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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微课？

1. 微课( Micro-lecture)的雏形

【60 秒课程】

美国北爱荷华大学LeRoy A.McGrew（1993）

针对公众：概念引入；解释；举例

【一分钟演讲】

英国纳皮尔大学T.P.Kee （1995）

针对学生：概念；逻辑；举例



2. 微课的提出

【提出者】David Penrose（2008）（美国新墨西哥州
圣胡安学院的 高级教学设计师、学院在线服务经理）

【观点】

微型的知识脉冲( Knowledge Burst) ，配合作业
与讨论，可以达到传统长时间授课的效果。

微课程提供了一个知识挖掘平台，使学生学会根据
需要搜索资源; 允许学生有更多的主动权，自主地
挖掘所需的知识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学习; 主题集
中，能够有效节约学习时间。



【五步骤】

罗列教学的核心概念；

写15-30 秒的介绍和总结，为核心概念提供背景；

录制长为1-3 分钟的视频；

设计引导学生阅读或探索课程知识的课后任务；

将教学视频与课程任务上传到课程管理系统



【评价】

微课程概念以网络课程的形式存在，有可能为现
实课堂的教学模式提供一种新思路。（Morris，
2009）

这种教学模式并非适用于所有课程，如在理解复
杂概念方面的课程并不能取得较好效果，但微课
程将成为网络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 O p e n
Education，2009) 。



3. 国内的微课

 “微课”是指按照新课程标准及教学实践要求，以
教学视频为主要载体，反映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针对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而开展教与学活动的各
种教学资源的有机组合（胡铁生，2011）。



【微课的组成部分】

图1 微课“非常6+1”的资源构成与应用环境

来源：胡铁生.“微课”：区域教育信息资源发展的新趋势[J].电化教育研
究,2011,(10):61-65.



 微课是将原有课程按照学生学习规律，分解成为一
系列具有目标、任务、方法、资源、作业、互动与
反思等在内的微型课程体系。（金陵，2013）

 微课是以阐释某一知识点为目标，以短小精悍的在
线视频为表现形式，以学习或教学应用为目的的在
线教学视频（华南师大焦建利，2013）。



 微课程是指时间在 10 分钟以内，有明确的教学目
标，内容短小，集中说明一个问题的小课程。

 微课程包含教师讲授教学内容的微视频、学习单和
学生学习活动。

 微课的评价指标：

聚焦、简要、清晰、技术、创新。

（上海师大黎加厚，2013）



 微课是指为使学习者自主学习获得最佳效果，经过

精心的信息化教学设计，以流媒体形式展示的围绕

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开展的简短、完整的教学活

动。（南京师大张一春，2013）

 微课的10点特征：

微课具有主持人讲授性、流媒体播放性、教学时

间短暂性、教学内容少量性、资源容量较小、精致

教学设计、经典示范案例、自主学习为主、制作简

便实用、配套相关材料等。



 微课是为满足个性化学习差异的需要，以分享知识

和技能为目的，师生都可以通过录制增强学习实境、

实现语义互联的简短视频或动画（可附相关的学习

任务清单和小测验等），而且又能成为被学习者定

制和嵌入的维基（Wiki）资源分享内容（吴秉健，

2013）。



教育部对“微课”的定义

 2013年,由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办的第一届

中国微课大赛。

 微课全称是微型视频课程,是以教学视频为主要呈

现方式,围绕学科知识点、例题习题、疑难问题、

实验操作等进行的教学过程及相关资源之有机结合

体。



从广义的教育资源角度定义

 微课程是课程改革与信息化进程中的学习资源创

新，是学习内容与学习方式合为一体的新型资源。

 一种情景化、趣味性、可视化的数字化学习资源

包（郑小军，2013）。

 微课是为了支持 1:1 学习行为、电子书包学习行

为、翻转课堂学习行为、混合学习行为、移动学

习行为、碎片化学习行为等多种新型学习行为方

式，以微视频作为课程内容的主要呈现媒体，就

一个短小精悍的知识点或教学环节而细致设计开

发的一种适合学习者学习的“可移动”数字化学

习资源包（张志宏，2013）。



4. 微课须创“新”

 微课不等于课堂教学的微缩版

 微资源：可用性（学习者）和可重用性（教师）

 小：方便嵌入其他使用者的教学中；5-8分钟解决

一个关键问题。

 实：教法、内容和组织方式等能够“助学”，可资

借鉴（教学设计应该附文案说明）

 新：内容、程序、活动组织、方法手段等，避免采

用传统的学院式课堂讲授模式，尽量通过虚拟现实
技术等手段实现。



关于高校精品课程

 利用率：难以提升

 内容上：课堂教学搬家

 形式上：关键创新缺乏

 制作水准：非高度专业化

 受众：地位被虚化（忽视其学习需求，忽视视频学
习的特点）

制作-待用-搁置（存储）/失去利用价值

（杨满福，桑新民，2013）



二、微课实践案例

 教育部全国高校微课比赛：首届作品展

 凤凰网与华南师范大学的“凤凰微课”

 华东师范大学慕课中心：全国师范生微课比赛；全
国中小学教师微课比赛



教育部全国高校微课比赛：首届作品展

来源：http://weike.enetedu.com/one.asp







凤凰微课

来源：http://www.fengvk.com/



三、微课的发展

1. 微课建设的目标

 资源？

 NOooooo!

 资源的利用及其对推劢教育实践转变的作用。

 存储观→实践观：时效性；形成良性循环（应用-
改进-再应用）

 微课对教师的作用：

 改变工作的着力点，提升质量

 微课的应用与重构：

相互借鉴、共建共享、共同推劢虚拟和现实课堂
的互劢与质量提升。



2. 评价体系建设

 加强从用户角度的需求分析和评价设计

 倡导聚焦明确：内容聚焦、力量集中、独到的解
决方法和教师的个人风格。

 选拨和评点有新意的作品

 培育和选拨具有专业水准的作品。

包括：媒体技术、网络课程设计和学习评价的专
业水平。拍摄者以镜头语言展现教师的教学特色：
要点和亮点。



可能的评价指标

评价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针对性：

 受好评的程度和社会影响力；

 将用户评价置于重要地位：专家评审→用户评价

 可重用性是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

 考虑教师融入的便利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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