现，坚定学生自信心和自尊心。

祁洒力（2022）阐述了在新课改的背景下，利用微课的优势激发学生内心深处对知识的学习欲

望，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提高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王小宁（2023）阐述了微课能有趣的整合

教学中的知识点，让学生感兴趣，还能提高学生的创作能力，提高学习效率，引导学生积极学

习掌握知识。顾龙龙,黄霞（2023）阐述了微课应用应该明确教学定位，在教学方式上实现了多

样性和及时性，并且对所学知识进行延伸和拓展，通过个性化学习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劣势：Hou T, Gou X, Gao Y（2016）阐述了微课程过于碎片化，缺乏系统性，可用性不

高，存在最严重的问题是理论和实践脱节。Dumford A D（2018）阐述了在线课程学生不太可能

参与协作学习、师生互动以及与不同的人进行讨论，接触有效教学实践的机会少，互动质量低。

钱宝山（2019）阐述了微课教学模式不成熟，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都处于不成熟的阶

段，对于个别学科课程，微课可用资源少，制作成本大。王沐昕（2021）阐述了微课平台不完

善，未能提供完善的数据分析功能，教师无法得知学生的学习情况，无法通过平台监测学生的

学习情况和效果。 

（四）高校微观经济课程教学特点及产生的问题 

Kreps D M（2020）提出了传统教学模式出现的几个问题：照着课本念、重视理论轻实践、

互动性不强、注意力不集中。严中萍（2019）阐述了传统课堂的发展阶段：口耳相传、经典课

程阶段、教科书课程阶段、ppt 讲述方式。吴妹（2022）认为微课的设计应用可以结合视频进

行：案例分析、角色转换、启发引导、3D 模拟等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 

（五）影响高校微观经济课程中应用微课教学效果和影响因素 

时秀波（2016）认为教师讲课的好坏不是决定因素，课程内容的实用性和难易程度才起到

决定性作用，和学生认知程度和喜好有着密切关系。学生对微课认知度不高，经济成本高，单

一的教学内容呈现方式难以获得学生的喜欢和认可。刘柱栋（2017）阐述了引入微课可能会导

致学生放弃课堂上的学习，把老师课堂上讲的知识当成耳旁风，同时微课视频选择种类复杂，

不能选太简单的又不能选太难，所以选择视频需要老师反复斟酌。张学智（2023）阐述了微课

教学资源不充足，教师不能在微课中呈现较多的教学内容，导致微课无法发挥教学作用，且微

课应用模式较单一，不能启发学生自主学习的思维。 

（六）提高微课教学应用于高校微观经济课程的可行性建议 

肖熙妍（2016）认为微课模式教学分为三个模块包括：课前、课中、课后，课前是进行课

前微课视频预习，课中的微课视频是对知识点的叙述，课后的微课视频是对知识点的巩固以及

反思。武立栋,羡晓辉,徐君姬（2017）提出微课是以视频的方式呈现，呈现的方式有四种：录

屏、实录、教师与课件同时出镜、动漫，这四种呈现方式各有利弊。庞乐宁（2020）阐述微课

时长短可以利用微课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学生进行针对性、高效性教学满足学生学习

需求，结合具体教学内容引导学生不断拓展和延伸知识点。庄小红（2023）提出微课的视频制

作不只是展示重难点，而是要激发起学生的兴趣，且微课教学应该明确教学目的。 

 

六、研究设计规划 

（一）研究方法 

1.探索性研究法 



300 

本研究通过锁定泰国高校的微课经济课程教学现状，找出微课教学对比传统教学的优劣势

以及影响因素，并进一步调研得出提高微课教学模式在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微观经济课程中应用

的可行性建议。本研究采用探索性研究满足了研究的需求，主要在于本次探索调研微课教学模

式在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微观经济课程中应用的可行性。探索性研究虽然满足了本次研究的需求，

但探索性研究的局限性仍然存在本研究的主题是微课教学模式在泰国高校微观经济课程中应用

的可行性分析，研究范围比较小，研究方法也相对而言不够严谨，因此得出结论仅是为了下一

步研究提供参考。 

2. 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课题，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正确

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文献研究法被广泛用于各种学科研究中。通过对已有文

献资料的研究，了解研究对象的历史和现状，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定新的研究方向。文

