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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微课程进行的网络教学日益增多，对于微课程的实践研究也需不断深入。通过对浙江省高校微课教学
比赛的样本进行调查分析，总结不同微课程在主题选取、内容设计、视频录制等方面的差异，提出微课程设计制作中的几

个注意要点，为后续的微课程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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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们利用数字资源刷微博微信、网上在线学习已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教育部的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提出，到２０２０年需形成与国家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相适
应的教育信息化体系，基本建成人人可享有优质教育资源的信息化学习环境［１］。各级各类教育的数字

资源日趋丰富并得到广泛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逐步建立，政府引导、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

资源建设机制不断完善，数字鸿沟显著缩小，人人可享有优质教育资源的信息化环境基本形成。在各种

合力作用下，微课程这一新兴教学手段引起了教学工作者的日益重视。微课程是在建构主义思想指导

下形成一套新的比较有效的以在线学习或移动学习为目的的实际教学内容，是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

教师围绕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开展的简短、完整的教学活动［２］。微课程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

给课堂教学带来了更多的变化。实际上，它给我们带来的并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更向我们启示

了一种新的学习理念。但现阶段对于微课程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理论研究，缺少关于微课程的实践研究，

特别是对微课程的设计与具体实施。因此，下面将结合浙江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的参赛作品为样本进

行分析评价、归纳总结、提出微课程设计的基本规范与要求，设计出有效的微课程，以期为一线教师设计

微课程时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１　浙江省微课程比赛基本情况调查
为了推动高校教师的教学能力，促进信息技术与教学的融合，搭建优质网络课程的交流学习平台，

浙江省微课程教学比赛全面开展进行，共有３３０门微课程通过学校初选，上网参加浙江省微课比赛。同
时，教学微课比赛平台也受到了众多学习者的关注。

１．１　研究资料来源与样本选取
浙江省共有４４所院校参赛，分为本科与高职高专两大组，共３３０门课程参加评选。我们以浙江省

首届高校微课教学比赛的参赛作品作为样本进行分析评价。样本选取：从３３０件参赛作品（本科文科
１１４件，本科理科９４件，高职文科４６件，高职理科７６件）中依据学科体系与获奖情况有针对性地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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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考虑到样本的典型性与代表性，根据参赛文理分科进行分类编号，选取高职文科２０件、高职理科
２０件、本科理科２０件、本科文科２０件，因此有效样本为 ８０件。

微课作者职称比例对微课程内容与形式有不同的影响。高职文科的职称分布为副教授及以上４
人，占２０％；讲师１２人，占６０％；助教４人，占２０％。高职理科的职称分布为副教授及以上６人，占
３０％；讲师１０人，占５０％；助教４人，占２０％。本科文科的职称分布为副教授及以上４人，占２０％；讲师
１４人，占７０％；助教２人，占１０％。本科理科的职称分布为副教授及以上６人，占３０％；讲师１２人，占
６０％；助教２人，占１０％。

从视频录制时长的整体分布来看，大部分时长在１５分钟左右。理科的视频长度小于文科，本科的
视频长度要普遍小于专科的视频长度。８０个样本的视频录制时长具体分布为：高职文科微课时长５～
１０分钟的１个，１０～１５分钟的６个，１５～２０分钟的１３个；高职理科时长５～１０分钟的２个，１０～１５分
钟的４个，１５～２０分钟的１４个；本科文科微课时长５～１０分钟的２个，１０～１５分钟的６个，１５～２０分钟
的１２个；本科理科微课时长５～１０分钟的２个，１０～１５分钟的８个，１５～２０分钟的１０个。

在微课的类型与内容呈现上，本科文科与高职的微课中以实践或理论实践一体为主，授课方式以师

生互动型为主，而本科理科则以理论为主，授课方式以讲授为主。这可能与高职强调实践技能，强化学

生动手能力有关。高职文科参赛微课纯理论０个，实践８个，理实一体１２个；高职高专理科参赛微课纯
理论２个，实践１０个，理实一体８个；，本科文科纯理论４个，实践６个，理实一体１０个；本科理科纯理
论１２个，实践２个，理实一体６个。
１．２　微课程评价维度与标准

