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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你“微”了吗？

2009年开始，微博风靡全国，“微”时代悄然来临；其后微信崛起，2亿的用户量让其

傲视即时通讯群雄；微小说、微电影、微杂志等也接踵而至，全世界正在进行一场“微”

革命。

随着移动通讯技术、社交媒体以及以开放、共享为理念的开放教育资源运动的蓬勃发

展，人们之间的交流与学习变得越来越快捷、高效，与微博、微信等被广泛应用的社会性

工具软件一样，微课（或称为“微课程”）应运而生。它不仅成为教师和学生的重要教育

资源，而且也构成了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的基础，无论是对学生的学习、教师的教学实践、

教师的专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 2011 年起，以“佛山市中小学优秀微课作品展播平台”与“微课网”为代表，国

内开始了微课的实践尝试。在种种合力的推动下，这种以微视频为核心的新型教学模式引

起了教育研究者以及一线教师的广泛关注。但目前关于微课的研究大多在阐释其理念与应

用前景，故仍需对现有实践中的微课模式，尤其是微课的设计与实施，进行深入的审视与

总结，提出具体的设计模式。

本期专题，我刊特邀上海师范大学黎加厚教授、华南师范大学焦建利教授，以及在微

课方面颇有研究的吴秉健老师对微课含义、发展历程、国外经验以及微课对现代教育的深

刻影响进行深入的阐述与分析。微课创始人胡铁生的《中小学微课建设与应用难点问题透

析》、《区域性优质微课资源的开发与思考》更是解答了广大一线教师对这种新型教学模

式的诸多疑问与困惑，并向大家介绍了佛山市区域微课资源建设的先进经验，将对推进我

国教育信息化的深入持续发展和微课资源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当我们的生活伴随着微博、微信逐渐步入“微”时代，微课，也正在开启教育的

“微”时代。

也许有一天，同学之间的问候会是——你今天上微课了吗？

（徐靖程）

微课，开启教育“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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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加厚

引子：你摊上大事儿了

2013年新学期刚开始，我几乎每一周都接到电话和电子邮

件，一些省市的教育部门、基层学校热情邀请我去参加报告会

或培训班，给一线教师培训如何进行微课的教学设计。我感到奇

怪，为什么大家现在一下子像发烧一样，到处都在说微课、翻转

课堂、可汗学院？

上周，《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杂志社编辑又联系我，希望

我在新一期杂志上撰写关于微课的稿件，还说邀请了华南师大的

焦建利教授、最早在国内基层教育部门组织微课大赛的广东省佛

山市教育局的胡铁生等人共同参与。正在我思考如何完成杂志社

这项任务的时候，我的手机又响了，这是一所高校的教师发展中

心主任，他要我给该校全体教师培训微课教学设计，电话中他一

开口就说：“你摊上大事儿了！”

我问他为什么现在要搞全员教师的微课设计培训，对方说：

“你看看，过去我们学校的计算机中心机房，学生上机要排队、

发上机票，门庭若市；现在，机房门可罗雀，除了教师规定必须

到机房上课以外，几乎没人来这里，机房里的电脑都蒙上灰了；

而在校园里，学生个个拿自己的电脑和手机无线上网。你再看看

大街上，人人都有手机，家家都有电脑。下一步的发展，几乎可

以肯定，那就是学生人人用自己的设备上网学习，教师不‘翻转

课堂’，还用过去的课堂教学模式，行吗？

时间已经到了一个节点上了!”
啊，我明白了，我摊上大事儿了！我们

搞教育信息化的和从事教师培训工作的人都

摊上大事儿了！

“课”和“微课”的含义

在正规学校课堂教学中，师生所说的

“上课了”、“一堂课”，是指目前学校教

育普遍实施的班级集体教学的组织方式与基

本单位。学校的主要工作和教学活动，是

以上课作为主体，上课是学校日常教学工

作的核心。在经典教学论的学术专著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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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和分析一节课的组成，包括了教

