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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技术微课程资源建设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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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 教师教育大学生创新训练中心，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参照《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立足公共必修课《现代教育技术》课程教学实情，重新整
合并设计课程教学内容，开发了６０个左右的主题微课程，为更好地开展《现代教育技术》混合式教学改革与实践，有效提
升师范生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和信息素养提供丰富的资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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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智能手持设备的普及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将步入利用 ＢＹＯＤ（自带设备）微学习的微时
代，微资源成为此时代学习资源开发和应用的重要方向，这会对高校已有的课程资源建设方式和教学方

式产生重大影响。《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指出：“强化教育信息化对教学改革，尤其是课程改革的

服务与支撑。”因此，以学生的学习需要为出发点，开发微课程，探索基于微课程的混合式教学实践，是

当前高校课程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讨论现代教育技术微课程资源的设计与开发经验，以期

为相关专业教师开展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１　现代教育技术教学现状
现代教育技术是面向全校教师教育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公共必修课，旨在为培养学生现代教育技

术基本理论知识和应用能力［１］。本课程核心目标是学习者了解现代教育技术的基本理论；理解信息化

教与学的内涵和规律；熟悉教育技术的实践领域；掌握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的基本方法；能持续关注教

育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及应用前景；具备信息时代教育教学的理论、方法、技能和信息化教研的能力。我

校本课程总学时为３２学时，本课程大部分教学内容属于程序性知识，实践性非常强，需要学生在具体的
信息化教学资源开发和信息化教学实践中才能习得。国内已有浙师大、西北师大等学校开设了相关精

品课程，但这些精品课程的访问量不大，资源形式大多为课堂教学视频，不太方便老师二次开发并用于

教学，有些课程内容更新不及时，学生访问也太方便。目前我校本课程的资源为教材 ＋信息资源，教材
中有些内容较陈旧，缺少新兴信息技术相关内容，缺乏课程资源平台和丰富的数字化课程资源。该课程

的教学方式为大班理论讲授（２２学时）＋集中上机实践（１０学时），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这种教学方
式存在以下弊端：理论教学方面，由于参与本课程学习的学生专业不同，在大班教学中很难根据学生的

专业制定差异性教学方案，导致课程教学效果不是很理想。实践教学方面，虽采用集中实践方式，但是

一个大班的学生（１２０～１５０人左右）需要在３个计算机实验室同时开始实践，学生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很多，需要得到老师指导，而一位老师同时辅导３个机房的学生，很难解决所有学生问题。总之，目前我
校《现代教育技术》课程存在课程资源内容陈旧、资源形式单一、教学方式传统、缺乏应有的课程学习平

台等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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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开发现代教育技术微课程资源的必要性
为了化解上述课程教学中的突出问题，很有必要发挥信息技术对课程教学本身的优势作用，及时搭

建课程教学平台，开发微课程资源。笔者带领课程教学团队核心成员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开始，以湖南省首
届微课程大赛为契机，重新整合了课程教材内容，遴选了６０个微课视频，并在“湖南科技大学教师教育
大学生创新训练中心”网站中专门设置了“开放教学”栏目，作为本课程的教学平台。开发微课程资源

和开放教学平台具有以下重要意义：首先，可以为本校微课程资源的开发、教师共享优质资源提供示范

和借鉴，满足高校探索“互联网＋”背景下的教学服务新模式的客观需要。其次，微课程作为未来教育
信息服务的重要资源之一，满足了学生对学习资源精细化和多样化的需求，能够为学生提供“自助餐

式”的资源，即学生通过课前观看微课程，利用教师配套开发的学习单等支持资源进行学习，通过较短

时间学习便达到与课堂中教师讲授一样的效果，在课堂上则专注于专题研讨、问题解决以及实践训练。

这样学生有效利用了碎片化的时间，将在学习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放在课堂上来解决，在教师的现场指导

