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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微课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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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今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微课作为一种新的学习资源出现在教育领域。微课是
以视频为载体，以单一知识点为教学内容，记载并结合一定的学习任务而形成的一种在线教育
资源。基于对相关文献的查阅，对微课产生的背景及其发展现状进行阐述，最后结合当前国内
微课的教学应用，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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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生活节奏
的加快，人类传播交流活动的微时代不期而至。
当下比较流行的微博、微电影、微视频等正是微时
代的体现。当然，在教育领域，教育信息化的不断
发展也使微课在时代的潮流下应运而生。微课作
为一种新型教学资源在满足学生自主学习和教师
专业能力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学者对微
课做了一些研究与实践，但不可否认，微课的建设
与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有待完善。

一、微课产生的背景

(一) 微课产生的社会背景

随着互联网科技的深入发展，我们已经步入
全新的信息时代，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物联网、云
计算等技术日益出现并应用在人们的生活之中。
这些技术带来了又一次的科技狂潮，平板电脑、智
能手机得到更好地普及，借助这些媒体学习者可
以阅读观看各种数字杂志、电子书籍和公开精品
课等。通过网络技术平台，学习者可以获得更为
丰富全面的知识。简言之，这些新媒体技术为学
习者的个性化学习和碎片化泛在学习提供了技术

支持和可能，学习终身化、全民化成为这一时代的
诉求。另外，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也使学习者的
思维方式发生了改变。如今，学习者可以利用网
络进行信息搜索查询，在信息网络中完成知识的
建构，实现自主高效学习。这些都为微课的产生
提供了支持。

( 二) 微课产生的教育背景

从教育背景看，教育与信息科技的融合使教
育信息化这个概念备受瞩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将信息与通信技术( ICT) 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发
展分为四个阶段: 兴起、应用、融合、革新。目前，
我国的教育信息化正处于“初步应用整合”阶
段［1］。因此，在建设信息基础设施的基础上，着
力开发与应用优质学习资源，推动信息技术与教
育的融合显得尤为重要。微课作为一种新兴的数
字化网络学习资源，正是信息技术与教育高度融
合的产物。微课运用技术手段，改善了教学资源
的呈现形式，丰富教学资源的呈现内容，有利于教
育资源的优化整合。

这些都促使微课这一新型在线学习资源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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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方式的产生与发展。一方面它可以应用于翻转
课堂之中，课下学习者通过微课进行自主学习，课
上通过师生互动交流完成知识的内化; 另一方面
它也可作为课堂教学的辅助手段，教师将学科的
重点难点制作成微课，方便学生课前预习、课中难
点突破、课后巩固学习。就我国目前的教育形式
来看，后者的实现更加可行。微课作为一种新的
学习资源和学习方式，其应用和推广是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我们应该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前提
下，推进微课作为课堂教学辅助手段的应用与
发展。

二、我国微课发展的现状

微课在变革传统教育方式，满足学习者自主
学习和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了充分发挥微课在教育教学领域的作用，国内
在微课发展上已经做了一些探索。

(一)我国微课开发应用的现状

在我国，微课的实践接踵而至。2010 年 11
月，佛山市教育局率先启动了首届中小学新课程
优秀微课征集评审活动，举行了首届中小学新课
程优秀微课大赛。大赛征集了 5 000 多个不同学
科的优质微课，对佛山地区教学改革与教学质量
的提高提供了助力。随后，黎加厚等人在上海闵
行区、山东淄博、深圳福田区开展了关于教师微课
程教学设计的培训项目，这一举措使微课在全国
范围内得以推广。2012 年 12 月，华南师范大学
与凤凰卫视集团合作推出面向全球的“凤凰微
课”，涵盖各个领域，为人们自主学习提供了极大
的便利。另外，微课大赛也在高校展开。2012 年
12 月，由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发
起，面向全国高校各学科教师的比赛———全国高
校微课教学比赛。微课实践活动在我国如火如荼
开展。

