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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带你点燃课外学习热情
——访全国高中数学优质课三等奖获奖者李冰

“来，下面我们开始讲解第一题，这道题目⋯⋯”听到这句话，大家或许以为这是一个课
堂里老师为学生讲解题目的场景。事实上，今天展示的确实是一个课堂，但不是传统意义
上的课堂，而是永康二中数学老师李冰正在录制的“微课”课堂。只见李冰端正地坐在办公
桌前，桌子上放着个 iPad pro，他拿起 iPad pro 对着书本上的题目一拍，再利用软件一
裁剪，所要讲解的题目就清晰地出现在屏幕上。按下录制之后，李冰一边握着 Apple
Pencil 在屏幕上推演运算，一边配合着开始讲解，一道题目录完，保存好的视频被直接分
享到了优酷网上。在信息化的大背景下，随着“互联网+”模式的流行，微课教学正在悄然
兴起，成为日常教学的辅助手段。对此颇感兴趣的李冰与同事一拍即合，率先开始高中数
学习题“微课”的录制。今天，记者带你打开李冰的“微课”。

随着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融合不断加深，
“微课”应运而生。

所谓微课，就是以视频为载体，借助信息化社
会中多媒体的强大功能，围绕教育教学过程中的某
个知识点（重点难点疑点）或教学环节开展的一种
教育教学活动。微课的教学时间短，重难点集中，
便捷、多样化的传播方式也方便了学生的观看。“错
什么看什么，什么不懂看什么，我们的微课就是为
了帮助那些喜欢学习、主动学习的学生。”李冰说。

永康二中数学老师李冰走上讲台已有 11 年，
曾获得过永康市教坛新秀、金华市优质课评比一等
奖等荣誉，近日，在全国高中数学优质课评比中，他
获得了三等奖。

而在微课教育方面，李冰更是“赫赫有名”。
2015 年 11 月，我市组织微课比赛，李冰获永

康市一等奖，12月初获金华市微课比赛一等奖，12
月末获浙江省微课比赛一等奖。微课比赛后，由于
在省里有了较大影响力，市教育局局长谢滔获知其
做法后大加赞赏，经局里决定，划拨专项经费予以
支持。随后，李冰应邀参加宁波中学浙江省数学疑
难问题研讨会讲座、金华外国语学校微课专题讲
座、永康互联网+数学微课研讨会讲座、金华八中
微课讲座教学展示、义乌四中微课专题讲座进行微
课报告，在报告时展现团队合作成果和理念，获得
同行一致赞赏。

此后，李冰还参编了 5 个省微课程，将自己的
教学方法推向全省：参加省教研员张金良老师组织
的浙江省同步数学微课程开发并已出版；参加金华
市教研员张耀光老师组织的省微课程《张眼看数学》
的开发并任技术总监；带领特级教师方家鸿名师工
作室成员进行省级微课程《2016高考精讲50题》开
发；带领二中数学老师组织《生活中的数学》微课程
开发；带领语文老师组织《千字文》微课程开发。

在学校数字化校园评比中，李冰的微课获得较
高评价，很多评委都表示以后将带老师前来学习。

为了方便学生寻找微课视频，李冰将微课与微信
接轨，开设“冰哥数学”微信公众号（binggeshux-
ue），“作业同步”“课堂同步”“假期同步”等小栏目细
化了课程分类，拉近了学生与微课之间的距离。

另外，李冰团队还将微课网址做成二维码贴
纸，贴在学生作业本的题目边上，学生只要扫描二
维码，就能看到老师对本题目的具体讲解视频。

“刚开始制作类似的课程是在 2008 年，

我们当时是将题目的讲解过程录制下来，刻

成光盘，分发给学生。”提起制作微课最初的

想法，李冰直言，“我自己本身就对互联网很

感兴趣，如今网络发展这么迅速，所以我就

在想能不能将教学与互联网结合起来，让学

生和老师都能受益。”

2015 年 7 月，李冰索性与其他几位老师

一起，组建了团队，专门录制高中数学习题

讲解的微课。

而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

每节微课的时间都不超过十分钟，但老师讲

课准备的时间远比十分钟要多得多，再加上

每个老师都有自己平时上课的任务，还要批

改作业、备课，微课录制和制作只能加班加

点，团队中的几个女老师，甚至是怀孕挺着

肚子在进行微课录制。开始时，团队的设备

很简陋，老师们录制完成后，还要传送到电

脑上，再上传到视频播放平台才能供学生观

看，而由于设备太过简易，当时录制的视频

清晰度并不高，学生观看的兴趣也不大。即

便如此，李冰和他的团队依然坚持了下来，

并逐渐将微课传播了出去。去年 12 月，在

李冰做了微课报告之后，越来越多的教育界

人士开始关注他，关注到微课教育。

“现在我们已经更新了设备，直接就可

以在平板电脑上录制好整个视频，然后直接

就可以分享到网络上。”李冰还现场给记者

演示了录制一节习题讲解微课的整个过程：

“比如说这道题，我只要将题目导入到平板

电脑中，然后按开始录制的按钮，就可以一

步一步地进行步骤讲解。结束之后，只要直

接分享，就可以上传到视频播放平台。这样

一来，不仅方便快速，而且视频的清晰度很

高，学生看得也更加清楚了。”