师、学生、教学目的、教材、各类数字化媒

体、教学活动组织、教学方法、教学评价与

反馈、学习环境等多种要素，形成了一个复

杂的系统，系统中的各个要素相互关联与互

动，构成了教学系统的生命活动。

与“课”的概念相对应的“微课”，是

最近从“翻转课堂”中涌现出来的新概念。

去年，当大家注意到可汗学院的课程是一小

段一小段讲授知识点的“小”课程，就开始

把供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师授课的“微视频”

称为“微课程”。后来发现，仅仅是一段

“微视频”，如果教师组织课堂教学的方式

没有改变，这样的“微视频”还在停留在上

个世纪的“积件”的思路上，即将课堂录制

微课的含义与发展

黎加厚，上海师范大学教育技术

系教授，教育部全国教师教育信息化

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现代远程教

育工程资源建设基础教育项目专家组

专家，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教育部-英特尔“英特尔@

未来教育”中国项目专家组专家，教

育部师范司“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

术能力标准”评审专家组专家，教育

部-微软“携手助学”中国项目特邀专

家，教育部-IBM“基础教育创新教学

项目”中国专家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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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堂实录视频切片，做成一个个教学片断，目的是用

作配合教师上课的教学资源，或者用于教师专业发展与

教学反思的“微格教学”。但是，在新型的“翻转课

堂”教学流程中，供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师授课的“微

视频”成了学生自主学习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在教师培训翻转课堂的项目中，根据教学论的系

统观，我们给“微课”（或者称为“微课程”）的定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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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翻转课堂”的教学流程中，可汗式“微课程”

