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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中国较多大中城市相继进入轨道交通时代,但科普渠道并未得到拓展,科普作品质量不

高,科普工作仍滞后于轨道交通发展。 “微课”满足个性化学习的需求,也适用于移动学习时代科普知识

的传播。 针对当前国内轨道交通建设高速发展过程中科普工作滞后的现状,从匹配视角对轨道交通科

普需求与“微课”关键特征进行解析,分析“科普-微课”关键特征匹配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对“微课”
部分关键特征进行改进的基础上,构建完全匹配的轨道交通“科普-微课”体系。 将微信及其公众号作为

科普载体,利用“微课”教学资源在居民中开展轨道交通知识科普工作,可显著提高科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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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是指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在课堂教育教学过程中围绕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

而开展的精彩教与学活动过程[1] 。 “微课”将课程教育“化整为零”,实现了教学资源的“碎片化”、
“微型化”和“主题化”,在短时间内将抽象、宏观或微观的知识点以视频的形式展现出来,因此,在网

络时代背景下,“微课”既满足学习者个性化、深度化学习的需求,也非常适用于移动学习时代知识

的传播,已成为传统课堂教学的一种重要补充和拓展资源[2] 。 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和各种移动终

端设备进行教学传播的方式也称为“移动微课” [3] ,“移动微课”已成为大学生群体科普教育的重要

载体[4] 。 根据用户体验与反馈,系列“微课”可充分发挥“微课”的优势,对科普教育起到较为明显

的促进作用[4-5] 。 然而,由于“微课” 科普资源具有“碎片化” 特点,难以形成系统化的科普知识

体系[6] 。
近年来,中国地铁与轻轨建设发展迅速,截至 2018 年底,中国大陆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 34 座

城市开通运营轨道交通线路,共 171 条线路,总里程达 5295. 1 公里,车站 3412 座。 目前,已批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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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58 个城市的轨道交通线路,计划到 2020 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完成较为完善的轨道交

通网络建设,南京、重庆、武汉、成都等城市建成轨道交通基本网络,南通、石家庄、兰州等城市建成

轨道交通骨干线,中国大中城市已陆续进入城市轨道交通时代。 但城市居民中,除北京、上海等特

大城市民众科普水平相对较高之外,其它大中城市居民的轨道交通科普知识均严重滞后于轨道交

通建设发展,民众安全出行、文明乘车的意识淡薄,不能有效发挥轨道交通出行安全与便捷的优势。
民众不能正确识别标识标牌,导致乘坐轨道交通时找不到出入口、坐错车、迷路等情况的发生。 甚

至有民众因安全乘车知识匮乏,在车站或乘车期间作出危及公众安全的行为。 在突发险情时,如不

能正确按照指示紧急疏散则会造成重大安全事故。 因此,在城市居民中开展轨道交通科普工作迫

在眉睫。 然而,从全国各地轨道交通科普现状来看,科普工作仍显不足。 虽然网络科普途径已取得

较大进步,但广播、视频、专栏、宣传单、讲座等传统媒介仍占主导地位。 随着无线网络大范围覆盖

和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在课堂教育教学过程

中围绕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而开展的“移动微课”,已不再局限于课堂教学。 “移动微课”内容的

科学性和制作的专业化程度均远高于一般的科普作品,专题内容经整理形成完善的系列“微课”后,
可成为科普的有效途径之一[7] 。 因此,以轨道交通在线学习资源为例,从匹配视角研究构建“科普-

微课”关系模型,以解决“微课”在科普中的应用问题。

一、基于匹配视角的轨道交通“科普-微课”关系解析

“微课”概念自 2011 年提出后,其在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社区教育等领域的应用

得到高度重视,成效显著[8] 。 “微课”在线学习在轨道交通方面也已积累了丰富的资源,作为科普知

识的传播载体,如能应用在科普领域,将成为居民轨道交通知识科普重要路径。 文章对轨道交通科

普需求和“微课”关键特征进行了匹配关系分析。
“微课”能否作为科普知识的传播载体和有效途径,首先,应结合轨道交通科普需求特点和“微

课”关键特征进行剖析;其次,从供需匹配视角对“科普-微课”关系进行解析。
(一)轨道交通科普需求特点

轨道交通科普主要面向城市居民,普及轨道交通知识,为居民出行安全提供服务指南,进而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居民科学素养。 因此,与一般科普相比,轨道交通科普需求具有自身的显著特点。
(1)知识性。 轨道交通科普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科普作品帮助城市居民认识、了解轨道交通设备

特性,正确使用轨道交通设施,提高居民安全防范意识,增强居民在突发灾害情况下的应变处置能

力,从而提高居民安全出行效率,减少意外事故发生。 例如,轨道交通标识、标牌的识别,线路设计,
售检票设备使用,违禁品对交通设备的危害,灾害疏散及逃生等基本知识。

(2)社会性。 科普作为社会教育的一种,不同于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具有社会性的特点,须运