献资料的搜集主要有以下途径:一是运用互联网上的搜索引擎工具来搜索相关的信息和资料:二

是利用图书馆来搜集、查阅、复印有关书籍、期刊资料。最终调研者通过文献研究法收集了 51

篇国内外相关文献作为本次研究的文献综述内容，归纳并总结前人的对微课教学的研究成果，

并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再通过访谈了解微观经济课程教师对微课教学应用于高校微观经济

课程的看法，最后，对专家的访谈结果整理与分析，并且做本次研究的一手数据，两者相互结

合，从而达到本次研究的研究目的。但文献资料浩如烟海,研究者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非全面

性的选择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研究的内容;其次,由于研究者对文献的熟悉程度不同,很难对里

面的内容信息完全了解。 

（二）调查方法 

1. 深度访谈法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针对微课教学模式在泰国高校微观经济课程中应用的可行性进行

调查。深度访谈法适合于复杂或抽象的研究问题，因微课教学模式的复杂性和变化性，需要与

专家进行自由交谈以获取深层次的信息。深度访谈法能够深入探索受访者的内心想法，捕捉他

们的肢体语言和情感反应。尽管深度访谈的结果受到调查结构和调查员技巧的影响，但在特定

时间内，通过对受访者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和回答情况进行深入分析，能够得出本研究所需

的关键信息。 

（三）抽样方法 

1. 抽样形式 

本论文采用的抽样方法为立意抽样法。立意抽样法，又被称为专家抽样、或判断抽样，是

指研究人员根据某种目的，刻意寻找具备某种特质的个体来组成研究样本。立意抽样也是质性

研究非常重视的抽样方法，而立意取样就是考虑哪些对象能够提供对理论的建构或了解问题本

质最能够提供深入且完整数据与直接的帮助。但由于该抽样方法根据调研者的主观意识判断合

适的访谈对象，会有主观意识导致判断失误的可能。 

2. 样本选择 

本文利用立意抽样法选择两位老师。第一位就职于泰国华侨崇圣大学的教授微观经济课程

的 A老师，A老师教授微观经济课程的年限较长，对微观经济课程存在的教学问题非常有感受。

第二位是泰国其他高校的 B 老师，B 老师是泰国人对泰国的教育环境有着一定的见解。本文将

主要从泰国大学微观经济课程出现的教学现状,探析在微观经济课程中应用微课教学模式的可

行性，所以这两位老师非常适合作为研究对象。 

七、研究结论 

（一）微课与慕课教学的概念 

两位老师一致认为微课是以视频为媒介，教师制作短小精悍的视频给学生学习，只讲一个

主题或一个知识点供学生学习。A 老师认为微课和慕课的区别在于微课是面向学生的，而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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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面向社会的，谁都可以学习，都是免费的，这是这两个课程的区别。B 老师认为对于新型的

教育方式，它的逻辑性和关联性要强，能让学生在短时间内能够学会知识。 

（二）泰国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分析 

两个老师一致认为泰国政府近些年来要求各高校与时俱进，删除旧教纲，及时更新教纲内

容，提倡网络教育，使用新技术来辅助学生学习。A 老师认为泰国的可支配收入水平的高低决

定了受高等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低的话需要解决温饱问题才能接受其他事物。B 老师认为泰国

教育部的支持以及高校的政策都影响着泰国高校的入学率。泰国社会是非公有制，所以私立高

校的数量增多，学生有更多选择的机会，随着社会高等人才的需求增多，需要更多的学生接受

教育才能胜任高技术生产。 

（三）微课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的优劣势分析 

两位老师一致认为微课的优势在于学生有更多选择，用短视频来凸显主题，针对性的学习，

同时学生也不会仅拘泥于课堂，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学习，教学内容比较新颖会更加的吸

引学生，具有创新性和趣味性。A 老师认为微课可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思考能力，因为微