是指记录教师给学生讲授课程内容的一段10分钟以内的

“微视频”。这段“微视频”需要与学习单、学生的学

习活动流程等结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微课程”；

如果离开了学生的学习活动，仅仅是录制的一段教师上

课讲授活动的内容，实质是一段视频记录的课堂教学实

录，可以作为一段学习材料，没有形成“微课程”的系

统。因此，有关“微课程”的评价标准，需要包括教师

讲授教学内容的微视频，还要包括学习单和学生学习活

动的安排。

为什么“微课程”的视频时间要在10分钟以内？这

是根据国外可汗课程的统计和脑科学的研究，一般人的

注意力集中的有效时间在10分钟左右。我们在各地培训

教师设计微课的实践也发现，其实，微课的时间一般在

3~5分钟为佳，超过6分钟，人们观看视频就感觉有些冗

长。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微课主要使用“微视频”作为

记录教师教授知识技能的媒体，教师还可以根据不同学

科和不同教学情境的需求，采用其他方式，如音频（录

音）、PPT、文本等格式的媒体，不一定局限在视频格

式。

微课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学系统中的每一个要素都在发

生着变化。微课的出现，就是时代变化引起的教学系统

的新变化。

在教学系统的诸要素中，变化最为明显和积极的，

是人类科技迅猛发展引起的教学媒体的变化。在人类教

育史上，由于语言的进化、文字的出现、学习内容载体

（媒体）的演进，从远古的岩石绘画传意，到甲骨、青

铜、纸张、印刷，人类教育经历了口耳相传、私塾、

书院到班级、学校的演进；从幻灯、电影、电视、计算

机、网络，到移动设备、平板电脑、增强现实、三维打

印；从世界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三次工业革命，把

传统的课堂带到远程教育、网络教育、虚拟教育、1对1
学习、翻转课堂。在这个历史久远的演化过程中，教学

媒体的变化最明显，而教学方式的变化相对缓慢。

在中国电化教育发展史上，上个世纪早期主要使用

的是幻灯、无声电影、录音等，电视和录像是20世纪80
年代初随着日本索尼录像机进入中国后，才逐步成为教

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教育

系统制作了一大批教学电视节目，各地电教部门都有以T
为存储单位的课堂教学实录资料。人们逐渐发现，有相

当数量的电视教材不能进入课堂。（周君达，1984）北

京大学电教中心的追踪调查发现，电视教材利用率仅为

0.046%，很低。提出了对一般教学片应当发展小教学片

（约3~5分钟）在课堂教学中穿插播放。（万明高，韩桂

荣，1989）在20世纪80年代初，电教工作者就总结出学

校课堂教学应发展内容集中单一、时间短，由教师随堂

灵活运用的“插片”。（王兴中，1983）20世纪90年代

后，我国电教界已明确将“片断性内容”电视教材作为

电教教材的一种类型。“这类电视教材，可以没有尾，

也可以没有解说，只是就某一课程内容的问题提供形象

化的片断材料，教师使用这类教材时，需要边展示边讲

解。这类片断教材，尽管只有一两分钟长，但往往是教

学上非常珍贵的影像材料，对帮助教师提高教学质量很

有好处。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电视教材”。（李运林，

1991）可见，长期以来，人们将“微视频”主要作为教

师讲课的辅助材料，还没有微课的概念。

同期，在面向社会的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中，开始出

现了一种短小的电视教育节目，被称为“Micro Course”
（微课程）、“Mini Course”（迷你课程），用几分

钟甚至几十秒钟讲述一个主题，如“How to”（如何

做……）节目，用微课方式几分钟介绍一种小技巧，诸

如“如何打领带”、“如何做匹萨”等。但是这种方式

并没有大规模进入正规教育的课堂中。

“微课”或者称为“微课程”，是近年来随着“翻

转课堂”和可汗学院在全球迅速走红而成为教育界关注

的热点话题。人们发现，由于信息技术的普及，人人都

有手机的时代到来了，BYOD(让每一个学生自带信息设

备来上课)终将成为现实，前面提到传统的课的组成结构

将会发生变化，那就是，学生可以随时随地使用自己的

手机（或者其他的设备，如iPad、三星平板电脑、MP4
播放器等）学习原来在课堂上由教师讲授传递的学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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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教师可以改变自己的教学方式，将上课讲授的关键

内容(教材的重点、难点、易错点)制作成“微视频”让

学生自主学习，上课则帮助学生解决不懂的问题，师生

互动讨论，或者给予学生个性化的辅导，这种近乎理想

化的教学模式极大地激发了追求教育改革的人们的浓厚

兴趣。从2012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翻转课堂”和可汗

学院的传播，这种录制教师上课的“微视频”和“学生

课前自主预习、课中教师辅导疑难”教学组织流程相结

合的“微课程”开始在国内流行。

如何设计好适合学生自主学习的微课程

我们在北京、上海、山东、深圳等地的教师培训

活动中，发现部分一线教师在刚刚开始学习微课程制作

的时候，往往把微课设计成了小课件，没有掌握学生究

竟需要什么样的微课程。这反映了大部分教师已经形成

了长期以讲授为主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的思维定势。

因此，学习运用微课程的过程，其实是教师转变教学理

念、掌握信息时代新的教学方式和教学策略的过程。在

这个转变过程中，教师首先自己要学会微课程设计制作

的方法。根据我们在上海闵行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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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结出