记者在优酷网“冰哥数学”的频道里看

到，目前李冰和他的团队已经上传了 2000

多个微课视频，包括假期作业习题讲解、考

试习题讲解、配套作业习题讲解等多个类

别，累积播放量达到了 60 多万。在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不少学生都很喜欢这样的模

式。尤其是假期作业，很多老师都没有时间

来逐题进行讲解，而有了微课后，学生自己

就可以观看视频来订正错题。“有时候试卷

上的题目老师不会每道题都讲，可能我做错

的题不典型，老师就略过没有细讲。有了冰

哥的微课，我就可以自己课后再去看这个

题。这样一来不耽误老师上课的时间，我也

可以订正好题目，巩固这个知识点。”高二学

生小俞这样告诉记者。

现在，微课已经在永康掀起了新一轮的热

潮，越来越多的学校邀请他前去教授关于互联

网与教学结合的内容。李冰的团队在逐渐壮

大，不仅有其他县市的数学教学能手加入到他

的团队中一起制作微课，其他科目、其他年级

的老师也逐渐开始学习制作微课。微课的内

容也从之前单纯的习题讲解，发展到“生活中

的数学”“千字文”等系列内容。

“我们现在有将所有课程中的关键性问题

录制成微课的想法，就是在十分钟之内，将一

节课中的重点问题进行突破，可以帮助学生课

前预习、课后复习。”李冰说，这些课程，不仅可

以作为教师的教学辅助手段，还可以发展学生

个性化学习，让学生除了平时在学校上课之

外，周末在家也可以通过这些手段进行学习。

除了微课，紧追信息技术发展的李冰开始

琢磨新的教学方式。他向记者演示了全新的

“同屏”上课模式。所谓“同屏”，就是通过构建

局域网，实现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所示

同步到电脑所示。只见他连接上无线网络后，

将平板电脑与教室电脑进行蓝牙连接，平板电

脑上的所有内容就显示在了教室的电脑上，再

经过投影仪投射在大屏幕上。电脑还可以同

时连接多个设备，一齐显示在屏幕上。更值得

一提的是，移动端的所有操作，无论是打开视

频软件播放视频，还是拍照、书写习题过程，都

可以完完整整地显示在大屏幕上。

李冰一边操作，一边告诉记者：“比如我使

用的这个课程学习的APP，这里收录了很多课

堂教学视频。当我在上课的过程中，如果涉及

到之前学过的知识点，我只需要打开这个

APP，然后找到这个知识点的课程，就可以当

场带着学生回顾、复习并进一步巩固这个知识

点，实现了多个知识点的联动。”

与之前使用幻灯片进行讲课不同的是，同

屏减轻了教师上课的“装备”。“以前我们都是

用 U 盘，将上课要用到的幻灯片、视频、相关资

料等等一样一样地拷进电脑里，相对而言会浪

费时间。使用同屏技术之后，老师只要将所有

资料存在移动端里，十分方便快捷。”当然，对

于学生而言，这也有利于师生之间的沟通，“在

上课的过程中，看到哪个学生的解题思路很特

别，我就可以直接拍照，然后就能显示在大屏

幕上，让所有同学都能看到，实现老师和学生、

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实时交流。”

而这一切，全出于李冰对教学、对互联网

的热爱，他和他的团队没有从中获得一分钱的

利益：“对我来讲，通过这些方式，能让学生突

破时空的局限，享受更多的学习资源，能更好、

更快乐地学习，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我希望

能通过讲座、面对面交流等形式，与永康其他

学校更多的老师探讨这方面的内容，相互学

习，共同推进互联网在教学中的作用。”

累计播放量达60万
学生点赞“冰哥数学”

应用同屏技术
打开课堂新模式

互联网+课堂
擦出微课的火花

李冰的同屏课堂教学

李冰正在录制微课李冰正在录制微课。。
□记者 施夏琦 何悦

欢迎关注“冰哥数学”

微信公众号

永康新闻网 永康生活网
永康日报社出版 社址：总部中心金贸大厦第三第四层 电话：87111855 广告中心电话：87138766 广告许可证:3307224000001 东阳日报社承印
邮编：321300 发行：永康邮政局 87128043 定价：每月18元 零售：每份1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