用社会化、群众化和经常化的科普方式,充分利用现代社会的多种流通渠道和信息传播媒体,融入

到社会活动中。 轨道交通科普涉及较多交叉学科,还应考虑其社会效果与影响,灵活运用多种方式

开展科普活动。
(3)通俗性。 “整个科普创作过程,也是专门知识通俗化的过程”。 专业性强的科学知识如果不

能用通俗的方式表达出来,被公众所理解,就无法实现全民科普,科普创作也就失去了意义。 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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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知识体系复杂,专业化程度高,应将抽象的知识通俗化,可以综合采用比衬、虚拟、打比方和举

例子等方法和技巧。 科普创作要贴近实际生活和工作,语言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从而达到通俗化

的要求。
(4)趣味性。 趣味性是由通俗性派生的一个特点,科普作品要求通俗性,并非淡寡如水,而是要

有趣味性,特别是在当今信息时代背景下,缺乏趣味性就不能博得公众眼球,科普也就失去了生命

力。 轨道交通科普需要强调对话式科普方式,从居民出行交通现状、交通工具特点及选择的实际问

题出发,探讨轨道交通涉及的各类专业知识,激发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同时,重视幽默感的运用,可
使科普作品趣味盎然,从而实现雅俗共赏、寓教于乐。

(二)轨道交通“微课”关键特征

按照在线课程教学的标准及教学实践要求,“微课”聚焦某一知识点时,使用多媒体技术进行讲

解,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在课堂内外的教学活动,时长通常为 5 ~ 10 分钟。
 

“微课”的显著特

点体现在问题聚焦、内容精炼、主题突出、时长较短等方面。 在较很短时间内展示知识点,将抽象、
宏观或微观的知识以通俗的形式展现出来,使学习者更加容易地理解其内容[9] 。 “微课”也有其自

身的关键特征。
(1)主题突出。 题材选择是“微课”制作的关键,应选择教学重点、难点、疑点和热点话题。 优秀

的选题可以让“微课”的讲解、制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内容精细。 “微课”内容设计合理、讲解精细,遵循注意力十分钟法则,限制在 5 ~ 10 分钟

内,针对某一主题进行专题教学,在较短时间内展示知识点[10] 。 知识点集中于某一焦点,激发学习

者的学习兴趣,让学习者通过短时间学习完全掌握知识点,而不同于传统课程的时间长、内容多。
(3)平台大众化。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公众在工作期间休息之余,或者乘坐火车、地铁等交通工

具时,亦或其它公共场合都可以通过 WIFI 等网络信号接收信息资源,利用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设

备登陆网络、微信、微博等大众化学习资源平台,开展自主学习。
(4)受众广泛。 “微课”教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课堂教学,在网络教学方面也得到广泛应用与推

广,使得“微课”应用人群不再受制于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客观因素,受众从特定学习者群体扩大到

社会各阶层有需求的公众。
(5)形式灵活。 “微课”视频表现形式多样,涵盖小电影、纪录短片、DV 短片、视频剪辑、广告片

段等,可通过多种视频终端摄录或播放[2] 。 教学形式灵活多样,可以开展自主或个性化学习,还可

以通过朋友圈共享与其他学习者交流、讨论,进行评价和反思,提高学习效率。
(6)便于理解、接受。 “微课”是为学习者服务的,应以学习者为中心,让专业知识以简单、容易

的形式展现出来,使学习者更易理解和接受所学内容。
(7)趣味性。 “微课”作品通常采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和生动有趣的视频资料展现知识点,视频画

面形象直观、富有动感、感染力强,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吸引学习者的眼球和注意力。
(三)轨道交通“科普-微课”供需匹配关系解析

轨道交通“科普-微课”的供需匹配程度决定了“微课”在科普中应用的可行性,因此,基于轨道

交通“微课”的关键特征和科普的需求特点,列出科普与“微课”的供需匹配关系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中,轨道交通“微课”的“主题突出”和“内容精细”两个供给特征均对“微课”主题和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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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性要求较高,强调“微课”的知识性,这与轨道交通科普的知识性需求特征高度契合。 “微课”的

平台、受众和形式均表明其并非仅在大中院校的课堂教学中有用武之地,还可以用于开展社会教学

和知识普及教育,这正是轨道交通科普所强调的社会性需求特征。 “微课”形式灵活即意味着其教

学方法应用灵活,能够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达到教学效果,与“便于理解接受”的供给特征一致,契合

科普的通俗性需求特征。 “微课”的“趣味性”特征与轨道交通科普的需求特征契合度也较高。 由此

可见,图 1“微课”的主要供给特征与轨道交通科普需求特征存在“多对一”和“一对多”匹配关系,
“微课”应用于轨道交通科普有其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