下进行实践操作，从而真正提升学生的信息化教学能力。第三，为教师改进教学实践、科学教学决策和

改进微课程资源质量提供支持。

３　现代教育技术微课程资源设计
３．１　学习者分析

本课程学习者为全校教师教育专业大三本科生，涉及语文教育、数学教育、英语教育等十多个专业。

学生已经学完《计算机文化基础》《学科教学法》等课程，具有一定的信息技术技能、学科知识和教学知

识基础，但是多媒体课件制作能力和 ＰＰＴ制作能力比较低。由于教师教育专业偏向社会科学，女生占
比较多，从整体上来讲信息技术操作能力不是很强，但对信息技术教学应用具有浓厚的兴趣。

３．２　学习内容的设计
参照《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中对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要求，结合《现代

教育技术》课程的教学目标，我们将课程内容划分为１０个模块（如图１所示）。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教育
信息化的背景知识；第二部分主要讲授信息化教学环境的重要主题；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主要讲授信息

化教学设计和信息化教学的相关主题；第五部分主要讲授多媒体素材处理的相关技巧；第六部分主要讲

授多媒体课件制作的相关理论知识；第七部分重点讲授 ＰＰＴ演示文稿制作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知识……
对每一个微课程的设计，严格填写微课程设计脚本，在微课选题方面要选择课程核心内容、重点内容和

难点内容，内容要精练［２］。从知识点、学习目标、类型、知识内容、演示方式和解说词等方面对每一个微

课程详细设计。微课程的教学流程一般为导入、讲解（示范）、练习。微课的导入都以一个实例为主，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微课的解说词设计要达到语言简单精练、通俗幽默，为每一个微课编写进阶练习。

微课程的时间设计尽量控制在５～８分钟，最长不要超过１０分钟。
２．３　微课程艺术设计

现代教育技术微课程的ＰＰＴ界面设计采用具备科技元素的蓝色，背景采用淡灰色。在每一页 ＰＰＴ
页面中的适当位置增添了“湖南省教育信息化项目”项目信息和“湖南科技大学”学校标志。字体采用

稳重、典雅的“微软雅黑”和“华文细黑”，所有的ＰＰＴ页面力求采用图片、图形等可视化表现手段，微课
ＰＰＴ的页面设置为１６∶９。页面中的动画方式和播放节凑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视觉规律，微课程设计
的具体效果请参阅本课程微课程网站（ｈｔｔｐ：／／４９．１２３．０．２５／＃／ｏｐｅｎＴｅａｃｈ）。

３　现代教育技术微课程开发
本课程的微课程开发采用的是 ＰＰＴ模式，采用 Ａｄｏｂｅ公司的 Ａｕｄｉｔｏｎ５．０录制教师讲解的音频、微

软公司的Ｐｏｗｅｒｐｉｏｎｔ２０１３制作课件和合成微课。具体开发流程如下：首先，确定微课程内容，编写微课
开发脚本。第二，根据脚本，选择或者制作课件中的素材，利用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２０１３集成知识点内容和素材，
设置动画，做到表现形式简约而不简单。第三，教师根据微课程开发脚本中的解说词，进行录音，并进行

调音和编辑。第四，将教师录好的音频文件导入事前做好的微课程ＰＰＴ中，进行排练计时，之后导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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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现代教育技术微课程内容结构图

视频。第五，通过“格式工厂”等视频格式转换软件进行转换，视频的相关参数设置如下：视频格式为：

ＭＰ４或者Ｆｌｖ，视频尺寸为３２０１８０６４０３６０，视频码流为１２８ｋｂｐｓ－２Ｍｂｐｓ、帧速为２５ＦＰＳ，电脑屏幕
颜色设置为１６位［３］。虽然课题组已经系统开发了本课程的微课程，初步建立了本课程的微课程资源体

系，但是资源的效用发挥重在应用，因此，急需现代教育技术课程教学团队积极利用这些微课程资源开

展教学改革和实践，在实践过程中收集学生使用微课程学习的过程性数据和反馈数据，不断完善和补充

微课程资源的内容，从而更好地为学生自由、高效地学习本课程提供有效支持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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