课有课前预习可以让学生先自主学习，不懂得再留到课堂中去询问老师，最后还有巩固视频加

强学生记忆，同时碎片化时间也可能成为微课的缺点，如果学生自控力弱尤其是在没有监督的

情况下，效果会大打折扣。B 老师认为微课的劣势在于微课的系统性比较差，教学资源不足，

且教学资源成本高昂，需要经过专业的培训才能运用到课堂中，局限性大，且微课的宣传力度

不足，学生需要时间去适应且家长更加希望传统课堂为主，人们对微课的认知度低，会影响它

的适应性和包容性。 

（四）泰国华侨崇圣大学的微观经济课程的教学特点及微观经济课程中加入微课教学产生

的问题 

A 老师认为微观经济是经济学的分支，专业性强，和其他商科课程有关联性，需要案例作

为支撑来学习，学生对某种例子互动性不强，生活中也没有接触过同时也不关注新闻，学生练

习结果和实际结果就会大相径庭，到考试的时候知识点就会模糊，导致这个原因是因为学生不

关注时事，一味的关注微课视频里的趣味知识点反而会导致学生学习效果下降。B 老师认为微

观经济这门课有大量的图表分析，根据数据计算来解决相关经济问题，提供视频讲义供学生自

主预习和复习会导致学生课上不问问题，课后的作业也只是到网络上照搬照抄，导致老师无法

了解学生的真实情况。 

（五）影响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在微观经济课程中应用微课教学效果的因素 

两位老师一致认为学校的支持至关重要，因为制作视频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还要看教师

是否愿意花时间去学习制作视频，且接纳程度如何。A 老师认为选题的趣味性和相关性是非常

重要的，首先微课的目的就是使用新颖的方式去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更好的去学习这门

科目，要考虚学生的认知以及喜好，要提高学生的认知，让学生对概念更加的清晰。B 老师认

为制作微课视频不仅仅要了解学生的喜好同时还要考虑学校是否能给予支持以及提供教学资源，

制作的视频是否能吸引学生的眼球，学生是否能接纳。 

（六）微课教学应用于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微观经济课程中的可行性建议 

A 老师认为微课模式课前可以让学生进行预习或者课后做知识点的巩固反思，除了视频中

提到的知识点，比如说录屏形式，老师讲解这些知识点，除此之外还可以穿插一些视频案例或

者节选的时事新闻的一些经济要素，提高趣味性。要使用电脑制作，最好有在线平台可以提供

教程，比较对于教师来说剪辑不是本职工作，如果微课平台有专门的教程，教导师如何去制作

视频，怎么剪辑、合成、后期配音等等。一般控制在十分钟以内，因为人的注意力一般都是 15

分钟开始分散，如果教学视频十分钟能讲清楚一个主题这样最合适，也不会本末倒置，重心还

是要放在课堂中。B 老师认为只有第一单元能用，因为第一单元讲的是十大经济学原理，这个

单元提到了很多相关的知识点或主题，微课的形式还是适宜的，可是后面的章节，尤其是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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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开始说到了供给需求的变化，这不是概念简单能了解的，根据图形的变化，最后的结果都

是不一样的，这些课题如果用微课三到五分钟根本讲不完，只有第一单元合适其他的不太合适。

同时经济支持非常重要，制作一个视频内容繁琐，虽然时间短但是制作步骤负责。提供技术支

持，帮助教师解决技术苦难。高校要参与或搭建微课平台，最后要教师进行培训。学校已有教

学评价体系，在原本的基础上开拓即可。私下跟学生进行沟通看学生是否满意。课堂中观察学

生的参与度。 

八、建议 

（一）微课与慕课教学的概念 

教师对微课的了解渠道存在不足，需要扩展其认知渠道。首先，学校可定期组织会议，要

求教师对公共微课网站的视频进行点评和反思，每周分享所学经验，以增进对微课的了解，并

为后续微课实施做充足准备。其次，微课概念源自美国高校，因此学校可定期举办公开课，邀

请欧美大学的微课设计专家进行演讲，介绍微课概念、优点及应用方法，加深教师对微课的认

知，并提供微课制作步骤，以便教师快速上手。第三，学校可每日提供报纸或教学杂志供教师

阅读，因微课是热点话题，常出现在报刊中，教师可在休息时间加深对微课教学模式的了解。

最后，学校可与其他学校合作举办区域性微课交流会，展示优秀微课作品，促进教师间的学习

交流，并奖励制作出优秀微课的教师，激励更多教师尝试并了解这种新型教学方式。 

教学活动是微课教学不可或缺的一环，但很容易被忽视。许多设计微课的教师只注重知识

点的讲解，而忽略了教学活动。然而，教学活动是为了加深学生印象而设计的，一个优秀的微

课视频应该突出体现教学活动。例如，在实验课微课视频中，逐步引导学生操作酒精灯，促进

学生的互动性和印象深刻度。 

（二）泰国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分析 

学校对学生的包容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学校一视同仁所以学生不论成绩好坏，不区别对待。