关于微课程设计给教师的17条建议：

1.时刻谨记你的微课程用户是学生。

2.一个微课程只说一个知识点。

3.尽量控制在10分钟以内。

4.不要轻易跳过教学步骤，即使很简单、很容易的

内容。

5.要给学生提供提示性信息（例如:用颜色线标识，

屏幕侧边列出关键词，用符号图形标注等）。

6.微课程是整个教学组织中的一个环节，要与其他

教学活动环境配合。记住：在微课程中适当位置设置暂

停或者后续活动的提示，便于学生浏览微课程时转入相

关的学习活动，让学生在学习单的统一调度下学习微课

程。

7.微课程应有恰当的提问，问题的设计要恰当安排

基本问题、单元问题和核心问题，灵活使用多样化的提

问策略促进学生思考。

8.每一个微课程结束时要有一个简短的总结，概括

要点，帮助学习者梳理思路，强调重点和难点。

9.对一些重要的基本概念，要说清楚是什么，还要

说清楚不是什么, 让学生明确基本概念和原理；对于关

键技能的教学，要清楚地说明应该如何做，不应该怎么

做。

10.用字幕方式补充微课程不容易说清楚的部分，注

意：只需呈现关键词语，不必像电视剧一样将所有的台

词都打出字幕，这会增加学生的阅读认知负荷。

11.教师要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自主学习的习惯，

例如，要根据学习单的指导来看视频，看完视频以后要

回到学习单来讨论、练习；要告诉学生使用微课程的技

巧，例如，遇到没有听懂的地方可以暂停并重听。

12.在学习单上将微课程和相关的资源与活动超链接

起来，方便学生在学习单的统一调度下跳转学习。

13.一门课程开始的时候，要清楚地介绍课程的评价

方法和考试方式，引导学生根据教学目标学习。

14.开始时，要介绍主讲教师本人的情况，让学生了

解教师。

15.注意研究借鉴可汗在讲与你类似的课程时所采用

的教学方法。

16.留心学习其他领域的设计经验，注意借鉴、模仿

与创造，例如，从电影、电视、广告等大众媒体中找到

可以借鉴的创意。

17.有关微课程制作的操作技术细节：鼠标不要在屏

幕上乱晃；字体和背景的颜色要搭配好；讲解课程时，

鼠标在屏幕上的速度不要太快；画面要简洁，与教学内

容无关的图标、背景、教师人头像等，都要删除；录制

视频的环境要安静，不要有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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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及其应用与影响

  焦建利

焦建利，教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

术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

信息技术学院副院长、未来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技术支

持的学习研究、教师专业发展等。

社会兼职：全球华人探究学习学会（Chinese 

Society for Inquiry Learning）常务理事，国际华人教

育技术学会(SICET)亚太地区分会理事，广东教育学

会网络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澳门基础教育

科技应用协会顾问。《远程教育杂志》与《中国

信息技术教育》杂志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英

国教育技术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杂志审稿员。

究竟什么是微课？对此，人们

的理解五花八门。其实，只要涉及

“课程”一词，其意义就难免会陷

入众说纷纭的境地。在我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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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所知，在国内，“微课”概

念最早是由佛山教育局教育信息中

心的胡铁生老师率先使用的。他长

期从事基础教育资源的研究。他在

职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我曾在课

堂中介绍了英国的TeachersTV里面

的教育视频，那些视频不仅短小精

悍，而且形式新颖活泼。在当时，

还没有微博呢！后来，他的硕士学

位论文就是研究基础教育资源建设

的问题。前几年，他提出并在佛山

市中小学校开展了微课大赛。

微课的兴起是有其背后的根

源的。一方面，在教育信息化过去

一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课堂实录

式的视频资源，不仅无法顺应互联

网时代用户的“注意力模式”，难

以满足一线教师和学生的实际需

求，而且因带宽和网速的原因，造

成了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过程中的

浪费。另一方面，随着网络带宽的

加大，视频压缩与传输技术的发

展，无线网络的日益普及，以及移

动终端的日渐流行，互联网进入了

“微时代”，微博、微信、微电影

风起云涌，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

迅猛地流行起来。

这样的背景下，“微课”一词

应运而生，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被在线教育界人士广为采用。微课

的出现，微课设计、开发与应用，

对于移动学习时代的学校教育乃至

社会教育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和现实价值。

就学校教育而言，微课不仅成

为教师和学生的重要教育资源，而且

也构成了学校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的基

础。它无论是对于学生的学习、教师

的教学实践以及教师的专业发展，都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如此，微

课的发展也必定引发新一轮的基础教

育数字化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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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一二十年，越来越多的

