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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翻转课堂、慕课等概念的普及，微课程作为其中重要的资源载体受到了教育研究者的重视，逐步

成为教育信息化领域的研究热点。然而目前国内对微课程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在理论构建和应用实践上都存在

有不足。文章以文献研究为手段对国内现阶段微课程的设计、开发、评价等方面工作展开综述，以期增强对微课程

的系统认识，为今后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有效应用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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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微课程的概念由佛山教育局的胡铁生在
2011 年最早提出，之后有众多的学者加入微课程的
研究。目前国内的微课程研究处于初级阶段，理论
和实践尚存在不足，为了能增强对微课程的系统化
认识和便于今后对其深入的研究，因而有必要回顾
2011 年以来我国微课程研究状况。

一、文献回顾

笔者的文献样本来源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在该数据库检索，检索项选择“主题”，检索词为“微
课程”或含“微课”，时间不限，来源选择核心期刊以

及 CSSCI 的期刊，剔除会议报道和综述类文献等无
关样本后得到的期刊论文为 147 篇，这些样本来源
于上海教育科研、现代教育技术、职教论坛、中国电
化教育等专业期刊。与微课程相关的文献数量呈现
的是火箭式上升的趋势，2011 年只有一篇，2012 年
增加到 9 篇，2013 和 2014 年的文献数量达到了翻
倍地上涨。从数量中可见微课程在学术界研究中的
热度可见一斑。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于微课程内涵的辨析; 二是对于微课程的实

践的研究包括微课程的设计、开发以及评价等方面。
当前微课程的内涵在国内的研究中尚未达成共

识，其中主流的观点有: 胡铁生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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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

组合。［1］焦建利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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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黎加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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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各个
专家学者对于微课程的定义中可知道，当前关于微
课程内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课是“课”还是“课
程”的辨析上，笔者更倾向于微课程是以微视频为
主要载体并结合其他教学资源针对某个知识点的一
个小课程，也就是说微课程是一门课程。但是不管
是“课”还是“课程”，其中的设计、开发以及评价方
面的研究对其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
主要针对微课程的这三方面进行研究总结，再针对
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二、研究成果述评

( 一) 微课程的设计
对微课程设计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

种类型是从个性的角度出发，即针对某一门学科课
程进行陈述、分析、总结，并提出相应的微课程设计。
这种类型的研究者大多来自于教育的第一线担任各
个学科的教学，因此他们的微课程设计会带有相应
学科的特色，对学科微课程研究会更有指导和借鉴
的作用。另一种类型是从共性的角度出发来探讨适
合任何一门微课程的模式。本文主要针对共性角度
微课程设计进行研究总结。

1. 根据教学设计方法设计。“课”的定义是:
“课是有时间限制的、有组织的教学过程的单位，其
作用在于达到一个完整的、然而又是局部性的教学
目的。”［4］“课”由教师、学生、教学方法、教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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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教学的反馈等组成，微课虽然“微”但也必须要
具备“课”的元素，不然就与以前课件、积件相同，有
的学者就按照了教学设计的方法去设计微课程。
ADDIE 模型是教学设计的基础模型，卜彩丽( 2014)

提出基于 ADDIE 模型的微课程设计，以一个系统的
角度从 ADDIE 模型的分析、设计、开发、实施、评价
的五个阶段去设计微课程; 韩中保等( 2014 ) 从“主
导—主体”的 Blending Learning 教学过程设计模式
提出的微课程设计，突出了微课程中师生角色的作
用; ［5］王国光等以建构主义的思想( 2014 ) 提出基于

建构主义的微课程开发研究。［6］教学设计历经发展
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其中的教学方法、策略
以及原则对于微课程的设计都具有指导性的作用。
但是微课程不但是要线下的设计，更应该应用到线
上，所以有的学者就依据国内外的平台来设计微
课程。