教师经常开展有关包容性主题的班会，告诉学生，同学之间要相互包容，互相帮助，共创美好

校园。 

高等教育的改革包括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制和鼓励高校商业化服务，导致私立高校数量增多，

但学费昂贵。政府应采取教育优惠政策，如助学贷款，政府先垫付学费，毕业后学生再偿还，

缓解资金压力。此外，政府可拨款设立奖学金，奖励优秀学生，减轻经济负担，同时激励学生

学习。 

（三）微课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的优劣势分析 

移动设备在现代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不仅用于通信，还可用于学习。学校可以

与平板开发商合作定制学生专用平板，实现无纸化学习，平板设备只能用于学习，不得下载其

他软件。在课堂上，老师的 PPT 跳转到哪一页，学生的平板也会跳转到相应内容，并记录老师

的上课笔记。学生课后可观看平板回放，了解老师的讲解方式，根据时间线回顾老师的笔记，

从而更易理解知识。 

除了学术知识，学校还应组织文艺活动，如唱歌比赛或画画比赛，例如定期举办歌手大赛，

通过多轮比赛选拔出优秀学生，激发学生的课外活动兴趣，拓展知识面。这些措施整合了移动

设备的学习功能、学校文艺活动和微课视频等资源，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学习方式，促进了

教育的全面发展。 

微课视频是传统教学的浓缩，内容精简、重点突出、时间控制合理。教师在制作微课视频

时需要注意突出重点和难点，确保信息量大而精准。微课通过丰富的教学方式，如语音讲解、

图文结合等，拓展了教学手段，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微课具有自主学习性，既有利于

教学指导，又能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这是传统教学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四）泰国华侨崇圣大学的微观经济课程的教学特点及微观经济课程中加入微课教学产生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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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转变教学方式，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可以提高教学质量。启发式引导是一种有效

的教学方法，通过提问式和情境式引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考能力。此外，3D模拟也是

一种有益的教学方式，特别适用于抽象概念的教学，能够促进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思维发展。通

过这些方法的综合运用，可以使课堂更具互动性，学生也能更深入地理解和掌握知识。 

微课在课堂中的应用可以通过微练习、微测验、微反馈等环节来实现。教师可以设计与知

识点相关的微课练习视频，引导学生进行案例分析并思考，促进学生与教师的互动交流。同时，

通过设置与知识点相关的问题并在微课视频中提出，监测学生的学习效果和理解程度。最后，

通过微反馈环节，教师可以收集学生对知识点理解的反馈，及时进行反思和修改教学内容。这

种综合应用能够有效提升课堂教学效果，促进学生的学习与思考能力。 

（五）影响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在微观经济课程中应用微课教学效果的因素 

为了推动微课在高校的应用，各学校可联合教育机构创建微课平台，提供学生免费注册和

观看微课视频的便利。针对教师制作微课视频的复杂性，学校应定期培训教师并提供经济支持，

同时聘请技术人才协助制作。管理部门要对上传的微课视频进行审核，确保内容合格。学校需

定期举办微课公开课，帮助学生了解微课的优势，并确保微课内容与学生生活紧密联系，提升

趣味性。此外，建设丰富的教学资源、更新维护教学硬件软件，以及奖励优秀微课作品都是推

广微课模式的关键措施。 

（六）微课教学应用于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微观经济课程中的可行性建议 

明确的教学目标是教学成功的关键，教师应根据学科特点和学生需求制定目标，并结合实

际情况灵活调整。教学内容设计应贴近学生兴趣，引入时事热点案例，通过多种形式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和思考能力。选择合适的教材和资源，充分利用教室设施，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微

课制作应简化操作步骤，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同时鼓励教师尝试动画类微课。学校可联合其

他机构建立免费微课平台，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微课制作。教学反馈和评价应定期进行，借助线

上系统收集学生反馈，及时调整教学设计。同时，学校应给予教师经济和技术支持，降低微课

制作的难度，推动微课教学模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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