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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多 

字符多 

计算复杂 

概念抽象 

。。。。。。。 

如何才能提高听课的质量，最大程度的理解这些知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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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识的理解依赖于学习者以往的知识储备。 

预习可以使学生发现自己已有知识体系中的薄弱环节。 

对于物理课程的学习而言，学生需要接触大量的符号，抽象的模型，只

有经过预习，才能使其从已有的知识中唤醒相应的意义。 

遗憾的是，在本文的研究对象中，有超过半数的学生没有预习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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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过90%的受访者认为预习有利于他们对新知识的

理解，但是为什么大部分人仍然没有主动预习呢？ 

课程繁重 兴趣爱好 

学习习惯 

材料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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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视觉时代，抢占消费者心智最好的
方法并非只用“语言的钉子”，还要运
用强有力的“视觉锤”，可以更快、更
有利地建立定位并引起顾客共鸣。” 

超过半数的学生更倾向于选
择视频进行预习。 

“人们对视觉的记忆能力和关注程度要
明显高于文字。” 

基于对学生的需求分析，我
们根据课程内容制定了若干
微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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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授课年级分成A、B两个班。A班要求课前进行预习，B班则不
对此进行要求。 

研究对象 

广西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大学一年级 

提供材料 

自制视频、课件、网络资源等 

完成情况调查方式 

下载量、微助教讨论平台、课前答题情况检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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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 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通过微视频（）基础知识的理解 

选项 有利于 没有影响 不利于 

比例(%) 97.4 2.6 0 

1 学生参与意愿调查 

调查内容 您对通过微视频进行课前预习的态度是 

选项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比例(%) 74.4 25.6 3.5 

相对于单纯的纸质材料而言，学生觉得视频更加利于他们对
知识的理解 

大部分学生表示喜欢通过这种方式进行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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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A班测试情况 

三角形：B班测试情况 

平时测试情况表明，学生的做题
情况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2 平时测试正确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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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 您是否希望在其他课程上也增加视频作为预习的材料 

选项 希望 无所谓 不希望 

比例 80.2 15.1 4.7 

3 课程满意度调查 

调查内容 您对本学期《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模式是否满意 

选项 很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比例（%） 30.1 46.2 18.7 5 

本课程的教学模式得到了绝大部分学生的认可。 

同时，他们也希望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其他课程的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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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学生喜欢视频材料，并表示里
面的内容能听懂； 

大部分学生对本人的教学模式持肯定
的态度，并表示喜欢上本人的课； 

但，仍然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有超过70%的学生表示，视频及网络资源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一些学生虽然是看了相关视频，但是没有思考，甚至有些学生
仅仅觉得是在完成老师交给的任务，拖动进度条进行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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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习在学生学习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毋庸置疑； 

2.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学生可以获取的预习资源愈加丰富； 

3.但，学习自觉性差的学生并没有有效地利用好这些资源； 

4.教师需要充分的利用这些资源，整合有用的信息，并将
之传递给学生； 

5.教师需要对这些学生的学习进行有效地监督； 

6.同伴教学法将预习这个环节安排在课上，以分组的形式进
行预习及讨论；在教师的监督下，可以更加全面的掌握学生
学习的情况，并及时对他们的问题进行解答。 

7.本文认为，对学习自觉性差的学生，教师的监督不可或缺；
同伴教学法在这类学生的教学中普及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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