根据浙江省微课程教学比赛的评分标准与要求，结合网络课程的评价指标与微课程特征指标，参赛

教师围绕一门课程的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充分合理运用各种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及设备，录制成时长

在５－２０分钟的微课视频。同时配套提供教学设计文本、多媒体教学课件等辅助材料。
微课程评价标准的变量与具体指标要求包含了资料数据及选题等６个维度。第一，资料数据的具

体指标要求：语言规范、清晰，富有感染力；教学逻辑严谨，教师仪表得当，教态自然，严守职业规范，能展

现良好的教学风貌和个人魅力。第二，选题价值的具体指标要求：选取教学环节中某一知识点、技能点、

专题、实训活动作为选题，针对教学中的常见、典型、有代表性的问题或内容进行设计，类型包括但不限

于教授类、解题类、答疑类、实训实验类、活动类。选题尽量“小而精”，具备独立性、完整性、示范性、代

表性，能够有效解决教与学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鼓励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短小精悍的作品。第

三，教学设计与组织：教学方案设计方面，围绕选题设计，突出重点，注重实效；教学目的明确，教学思路

清晰，注重学生全面发展。教学内容选择方面，严谨充实，无科学性、政策性错误，能理论联系实际，反映

社会和学科发展。教学组织与编排要符合高职高专学生的认知规律；教学过程主线清晰、重点突出，逻

辑性强，明了易懂；注重突出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以及教与学活动的有机结合。第四，教学方法与

手段：教学策略选择正确，注重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能根据教学需求选用灵活适

当的教学方法；信息技术手段运用合理，正确选择使用各种教学媒体，教学辅助效果好。同时鼓励参赛

教师采用多元设计理念、方法、手段设计微课，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使用但不限于把图片、动画、视频、

ＨＴＭＬ网页等多种媒体技术，恰到好处地运用在教学过程中，以实现较好的教学效果。第五，目标达成：
完成设定的教学目标，有效解决实际教学问题，能促进学生知识运用及专业能力提高。

最后，教学特色：教学形式新颖，教学过程深入浅出，形象生动，趣味性和启发性强，教学氛围的营造

有利于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

２　微课作品的交互分析
为更好了解微课作品的影响因素，把握不同类别微课的差异性。根据微课程的评价指标与特征指

标，我们分别选取５个自变量（职称、学历、时长、获奖情况、作品类别）４个一级维度下的１０个项目作为
因变量，利用ＳＰＳＳ９．０进行交互分析研究。分析过程中发现，微课时间长短对变量无明显差异，因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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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考虑。最后分析所得情况表１。

自变量

因变量

职称

１教授

２副教授

３讲师

４助教

性别

１男

２女

获奖情况

１一等奖

２二等奖

３三等奖

４未获奖

作品类别

１本科文科

２本科理科

３高职文科

４高职理科

主题选择
主题类型：１教授类；２实训类 ０．１７６ ０．１５３ ０．８１２ ０．００１

内容设计是否有效解决实际教学问题 ０．０７０ ０．５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３６４

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是否逻辑性强 ０．０３３ ０．５９９ ０．０５８ ０．１８２

教学效果是否好 ０．０１８ ０．６１１ ０．０００ ０．７６０

视频设计
是否有动画 ０．０６２ ０．５０６ ０．４０１ ０．３０１

是否有配合讲解的板书 ０．７６５ ０．７８１ ０．８０９ ０．１０１

视频制作

语言是否规范、清晰，富有感染力 ０．５６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 ０．７９８

教学逻辑严谨，教师仪表得当，教态自然 ０．４１２ ０．５９１ ０．０００ ０．７８９

镜头衔接是否合理 ０．０７１ ０．７６１ ０．０００ ０．４１０

微课录制方式：１摄像机；２录屏软件；３混合式 ０．０００ ０．３７２ ０．２３４ ０．００２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不同职称教师在教学设计与教学效果方面存在差异；不同性别的老

师在语言是否规范、清晰，富有感染力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不同微课在主题选择、内容设计、教学效果

以及教学逻辑、语言是否规范、镜头衔接是否合理等诸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不同作品类别在主题类型

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同时，我们通过分析看出优秀微课程的主要特质。整体设计简洁明了，主题明确，视频制作精致，注