图 1　 “科普-微课”供需匹配关系模型

二、轨道交通“科普-微课”关键特征匹配现状与存在问题

轨道交通课程具有涉及知识面广、工程施工方法多、学科综合性强等特点,包括线路规划与设

计、建筑结构设计、桥梁隧道结构设计与施工,供配电系统、通风和环境控制系统、给排水及消防系

统、通信和信号系统,以及灾害与防护等,涉及交通、土木、暖通、信电等多学科交叉。 虽然涉及学科

较多,专业性强,但各部分基本自成体系,独立性较强,在教学中实施“微课”教学可以起到统筹全局

的作用,使学生更好把握各部分的主体内容,有助于提高在线学习效果。 根据轨道交通在线教学要

求,结合多年来的教学实践和“微课”制作经验,制作在线教学资源。 教学中“微课”选题见表 1,36
节“微课”内容分布在轨道交通课程七章节中,集中体现轨道交通“微课”关键特征。

表 1 中所列“微课”是否能完全匹配轨道交通科普,应从轨道交通科普需求和“微课”关键特征

之间匹配关系进行具体解析。
从轨道交通科普的知识性需求来看,科普知识的目标是促使公众了解轨道交通常识,公众能够

安全、快捷、舒适地乘坐轨道交通,从而提高出行效率。 科普知识不受教学大纲和教材编制周期的

限制,直接向公众传播最新科技成果和科学思想,以满足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需要。 而“微课”
知识内容主要源自于教材,须依据教学大纲开展教学,部分内容要求具有一定专业基础知识的人才

能消化掌握,部分专业化程度高的“微课”内容不一定适合科普。 轨道交通专业理论基础性强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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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如第四章“地铁与轻轨的结构设计”内容,理论性较强,应着重体现设计作品的效果,以优秀设计

案例展示迎合科普的受众知识需求。
就轨道交通科普的社会化需求而言,受众广泛,包括普通大众、各行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受众的

年龄阶层和文化素质差异大。 科普还应具有普适性,要求各知识和年龄层次的人都能看懂,在内容

设置上要更加浅显易懂,使抽象、宏观、微观等难于理解的知识点通俗化,同时,表现形式也要求具

有生动性。 灵活运用多种形式才能最大程度地吸引受众注意力,实现大众化科普目标。 而“微课”
的教学对象主要是学生,以培养专业化人才为目标,受众单一,在制作科普“微课”时,应对内容进行

调整才能适合大众需求。 虽然,相比于传统课堂教学,“微课”形式灵活,便于理解接受,但是距离科

普作品的通俗性目标还有差距。
表 1　 轨道交通课程的“微课”选题

序号 “微课”名称 课程 序号 “微课”名称 课程

1 轨道交通概论况

2 交通方式选择

3 轨道交通路网规划

4 轨道交通选线

5 出行交通方式选择

6 车站建筑设计

7 车站功能区域设计

8 线路换乘设计

9 出入口及通道设计

1. 绪论

2. 地铁与轻轨线路

规划与设计

3. 地铁与轻轨车站的

建筑设计

19 明挖法施工

20 浅埋暗挖法施工

21 盖挖法施工

22 盾构法施工

23 TBM 法施工

24 新奥法施工

25 沉管法施工

26 顶管法施工

27 高架桥施工

6. 地铁与轻轨的施工

10 车站结构形式与构造

11 区间隧道截面设计与构造

12 荷载与结构内力计算

13 高架结构设计

14 地震灾害防治

15 杂散电流灾害

16 火灾防护

17 防水设计

18 人防设计

4. 地铁与轻轨的

结构设计

5. 灾害与防护

28 供配电系统

29 通风和环境控制系统

30 排水和消防系统

31 通信和信号系统

32 自动售检票系统

33 线性电机牵引系统

34 径向转向技术

35 列车自动控制系统

36 真空管道高速系统

7. 地铁与轻轨

交通设备系统

　 　 相对于传统课堂教学,“微课”形式灵活,便于理解接受,但是,要完全达到科普作品的通俗性目

标还有一定难度。 由于受众涵盖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科普的趣味性要求迎合大众化的需求,而
“微课”的趣味性仅满足特定的学习者即可,因此,科普趣味性要求远高于“微课”。 “微课”还应在

内容和表现形式上进行改进,增加生动性和趣味性的内容,例如,科普选题可以偏向轨道交通中与

居民安全出行息息相关的内容或能激发公众探索兴趣的科技前沿问题。
从“微课”关键特征来看,除“主题突出”和“内容精细”这两个关键特征能满足科普“知识性”需

求外,“微课”的其它供给特征很难同时与科普需求完全匹配。 例如,对于某一具体“微课”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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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大众化”、“受众广泛”、“形式灵活”、“便于理解接受”和“趣味性”不完全能够同时与轨道交

