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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微课程资源开发研究 ①

———以国际商务谈判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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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学如何促进学生职业能力的提升，是目前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建设面临的难题之一。基于职业能力的商务

英语专业建设必须从教育信息化入手，立足于岗位需求，在微课程资源开发与建设实践中，注重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与

提升，确保教学内容与职业岗位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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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指出：职业教育信息化是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
才的重要支撑，是教育信息化需要着重加强的薄弱环节。高职商务英语专业教学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

段，培养学生利用信息手段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的能力以及增强学生在网络环境下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达到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职业能力的目的。本研究以高职商务英语

专业核心课程国际商务谈判的微课程资源开发为例，从满足学生职业能力要求的课程培养目标入手，研

究在微课程资源开发与建设实践中如何培养与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

１　满足学生职业能力要求：国际商务谈判课程的培养目标
基于能力本位的高职商务英语专业职业能力模型须覆盖来自３个方面的能力需求，即本专业、相

关行业以及社会［１］。本专业的需求称之为专业核心能力，包括“语言能力”和“商务能力”；相关行业的

需求称之为行业特定能力，包括“外贸行业特定能力”和“产品推广能力”；社会的需求称之为岗位通用

能力，包括“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

国际商务谈判课程作为商务英语专业的核心课程，其培养目标应始终围绕学生职业能力培养，满足

来自本专业、相关行业以及社会的需求，具体的能力要求项目如表１所示。
但目前的高职国际商务谈判课堂普遍存在知识容量大、教学时间少的问题，无法满足学习者泛在学

习与个性化学习的需求，难以达到着重职业能力的课程培养目标。因此，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大背景

下，基于职业能力的高职商务英语教学应改革传统的教学手段，采用微课程加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这

种新型的学习模式，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有效解决教育问题的一个典型体现［２］，能有效促进学生由

被动学习者变为主动求知者，教师由知识的传授者变为助学者，实现多途径全方位提高学生职业能力的

目标。与传统教学方式相比，翻转课堂在教学形式上的显著特点是教学视频为重要的课前学习资

源［３］，因此，基于信息化的教学方法应从微课程资源开发和建设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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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基于学生职业能力的国际商务谈判课程培养目标

能力项目 子项目 培养目标内涵

专业核心能力

（本专业需求）

语言能力
较强的语言基本功，即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译能力；国际商务谈判专业词

汇、专业术语的掌握与娴熟运用能力

商务能力
了解国际商务礼仪、国际商务谈判策略、贸易国家的文化禁忌等基本理论；掌握

国际商务谈判、国际商务接待、跨文化交际技能

行业特定能力

（相关行业需求）

国际贸易能力 了解外贸业务流程和国际商务谈判流程

产品推广能力
能不断挖掘新的国外客户，并维护良好的客户关系，不断提升公司和产品在国际

上的知名度

岗位通用能力

（社会需求）

社会能力
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精神以及应对心理挫折能力、内部相互沟通能力、与客户沟通

能力

方法能力 培养学生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和国际商务谈判语言表达能力

专业能力 培养学生谈判磋商能力和沟通能力

２　注重学生职业能力培养：国际商务谈判微课程资源开发与建设
基于外贸业务流程，结合外贸业务员的岗位职责，本研究开发了基于微课程加“翻转课堂”的国际

商务谈判内部讲义和与之配套的微课程教学资源。

２．１　开发以应用性为主旨的国际商务谈判讲义
从教学内容的选取来看，该讲义以谈判项目为单位（如建交谈判、价格谈判、支付方式谈判等），由

１０个教学模块组成，并按照岗位需求进行序化，每个模块分为导入（“ｌｅａｄ－ｉｎ”）、阅读（“Ｒｅａｄｉｎｇ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口语表达（“Ｏ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和谈判与文化（“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４个部分，无论是知识点的
讲授还是实训项目的演练，都紧扣学生的专业核心能力、行业特定能力和岗位通用能力的培养与提升。

从讲义的组织形式来看，一方面，全英文加适量的中文注释设计不仅能满足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专

业核心能力培养需求，同时还降低了学习难度，符合高职学生的学情；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微课程加“翻

转课堂”教学要求，开发了与之配套的微课程资源，无论是以教学微视频为中心的核心资源设计还是支

持资源建设和信息资源建设，都留有充分的空间让学生参与、拓展和表现，满足“碎片化”时代学生自主

学习需求，注重学生职业能力培养。

２．２　基于微课程加“翻转课堂”的微课程资源建设
２．２．１　核心资源设计

课程核心资源呈现形式是微视频。微视频要承担当前微课的主要教学任务，承载微课的知识单元

内容，完成主要的微课教学过程［４］。核心资源设计要着重考虑内容的选择、微视频的时长控制、视频组

织形式的选择以及教学过程设计。

微课程教学内容的选择。首先，选取合适的主题，依照知识单元的内容设计重难点。以第一模块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的微课程开发为例，微课内容选择第四部分“谈判与文化”，主题为国际商务
谈判中的得体着装，介绍得体着装在国际商务谈判中的重要性以及美国、日本、德国的着装文化与禁忌。

其次，应结合微课内容采用合适的微课类型，常见的有认知型微课程、情感型微课程和技能型微课程等，

根据着装规范的教学内容宜采用技能型微课程的形式向学生展示着装规范和标准。

微视频的时长控制。在时长方面，国内外的学者甚至是不同级别的微课比赛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和要求，以全国微课比赛为例，首届微课比赛规定时长１０～２０分钟，第二届微课大赛规定时长缩短了不
少，要求５～１５分钟。网络时代，学习呈现“碎片化”特点，一项活动即便十分生动、趣味十足，但如果内
容过多、时间太长，人的注意力与好奇心也会逐渐降低［５］。胡铁生在回答“短视频到底多短最合适”时