意细节处理。教师方面：思路清晰，声音有穿透力，讲解娓娓道来，表情丰富，生动有趣。学生方面：学生

积极参与课堂，配合度高。从视频的设计与制作来看。片头设计美观大方，吸引人往下看。同时，镜头

的连接自然，场景的布置美观大方。一般微课中，主要存在视频制作粗糙，有的就在普通教室录制，声音

效果不好，有噪音。没有背景，视觉效果较差。教师本身对微课的主题选择，对内容的把握，设计都缺少

斟酌。

３　微课制作中的注意要点
３．１　知识点的选取

内容的选择合理，实用性强是至关重要的。在主题的选择中，一定要以微课的核心“短小精悍”为

原则，内容选择以是否有内涵，有吸引力，有特色为前提。在进行内容设计时，设计者需更多地考虑了学

习者喜爱的教学内容，围绕基本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进行知识点取舍，突出重点，不要面面俱到。

３．２　课件资源准备
分析浙江省的参赛微课发现，８５％的参赛作品有相应 ＰＰＴ课件和课程设计文档，但１５％的作品文

档缺损。这是基本的教学规范与参赛基本要求，所以务必要准备齐全。在课程内容呈现上，课程内容本

身的多媒体元素呈现方式多样，文本、图形（图像）、动画应用得当，音频效果较好。同时，由于网络视

频公开课采用视频方式进行知识内容的传播，它不同于普通的课堂教学。配备了标准字幕显得较为重

要。字幕可以更好地协助教师呈现教学内容。８０个微课程样本中，３４％的微课有完整字幕，２１％有部
分字幕，４５％没有添加字幕。字幕设计在微课的设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好的字幕设计能给整个
微课加分，能更好地反映微课程主题，能加深观看者的理解。相反，不合理的字幕表达则适得其反。有

些参赛作品字幕设计偏暗、字号偏小，整体效果不理想。为此建议，应该对知识点中的重点难点要点以

及突出主题的内容设计字幕表达。特别是没有选择用 ＰＰＴ来辅助教学的微课。同时，在字幕的字体、
字号、色彩、位置的安排上需要综合考虑，已达到最佳的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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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教学方法选择与过程设计
有了一个好主题的微课程，还需要合适的教学方法与教学过程来体现。好的情境创设，教学手段实

施也必不可少。微课教学中，老师要营造活泼愉悦的教学氛围，调动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兴趣。获奖的微

课普遍应用了３种以上的教学方法，如动画，小组讨论，案例分析，演练等等。有老师把启发式教学法运
用到理论教学中，通过启情设疑、释疑解难、启发联系的实施、释疑类化４个阶段，完成对理论的认知和
活学活用，效果明显。也有老师在理论教学的同时增加了实务的操作，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让学生

通过团队的合作分工完成问题分析等实务处理。这样对理论的理解更透彻，对实务的操作更直观具体、

增强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同时加强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课外实训增加了两个环节。也有教师通过

激疑设问，使学生心中产生疑窦，引发思考，激活思维，达到教学目标。

３．４　微课的视频录制与制作
前期的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体现都将通过后续的视频录制、编辑来完成。因此做好这一步将起

至关重要的作用。分析发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教学内容反映需全面清晰。教学内容主要包含了

ＰＰＴ课件、动画、音频、老师的演练、学生的互动等元素。而部分微课制作中，由于灯光、取景使得这些要
素不能清晰的展现。其次，音频需清晰无杂质。音频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内容的传播。获奖微课中老师

学生的音质纯真清楚有穿透力。而部分作品则声音偏细偏轻，听起来较为费力。再次，画面的构图要有

整体观，构图设计时，要从整体布局出发，考虑主体与陪衬之间的关系，切不可主次颠倒。构图以整体画

面的美观，突出教学内容为要点。

４　结语
微课程作为这两年兴起的信息教学媒介，为众多学习者提供了共享学习的机会。同时也对教学带

来很多变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老师由上课表演者向导演者转型。为此教师需不断探索微课程的

设计策略。以浙江省微课程教学比赛的样本作为分析，期待为教师后期进行微课程制作提供有益的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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