2. 根据国内外平台的设计。微课程起源于国
外，在国外做得比较好的微课程平台有可汗学院和
TED，在国内有佛山微课程。这三个平台各具特色，

有学者基于这些平台提出微课程的设计模式。胡铁
生曾指出微课的设计与开发要包括 5 个环节: 合理
选题; 撰写教学设计规范化; 精细化课堂教学; 撰写
课堂教学视频字幕; 拓展其他教学资源。［7］梁乐明
( 2013) 在胡铁生的基础上通过对 TED、可汗学院以
及佛山微课的微课程理论梳理及比较后，综合三者
长处提出了微课程设计模式，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
他提出的模式中还提到了教学支持服务。教学支持
服务应该是微课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微课
程除了呈现微视频外，还应该是一门完整的课程，要
具备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设计，所以不能缺失教学支
持服务。［8］刘名卓等( 2013 ) 分析这三个平台的微课
程后认为微课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微
课程形成一个微课程群，提出在设计微课程时要对
微课程进行重组排序，再由多个微课程组成微活
动。［9］余胜泉等( 2014 ) 也提到了微课群的概念，他
主张把微课作为“学习元”，在学习元平台上去组织
微课程。通过“微课—微课程群—微课云”去组织
设计微课程。［10］微课程的内容少、时间短的特点使
得微课程在移动学习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梁斌等
( 2014) 就从微课与微博的耦合性出发，提出了基于
微博的微课程设计。［11］依据平台的模式去设计微课
程，可以借助平台中原有的模式、板块。这对于微课
程资源的管理、交流与评价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

3. 根据认知、情感设计。微课程是远程教育中
的重要资源，而为了克服由于远距离教育时空分离
带来的师生间的情感缺失，研究者从认知和情感的
角度来设计微课程。李小刚等( 2013 ) 从认知负荷
的角度对微课程的教学内容提出了相应的设计原

则; 张晓君等( 2014 ) 则从认知负荷的分类，也就是
原生性认知负荷、无关性认知负荷和相关性认知负
荷的角度看微课程设计。［12］人的记忆是有限的，短
时记忆记住 7 ± 2 个信息组，如果把信息按照模块组
织起来则人记忆信息会得到提升。李政( 2014 ) 基
于图式理论设计微课程，从模块化的基础上设计微
课程形成课程体系。［13］郑炜冬( 2014) 从情感的角度
入手，借鉴产品设计领域“情感化设计”的思想，提
出微课情感化设计的理念。［14］张晓君等( 2013) 也提
到在微视频的设计中要有注意力方面的考虑，他认
为注意力在微视频设计中有必要性，他秉持以教学
设计保持有意注意和以镜头语言吸引无意注意的设
计的理念。［15］微课程的设计不仅关注内容上的设
计，更应该关注学习者认知、情感，毕竟学习者才是
学习的主体。

4. 其他角度的微课程设计。除了以上三种角
度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提出微课程设计。
单从凯等( 2013) 就微课程的内容设计，提出“111 模
式”，也就是由 1 个案例引入教学情景然后带出 1 个
原理或概念; ［16］黄勇鹏( 2014) 从高职类课程的特点
出发，提出基于绩效导向的微课程设计原则，在原则
的指导下给出绩效导向的高职类微课设计流程。［17］

黎加厚根据上海闵行区、山东淄博、深圳福田区开展
的教师微课程教学设计培训的经验对微课程设计给
出了 17 条建议。［18］张生等( 2014 ) 把微课程按照对
象、内 容、应 用、技 术 四 个 角 度 来 考 虑 微 课 程 的
设计。［19］

( 二) 微课程的开发

微课程的开发有两类: 一类是开发新的微课程
资源，另一类是对原有资源进行重新剪辑。比如
TED 就是将原有的、数量庞大的 TED 演讲资源进行
重新剪辑。佛山微课中的部分微课程作品是根据之
前的录像课例，对视频进行加工剪辑合成的。