由此可见，我国教育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已
经意识到微课在创新教育教学模式，优化教育教
学资源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付诸行动推动微课
资源的建设与应用。另外，在政策的支持下，教师
积极参赛，不断克服技术难题，微课拍摄与制作技
术在硬件和软件上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大量微
课作品的出现也使微课资源日渐丰富。在全国高
校微课教学比赛网站，微课作品展示分为文史、理
工和高职高专三个板块［2］，这也说明我国微课资

源建设系列化、专题化程度不断增强。

( 二)我国微课的学术研究现状

随着微课教学实践活动的开展，有关微课的
期刊论文与博硕士学位论文不断增多。在中国知
网，以微课作为关键字搜索，共有 1 397 篇文献，
其中博硕士论文 21 篇，期刊文章 877 篇，而发表
在核心期刊的有 37 篇。文章内容多集中在对微
课本质的思考，不同学科微课设计开发应用模式
的建构以及微课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三
个领域。但笔者也发现，纵观国内期刊，微课实证
研究的文章仅有几篇。南京师范大学艾元元通过
行动研究法、观察法、访谈法等，对微课的高中信
息技术技能课的教学效果进行了调查分析。研究
表明，基于微课的高中信息技术技能课的翻转课
堂能够充分照顾学生个别化差异，有助于学生的
技能掌握，促使学生形成自主学习的习惯［3］。上
海师范大学的吴玉莲将微课程应用于初中信息技
术课程，运用实验和访谈的研究方法，证明了微课
程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资源时空上的灵活
性优于传统的教学［4］。华中师范大学的陈怡将
翻转课堂应用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中，通过问
卷调查与访谈，对微课程做了客观的评价，研究结
果表明翻转课堂模式对改善学习效果、提升学习
能力有积极的作用［5］。众所周知，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要想验证微课的实际应用效果，相
关的实证研究和实践必不可少。在资源建设的同
时，也应注重微课的实际应用效果，发现存在的问
题，以更好地实现微课在辅助课堂教学，帮助学习
者实现自主高效学习的重要作用。

总之，我国微课资源开发已在各学段逐步开
展，各学科的微课资源日益丰富，系统化、专业化
资源初具规模。与此同时，有关微课的论文不断
增多，不仅有基础理论的探讨，还有微课的设计、
开发、应用和评价各环节的研究成果，微课的理论
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然而当前微课的发展也存在
一些问题。优质微课资源相对较少，微课的质量
有待提高，且目前大多数微课只是用于教师网络
培训和教学观摩学习交流，微课在实现学生自主、
泛在、移动学习方面的作用还远没有实现。另外，
微课理论层次研究的深度还有待加强［6］。

三、当前我国微课发展存在的问题及
其对策分析

随着这些实践活动的开展，微课已经得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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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认可并得以推广，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不
可否认当前我国微课的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认
识这些问题并积极寻找解决方案对微课的健康发
展至关重要。

(一) 提升对微课的认识水平

当前，人们对微课的认识存在一些误解。集
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些人认为微课只是教
育领域掀起的短时炒作。持这些观点的人大都对
微课的认识水平不够，且对新事物持有抗拒心理。
其实，微课的出现是有其深刻的时代教育背景和
巨大现实需求的。在数字化信息时代背景下，微
课能够更好地满足学习者移动学习、碎片化学习、
泛在学习和个性化学习，完成自我知识更新［7］。
可见，微课并不是一时之热。另外，到目前为止，
国内外专家还没有对微课做出权威的界定，人们
对微课的理解也千差万别。微课到底是什么? 上
海师范大学黎加厚教授给出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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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作为国内
微课先行者，佛山市教育局教育信息网络中心的
胡铁生老师指出，微课是以微型教学视频为核心，
包含与教学相配套的微教案、微课件、微练习、微
反思在内的一个半结构化、网页化、开放性、情景
化的资源动态生成与交互教学应用环境［9］。南
京师范大学教授张一春认为: “微课是指拥有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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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通过对上述微课定义的解读，笔者认为微
课可以理解为“微”和“课”两个方面。“微”在于
其时间较短，一般为 5 ～ 20 分钟，实体较小，教学
内容一般为一个知识点，且多为重难点。“课”在
于它是教学目标明确，设计完整的一堂课，课堂的
导入，知识的讲解，课堂的反馈与总结都必不可
少。也正是微课的这些特点赋予了它独有的优
势———面向的学习者更为广泛，交互性与参与性
更强，利用率更高。