通科普匹配。 因此,轨道交通课程体系中的部分“微课”在线学习资源在标题、内容或表现形式上进

行修订或改进后才能与科普需求完全匹配。 通过借助无线网络和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

设备脱离传统教室,“微课”才能在社会化大众群体中快速传播,从而达到科普效果。

三、实现完全匹配的轨道交通“科普-微课”体系构建

从轨道交通“科普-微课”需求匹配的视角出发,“微课”特征虽然总体上契合科普的需求,但仍

然存在一定差异。 在专业性、难易程度、生动性、趣味性及传播渠道上对现有“微课”进行改进,才能

增加科普作品的公众吸引力,提高科普效果。
如图 2 所示,“微课”平台大众化程度不够时,可以充分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11] ,并结合传

统媒介平台,将“微课”受众群体从特定学习者拓展到公众群体。 为达到科普的通俗性需求,“微课”
形式可以效果为导向,选择合适的表现形式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同时,采用专业化手段将抽象的“微

课”内容转变为通俗易懂的科普作品。 增加“微课”趣味性时,要考虑到科普受众中不同群体的需求

差异,以满足科普趣味性需求。

图 2　 “科普-微课”供需匹配关系修正模型

依据图 2 构建的完全匹配体系,对表 1 所列轨道交通“微课”选题进行匹配分析,修改后的科普

选题见表 2。 首先,对轨道交通“微课”选题内容进行调整,由原来的 36 个缩减为 24 个,一些专业理

论性过强的选题被删除,“地铁与轻轨的施工方法”
 

仅选取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部分施工方法作为选

题。 其次,根据轨道交通科普需求特征,修改了科普专题的名称,显著契合选题内容的社会性、通俗

性和趣味性等特征。
轨道交通“微课”选题和内容与科普需求完全匹配情况下,科普渠道选择也尤为重要。 目前,轨

道交通科普渠道主要有广播、电视、报刊、网站、车站专栏及纸质宣传单,也有一些社区讲座和论坛

等,其中,网站、车站专栏占比最大,广播、电视次之。 传统媒介主要局限于车站和列车内的广告宣

传片,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专业 APP、微信及其公众号等移动网络栏目较少[12] 。 而轨道交通“微课”
可将微信及其公众号作为科普载体和主要传播渠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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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轨道交通科普专题

序号 科普专题名称 序号 科普专题名称

1 轨道交通发展史 13 地下隧道施工新技术

2 快捷出行交通指南 14 轨道交通安全用电

3 轨道交通线路网络规划 15 地铁车站空间开发

4 车站功能区域简介 16 轨道交通自动控制技术

5 轨道交通乘坐指南 17 自动售票系统

6 轨道交通线路换乘 18 线性电机牵引系统

7 轨道交通标识标牌 19 径向转向技术

8 盖挖法施工 20 列车自动控制系统

9 盾构法施工 21 高速交通工具发展

10 TBM 掘进法施工 22 地铁安全出行指南

11 新奥法施工 23 地铁火灾逃生指南

12 地下隧道空间设计 24 地铁地震防灾指南

四、结语

对轨道交通在线学习资源“微课”的关键特征和科普需求进行解析发现,“微课”虽然总体上契

合科普的需求,存在“一对多”或“多对一”的映射关系,但仍需对“微课”在线学习资源部分关键特

征进行修订或改进,从而构建完全匹配的轨道交通“科普-微课”体系,以微信及其公众号为载体在

大众中开展轨道交通科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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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y
 

large
 

and
 

medium
 

cities
 

in
 

China
 

are
 

entering
 

the
 

era
 

of
 

rail
 

transit 
 

yet
 

new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hannels
 

have
 

not
 

been
 

developed
 

and
 

the
 

quality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orks
 

has
 

not
 

been
 

improved.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s
  

behi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ail
 

transit
 

construction
 

in
 

China.
 

However 
 

micro
 

learning
 

resources
 

meets
 

the
 

learners 
 

individualized
 

needs
 

and
 

is
 

suitable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in
 

the
 

mobile
 

learning
 

era.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popula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s
 

lagging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ail
 

transit
 

popular
 

science
 

demand
 

and
 

key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
 

learning
 

resources
 

are
 

analyzed
 

from
 

the
 

matching
 

persp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atching
 

status
 

and
 

problem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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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s
 

of
 

partial
 

adjustment
 

of
 

the
 

key
 

features
 

of
 

the
 

micro
 

learning
 

resources
 

th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
 

micro
 

learning
 

resources
 

system
 

of
 

rail
 

transit
 

is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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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Chat
 

and
 

its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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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rrier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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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
 

learning
 

resource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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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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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knowledge
 

popularization
 

of
 

rail
 

transit
 

among
 

urban
 

residents
 

and
 

improve
 

the
 

effect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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