开发新的微课程资源的方式，当今用得比较多
有以下几种: ［20］智能手机拍摄法，智能手机与纸笔
的结合，在白纸上使用不同颜色的笔展示教学，用手
机进行录像; 录屏软件录制法，PPT 课件与录屏软件
的结合，范福生( 2014 ) 曾就 Camtasia Studio 6． 0 软
件介绍微课的制作方法; “可汗学院式”的微课制作
法，也就是通过手写板或交互白板或者演示软件对
教学过程进行讲解演示，然后使用屏幕录像软件对
教学的过程进行录制; 数码摄像机拍摄法，使用数码
摄像机、黑板、粉笔、其他教具，对教学过程录像。这
几种方法总结起来有三种类型: 录像型、录屏型和混
合型。录像型微课程通过摄像机、智能手机、网络摄
像头等外部设备，对教师及讲解内容、学习过程等真
实情境摄制下来，具有临场感，但是对于硬件的需求
较高。录屏型微课程是同步录制教师在电脑屏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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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示内容或讲解操作过程，简单易上手，是目前制
作微课程中最常用的一种方法。

( 三) 微课程的评价

由于微课程兴起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很多学者
都是以由教育部组织的微课程设计大赛的评审标准
作为范本去设计评价的指标。全国中小学微课比赛
的评审指标包含 5 个一级指标和 11 个二级指标。5
个一级指标为: 选题上要简洁，目标明确( 一般包含
一个知识点，围绕日常的教学和学习) ; 教学内容应
结构完整，包含有微教案、微习题、微课件、微反思
等; 视频作品规范，能全面真实地反映教学情景; 教
学活动精彩有趣，形式新颖，具有启发性; 网上评
价。［21］全国高校微课比赛的评审指标包含 4 个一级

指标( 作品规范、教学安排、教学效果、网络评价) 和
9 个二级指标。相对中小学的标准，高校的标准在
教学安排中除了强调教学内容的选择外，还特别注
重教师对于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选择以及教学规范。

黄建军( 2013 ) 认为微课程的评价包括准备阶
段的背景性评价、设计阶段对设计本身的评价、使用
阶段对实施效果的诊断性评价。［22］卜彩丽( 2014) 则
认为微课程的形成性评价是重点，也就是微课程在
发布之前要先经过“自评阶段—专家评价阶段—一
对一评价阶段”。［23］现有的微课评价多是从微课程
本身出发，但是一节微课的质量，既取决于其设计制
作的水平，还要看它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二者的有
效结合才是微课质量的综合反映。［24］现在的微课程

在实际应用效果的评价是通过网上的观看点击率及
投票率等产生，而在实际教学中该如何评价微课程
的质量很少涉及。

三、问题与建议

本文从中国知网中选取研究样本，通过对样本
的分析、分类后发现微课程在设计、开发以及评价等
方面都有不同的进展和不足，在未来的微课程研究
中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

微课程设计方面: 现有的微课程设计主要基于
微课程内容的艺术表现的设计，也就是考虑使用何
种技术或者模式来传递微课程内容，在未来的微课
程研究中可以考虑面向对象的微课程设计，不同对
象设计不同的微课程，比如教师群体对于微课程的
需求主要在于发展个人教学技能; 学生群体主要是
在温 故 知 新; 家 长 群 体 主 要 是 用 于 辅 助 儿 童
教育。［25］

微课程的开发方面: 不要盲目地开发微课程，毕
竟不是所有的知识内容适合开发微课程。并且在开
发微课程时也不必过多地去追求炫目的特效和新颖
的工具，微课程界面布局合理、色彩搭配能准备明白
传递内容即可。

微课程的评价方面: 微课程需要对实际效果进
行评价，虽然各个学科开发出的微课程较多，但是微
课程的实际应用效果的实证评价研究较少，同时对
于如何评价微课程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现在微课
程的评审主体主要是同行和专家评审，但是学习者
才是学习的主体，所以微课程的评价中需要加入学
习者方面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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