( 二)丰富微课的呈现形式

通过观看国内相关网站的微课视频，不难发
现大多微课都采用了 PPT +讲解，课堂实录或是
两分屏或三分屏的形式，表现形式比较单一。微
课是学生利用课下时间通过观看视频从而巩固知
识或学习新知识的学习资源，怎样才能让学生牺

牲课下娱乐的时间去观看微课，表现形式多样化
是一重要举措。除了以上三种常用的微课形式，
教师还可以根据讲授知识的特点采用现场表演，
实验室表演或是实景拍摄的形式，让学生在更加
真实的环境中学习较为抽象的知识。另外，教师
还可以适时加入相关的简易动画、图片丰富微视
频的呈现形式，实现视听等多感官输入。此外，教
师话语的字幕，重点的勾画也可使整堂课清晰明
了、重点突出。当然，这一点的实现，离不开教师
良好的信息技术技能。校方要为教师提供相应的
技术支持和定期信息技能培训，以解除教师的后
顾之忧。

(三)完整微课的配套资源

目前大多数的微课只是停留在微视频、教案、
习题三个方面，而对于学习者学习效果的检验与
评价资源还不完善。胡铁生曾提出微课的 4 + 1
基本资源构成。他指出，微课是由微课教学视频、
微教案、微课件、微习题和微反思有机组合而
成［11］。学习者观看微视频之后，通过配套习题的
演练，检验学习成果，测试合格则可以进入下一环
节知识点的学习，教师通过自我反思和专家反馈
反思，改善自己的不足，实现微课在促进教师专业
化发展方面的作用。当前的微课资源大都忽略了
微习题和微反思这两部分，而这两部分正是检验
学生学习效果，反思提高的重要步骤。因此在配
套资源的内容上，既要设有微视频，又要增加练
习、交流、反思等环节。另外在练习形式上，将信
息技术与游戏娱乐同时融入教学，教学目标与游
戏的形式相结合，让学生在特定的情境中通过闯
关、做任务等游戏化学习形式达成相应的教学目
标。这种练习尤其适合中小学的微课资源建设。

( 四) 系统化、专业化微课学科领域
建设

就目前来看，相关网站不乏有各学科的微课
资源，但还很不全面，没有专题化的微课资源，更
没有完整的学科体系，这样就很难保证微课资源
的有效利用。因此，在加紧各个学科领域微课资
源建设的同时，应当注重学科内部的逻辑性、关联
性，最终形成系统、完整的微课资源体系，方便师
生使用，更好地发挥微课在自主高效学习和教学
模式创新的作用。

微课，作为教育信息化的产物，将在当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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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方式转型上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微课在我
国得到普遍的认可和推广，但我国的微课建设尚
处于初步开发应用阶段。因此，在大力开展微课
资源建设的同时，也应当注重相关理论研究，以理

论指导实践。另外，相关的实证研究也需跟上步
伐，及时反馈微课的教学效果，引领微课建设地有
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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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on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zation of education，Micro-Lecture as a newlearning
resourceappearsin the field ofeducation． Micro-Lecture is an onlineeducational resource using avideolessonas its
main carrier，focusing ona single teachingpoint and combining withcertain learningtasks． Based on some rela-
tive literatures about Micro-Lecture，this thesis will have a basic statement of the background and current situ-
ation of Micro-Lecture’s development in China． Finally，through the analysisof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of Mi-
cro-Lecture in China，the author will have an analysis about its’existing problems and relevant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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