给出的标准答案是６分钟［６］，本研究结合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学情，将微视频时长控制在１０分钟
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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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组织形式的选择。在视频组织形式方面，作为内容的核心载体———视频，如果不能在组织模式

和浏览效果上精心策划，那么高水平的师资和内容本身的作用将大打折扣［７］。从两届全国微课比赛的

参赛作品来看，首届采用专业摄像机拍摄的比例为３８．９％，第二届６５％的作品采用了专业摄像机，甚至
部分使用了虚拟演播厅技术。但“高技术、大投入”的微课使其无法实现常态化，无法运用于日常教学。

因此，本研究的微视频开发制作摒弃了专业摄像机方式而采用了常见的电脑录屏软件录课，即ＰＰＴ＋解
说词＋录课软件的形式。ＰＰＴ为教师提供授课逻辑与音画展示，页面简洁，内容不多。采用动画的形式
向学生展示了着装规范。微视频的教学语言全程采用英文进行讲解。录课软件采用ｃａｍｔａｓｉａｓｔｕｄｉｏ，该
软件操作简单，功能强大。对录制时出现的错误内容进行了后期剪辑，并采用背景音乐这种特效包装技

术，保证授课过程流畅。

教学过程设计。本课程的微视频“Ｄｒｅｓ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ｌｙｔｏ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以职场新手求助谈判着装导入，
让学生在迅速产生兴趣的同时了解着装在职场的重要性，快速引入主题内容。知识点讲解部分依照知

识单元的内容要求和课程培养目标展开主题讲解，介绍得体的着装在国际商务谈判中的重要性以及美

国、德国和日本的文化对商务着装的影响。作为视频的重心部分，操作演示部分时长３分３０秒，以动画
的形式向学生演示了国际商务谈判背景下男女着装规范，颜色搭配原则和禁忌，动画形象生动，为学生

营造真实情境，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总结部分力求简洁新颖，概括了男女着装的要点，

起到了画龙点睛的功效。任务布置紧扣职场，以实际操作的形式要求学生为一场中美商务谈判着装。

具体的教学过程设计和时长见表２。
表２　微课程“Ｄｒｅｓ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ｌｙｔｏ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教学过程设计

课程名称 Ｄｒｅｓ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ｌｙｔｏ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 所属章节 第一章第四节

微课主题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ｆｏｒ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ｏｒｓ 授课对象 商务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

课程目标 了解国际商务谈判中着装的重要性；了解主要贸易国家的着装规范；掌握国际商务谈判男女着装规范

重难点 重点是得体着装的重要性；难点是着装规范

微课程类型 讲授型；演示型

教学过程设计

步骤 内容 呈现方式 时长

课堂导入 职场新手微信求助谈判着装规范 图片 ４０ｓ

知识点讲解
得体的着装在国际商务谈判中的重要性，美国、德国、日本的文

化对着装的影响
图片 ９０ｓ

操作演示

女士着装

男士着装

上装要求 实际操作

下装要求 实际操作

配饰要求 实际操作

整体搭配要求 图片

上装要求 实际操作

下装要求 实际操作

配饰要求 实际操作

整体搭配要求 图片

１１０ｓ

７０ｓ

总结 男女着装规范要点 图片 ８０ｓ

任务布置 ３０ｓ

合计时长 ４２０ｓ

２．２．２　支持资源建设和信息资源建设
课程支持资源主要包括对微视频中所讲知识的支持资源，主要有案例文本、ＰＰＴ课件、教案、网络资

源链接，这些资源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知识挖掘的平台，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学习需求搜索所需的资源，有

针对性地开展学习，这样学生学习主动权得到了保障，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围绕“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ｆｏｒ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ｏｒｓ”主题，本课程开发了相对应的案例文本，重点介绍了国际商务谈判者在谈判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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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因着装失误导致的谈判失败案例，案例深入浅出，以职业活动的工作过程为依据，直观、具体地再现

国际商务谈判过程中的着装规范，培养了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高了学生的职业能力。

课程教案重点介绍外贸谈判中常见的谈判国家的着装文化和禁忌，让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

其所以然”，扩展了学生的视野，提升了学生的文化底蕴。网络资源链接以全英文版网站为主，如 ｄｉｐｌｏ
ｍａｔ网站是由世界上最大的域名注册商 ＧｏＤａｄｄｙ联合 Ａｍａｚｏｎ和其他公司创办的，作为全球的外交网
站，美国人占了其网页浏览量的３９．３％，英国人为７．１％，该网站主要介绍世界不同国家的文化礼仪，全
英文的实用型网站让学生接触原汁原味的英文，向学生提供了地道的跨文化交际素材，提升专业核心能

力的同时，为将来有效地与外商沟通、洽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微课程信息资源包括教学目标、教学重点难点、注意事项、教学评价等课程描述性文档，以着重职业

能力的微课程的课程目标不是来自课本，而应以职业岗位需求为准，指示学生在学完本课程后应达到的

能力目标和知识目标。重难点、注意事项进行描述，方便学生在利用微课程学习时明了学习目标和重

点，保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因资源过多而无所适从，有方向感和针对性的学习提高了学习效率。

３　结语
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微课程资源建设保证了教学内容与职业岗位的有效衔接，基于微课程加翻转

课堂的教学模式有助于培养满足本专业需求、相关行业需求和社会需求的专业应用型人才。因此，高等

职业教育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时代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的契机，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改革的机遇，改变传

统教育教学模式，从“知识体系”逐步走向“能力体系”，以达到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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