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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的注意力一般在上课 10 分钟以后就降下来，如果老师不改变方法和内
容，那么大家注意力一直会很低—— 
 

如何科学设计微课？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主任   黎加厚  
 

  微课程应该记录什么呢？第一点是记录教师个体对教学内容的理解；第二点记录的是教师帮

助学生认知的教育策略、教学方法和教师与学生的情感活动。 
  现如今，最大的热点当属微课程了。不论教育行政部门，还是有关高校，均将目光投到了微

课程方面。近日，笔者在山东、深圳、浙江等地培训期间，与当地教师深入探讨了微课程。 
  什么是微课程？ 
  什么叫微课程？网络上对微课程这一概念有很多个定义。但是总体来看，微课程就是要把老

师的课程用数字化手段处理，数字化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替代老师上课，同学们在任何时间，任何

地点，可以反复来看。微课程要做的事情，不是把文字教材有声化，如果只是有声化就根本不需

要人来读，因为电脑可以直接读出来。因为人具有情感、态度、价值观，隐性知识是计算机语音

翻译不能做到的事，那微课程就是把老师的讲解、对课程的理解记录下来。 
  微课程应该记录什么呢？第一点是记录教师个体对教学内容的理解；第二点记录的是教师帮

助学生认知的教育策略、教学方法和他与学生的情感活动。 
  我认为，微课程应该归纳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李玉平老师的微课程，第二大类是佛山的微

课程，第三大类是可汗的微课程。为什么这样分类呢？ 
  按照三者内容来分，李玉平的微课程是课程教学的“三小”研究（关注小现象、开发小策略、

积累小故事），他做成了一种 PPT 数字故事用于教学活动，所有的教学情景就是教学的反思、总
结，其理念就是教师专业发展，这种发展确实是很受老师欢迎，在全国很多的省市，都在学习这

种方式。 
  佛山微课程最近举行了一个比赛，获奖的一等奖作品，其最开始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课程的实

录，然后课程实录截取三五分钟的一个片段，现在随着可汗学院观念的普及，佛山微课程也出现

一部分像可汗这样的学校，但是它的主体还是以课程实录为主的。 
  国外的脑科学研究发现，学生在开始上课的时候注意力高，10分钟以后降下来了，如果老师
不改变方法和内容，那么大家注意力一直会很低，然后到了下课的时候就兴奋，不知道大家是否

同意。 
  什么不是微课程？ 
  1.辅助教师讲课的多媒体课件 
  有很多老师把自己的微课程做成了一个辅助教学的多媒体课件，这个叫 CAI课件，它是以教
师为中心的讲授性的助手，帮助老师把讲课的内容呈现在屏幕上。为什么很多老师把微课程做成

了过去讲课的课件呢？学校培训老师做课件，时间长了大家“中毒”太深，所以一做就做出课件，

他们没想到微课程和课件是两码事情，微课程是学生自助学习看的，课件是帮助老师讲课的，它

是以教师为中心或以学生为中心，是完全不同的，大家要意识到微课程的学习是一次教育观念根

本性、颠覆性的变化，很多老师还需要有观念更新的过程。 
  2.课堂教学实录的视频切片 
  这个原因也跟过去一样，过去搞了太多的视频录像，所以大家养成思维定式，一说做一个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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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录像，就剪一段，这个不是微课程。还有就是国家精品课程，我们把它称为优秀课程现场的数

字化搬家，搬到网上，它不是微课程。因为微课程不等于课堂过程中的一小段切片，微课程不等

于完整课程的局部课程，它本身是一个完整的教学设计。 
  微课程设计与编教材有何区别？ 
  1.微课程更有故事感 
  首先对比下，纸质教材和微课程的区别，纸质教材是一个严谨的知识体系，它客观介绍学科

知识，故事感不强，那时候我在出版社讲微课堂的时候，出版社的编辑告诉我：“编教材的时候，

要记得三审，而且要严格编审制度，你编辑的课程里带有情感的话全部删掉，不能够留的。” 
  2.微课程需要灵活的教学策略 
  纸质教材是通过国家统一课标，使用学术性语言来描述课间知识的，而微课程可以用更加灵

活的教学策略，更加丰富多样的方式，有针对性地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思考。另外，纸质教材是全

体学生用同一个版本，同样的教学，而微课程可以针对班上的学生，可以采用更加灵活的、个性

化的施教方法。因为有些老师，他知道学生喜欢什么，他知道学生哪些地方不足，他知道怎样讲

别人才容易明白。 
  3.微课程可以互动，是集体的智慧 
  纸质教材是单一的纸质载体。而微课程可以用多媒体技术，用移动技术，可以有声音动画和

视频，形成互动，这一点是纸质教材永远做不到的。因为它受到载体的限制。再看作者群，现在

的纸质教材来源是作者或出版社的编辑，是少数群体的智慧。但是微课程不一样，全中国每一个

老师都可以发挥自己的魅力。 
  怎么设计微课程？ 
  微课程和纸质教材之间，不是排斥的关系，而是互补的关系，各有各的用处。它们结合在一

起，我认为才是一个全方位的，更加适合学生学习的个性化的教材。我们来分析一下设计微课程

程序的三大要素。 
  首先是选题。选重点、难点和易错点。如果刚开始做微课程的时候，我建议从易错点开始。

因为它立竿见影来得快，可以提高学生的中考、高考成绩，一用就行。 
  其次是设计。设计是什么？就是报告内容结构。但是我特别要强调创意，回顾了三五分钟讲

一个点，创意视频，如果照本宣科念，学生不喜欢。 
  再其次是制作。制作主要是在技术上学生能看清楚。目前在我们组织的教学里面，首先是用

手机和平板的摄像，老师在备课稿纸上写，然后录下来就可以了。 
  如何把握微课程的发展趋势 
  1.内容为王，辅以好的形式 
  微课程下一步怎么发展？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就是微课程的内容的发展和形式的发展，要

注意内容是核心，内容是主体。千万不要去追求那种漂亮的或者说是有创意的形式，而忽略了内

容。但是，妥当的形式可以提高内容的表达的效果。再下一个是创意和简易。微课程最好是简明

的，越简单越好。这个基础上有新的创意则会使课程显得更妙。创意和简明是一对，内容和形式

是一对，要把这几对矛盾处理好。 
  2.系列化发展 
  无论是出版社、公司还是学校，那么你会这样考虑：微课程将会向着系列化，与教材配套方

面发展。 
  现在很多老师刚开始学习微课程的时候，只是一个零散的、单独的，或者说只是为参加他们

的评比做的。倘若要深入到教学活动当中，“微课程”就应该是系统化的、配套的。 
  3.增强浮动性 
  打个比方来说，可以在微课程中加入学生自成参数，让学生可以按照设计，去调控微课程的

发展，在其中增加一些必要的交互式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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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增加微课程的知识管理系统 
  打个比方来说，让学生可以在上面旁批、做笔记和共享。添加一个学习分析系统，老师可以

通过它了解学生状况。 
  5.创新和选题的引领发展 
  整个微课程的发展，应该是创新和选题的引领发展，关键是创意。既可以是出版社做“微课

程”，又可以是教师自己做，两者皆有利亦有弊端。由于教师自身的阅历、时间的限制，并不能

大规模地完成“微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