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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微课设计研究—以“访问权限”为例

孟　 瑶
（辽东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辽宁 丹东 １１８０００）

摘　 要：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是计算机相关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其教学存在学时有限、内容繁杂等诸多问题。 为了帮助

学生有针对性的复习、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围绕该门课程开发了一系列的微课，作为传统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和辅助。 本文

以“访问权限”为例，分析了微课的教学设计与应用，为该类课程的教学方法改革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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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微课（Ｍｉｃｒｏ－Ｌｅｃｔｕｒｅ）作为高校教学新模式，已
经成为了教学领域的新热点和教学方法改革的新途

径。 本文介绍了微课教学的概念与特点，并以面向

对象程序设计课程中的“访问权限”知识点为例，阐
述了微课的设计、实施和应用。
１　 微课教学

微课，又名“微型课程”或“微课程”，是基于现代

技术，集音乐、语音、文字、符号、图片和动画为一体，
针对教学活动中的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通过教学

设计和视频制作，开发的一种支持多种学习方式的教

育信息资源［１］。 微课主要以短小精悍的视频为表现

形式，支持在线、移动、混合、面对面等多种学习方式，
具有主题突出、精简、资源多样化、应用面广等特

点［２］。 微课视频一般不超过 ２０ 分钟，以便学习者有

效利用碎片时间、充分利用各种学习场所、灵活使用

多种学习设备（如台式计算机、手机、平板电脑等）进
行学习，从而为其创造了更多的学习机会［３］。
２　 微课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２．１　 课程概况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是辽东学院信息工程学

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教学

学期为二年级，预备课程为程序设计语言、数据结构

等专业课。 该课程围绕 Ｊａｖａ 编程语言介绍面对对

象程序设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内容主要包括 Ｊａｖａ
语言概述、Ｊａｖａ 语法基础、类和对象、继承和多态、
Ｊａｖａ 基本类库、Ｊａｖａ 异常处理、ＧＵＩ 编程、多线程、输
入输出流和网络编程。
２．２　 传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本专业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的传统教学一般

于计算机室开展。 首先教师使用课件，讲解理论知

识；演示操作过程；编写相关示例代码，学生根据教

师给定的题目和要求练习。 但是该门课程学时有

限，涉及的内容繁杂、枯燥，学生认值负荷量大，只着

眼于课堂时间，难以透彻理解知识点。 而且计算机

编程语言逻辑性强，需要大量时间实际动手练习，才
能提高编程水平。 因此，课程组针对该门课程的重

点、难点和疑点开发了一系列的微课，帮助学生复习

和自习，作为对传统课堂教学的补充和辅助。
２．３　 微课设计与实施

以该课程中的“访问权限”知识点为例，阐述微

课的设计和实施过程。
（１）教学主题的确定。 该微课对 Ｊａｖａ 编程语言

中的 ４ 种访问权限进行讲解，包括私有权限、继承访



问权限、默认权限和公共权限。
（２）知识点的细化。 细化 ４ 种访问权限的不同

使用范围，包括类内部、同包非继承、同包子类、不同

包子类和不同包不继承。
（３）教学内容的设计。 教学内容设计包括 ３ 个

部分：主题的引入、知识点的解释和总结。 对知识点

的解释，使用动画和比喻来形象的解释抽象概念，如
图 １ 所示。 使用示例代码来展示应用场景，加深理

解，如图 ２ 所示；总结部分简明回顾所诉知识点，并提

供课后练习题，帮助学习者复习和实践，如图 ３ 所示。

图 １　 概念解释

Ｆｉｇ． １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图 ２　 代码应用

Ｆｉｇ． 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ｄｅ

图 ３　 知识点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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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教学课件的制作。 使用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软件进

行图像元素的制作和编辑，使用 Ｆｏｃｕｓｋｙ 动画演示

软件制作课件。
（５）微课视频的录制。 在演示课件的过程中，

配以真人音频解说，使用 Ｃａｍｔａｓｉａ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 录屏软

件完成音视频的录制。
（６）微课视频的后期编辑。 音视频录制完成

后，使用 Ｃａｍｔａｓｉａ 软件做音视频的剪辑、背景音乐的

添加和字幕的录入。
（７）配套资源的制作。 微课辅助材料中给出了

课后练习题的参考答案，以便学习者比对。
２．４　 微课应用与效果

通过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的网络教学平台发

布相关微课视频和辅助资料，供学生复习和自主学

习，反应效果良好。 该微课“Ｊａｖａ 的 ４ 种访问权限”
获得了 ２０１９ 年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大学生计

算机设计竞赛一等奖和 ２０１９ 年中国大学生计算机

设计大赛（微课与教学辅助类）三等奖。
３　 结束语

微课作为教学方法改革的有效途径，改进了传

统课堂教学模式，促进了学生的针对性复习和个人

自主学习。 本文介绍了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的概

况及其传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以该课程中的“访
问权限”知识点为例，阐述了微课的设计、实施和应

用，为该类课程的教学方法改革提供了参考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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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束语

城市部件信息化是城市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智慧城市的重要内容，是城市管理及和谐社区

建设的基础环节。 城市井盖作为城市的一个重要部

件，建立井盖监管服务平台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智慧井盖监管服务平台可实现全网定位、２４ 小时监

控，减少作业管理成本，打造节约型政府；可实现自

动告警、及时报送，提高管理效率，强化服务型政府

形象；理念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有助于建设创

新型政府服务［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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