中小学开始尝试在线教育，学生在

课外以及寒暑假借助网络开展学习

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而在线

学习实践中，以“短小精悍”为特

色的在线视频——“微课”，便成为

极为重要的学习资源。

同时，对于教师的课堂教学

实践来说，常常需要一些短小精悍

的教学视频用于课堂教学过程中的

讲解和演示。而以往的在线视频往

往冗长，经常需要再加工之后才能

为教师使用。这不仅增加了教师的

使用难度，而且浪费了教师宝贵的

时间。微课视频因其本身就是围绕

某一个知识点，或者一个例题，或

者一个现象，或者一个案例来展开

的，因此，它天然地为教师的课堂

教学应用创造了便捷条件。

根据美国的一份调查报告显

示，在面对面教学、在线学习以及

混合学习三种教学模式中，混合学

习是最高效的，面对面教学是最低

效的。在推进混合学习的过程中，

学校与教师面临的两大困难，一是

教学平台，二是教学资源。教学平

台可通过采购或使用开源平台搭建

加以解决，而资源的问题便成了一

个重要瓶颈。

2006年，萨尔曼 ·可汗推出了

可汗学院（Khan Academy），他

所录制的课程视频一时风靡美国基

础教育领域，并向世界各国蔓延。

越来越多的美国中学生在家浏览可

汗的视频学习新知识，学校课堂上

在教师的引导下开展探究性学习和

研究性学习。到了2 0 0 7年，两位

美国化学教师Jonathan Bergman和
Aaron Sams，找到了一个可以录制

PowerPoint演示的软件，他们在萨

尔曼·可汗的基础上，提出来“颠倒

教室”（即本刊所介绍的“颠倒课

堂”或“翻转课堂”——编者注）教

学模式：学生在家通过在线观看微

课视频，学习新知识，第二天在教

室里与教师一起开展研讨，巩固和

应用所学的知识与技能。这种教学

模式很快便构成了中小学混合学习

的重要模式。近些年，不少国内学

校已经开始了类似的实践和实验。

自2013年起，我们也与广州市天河

区教育局合作，在6所学校启动我们

的“颠倒教室”的教学改革实验。

微课的价值还体现在对教师专

业发展的影响上。我一直认为，教

师的学习更重要的是向同行学习，

在实践中学习，在反思中学习，在

与同行的交流中学习。在教师实践

社群中，通过与来自全国乃至世界

各地的教师交流切磋，分享彼此的

经验，把隐性知识转化为教师自己

的显性知识，并运用于自己的教学

实践与专业发展过程之中。教师制

作的微课，其中包含了教师的教学

思想和教学设计，是教师教学经验

和教学智慧的结晶。在教师实践社

群中，教师之间彼此通过微课，分

享的不仅是彼此的教学资源，同时

也是各自的教学智慧。这对于教师

的专业发展而言，也是极为宝贵的

财富。

在最近两年，随着微课的兴

起，不少在线教育企业也开始尝试

微课的商业应用，尤其是在中小学

生在线课外辅导、面向特定人群的

在线继续教育以及面向公众的技能

分享等方面。

针对中小学生在线课外辅导

的企业，有很多是以线下一对一辅

导为背景和基础的，也有一些企业

从一开始就从事在线辅导。面向特

定人群的在线基础教育往往有着刚

性需求，或涉及自学考试、职称考

试、岗位培训等，这些在线课程多

以技能训练为主。而面向公众的技

能分享，因更多地涉及日常生活技

能，因此课程资源更方便以微型视

频的形式表现。这些在线教育企

业，试图通过线上、线下的结合，

或单纯借助在线的模式，把相关的

知识与技能以微型教学视频的形式

呈现出来，营造一个在线的知识、

技能分享与学习的环境，开展形式

多样的在线教学活动。

微课的设计、开发与应用，总

体来说，会面临诸多挑战。微课开

发的主体应该是教师，而教师的微

课设计、开发与应用技能是一大挑

战，一些企业和研究人员也在积极

尝试使用各种工具和技术来降低教

师微课设计制作的门槛。微课的质

量涉及科学性、技术性和艺术性，

质量问题是微课发展的另一个挑

战。不仅如此，微课应用模式的创

新也是未来微课发展的一个重要问

题。只有解决了微课设计开发的技

术门槛、提升了课程的质量，并能

加以创造性的应用，微课的未来一

定会更加美好。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未

来教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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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应该如何理解与区分在国内迅速发展

起来的与微课相关的“微”概念？

随着微课的发展，微课堂、微课例、微教案、微视

频等诸多“微”概念迅速升温，这些名目繁多、叫法各

异的“微”概念正是当前我国微课热的真实反映。一线

教师很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区分，掌握其本质特征，以利

于开发出符合教与学规律的优质微课。

我觉得可以从以下五个维度来区分。①资源构成：

是由单一类型的教学资源，如微教案、微课例、微课

件、微视频等，还是多种资源有机组成，如微型网络

课程。②课程载体：是以微视频为核心资源和主要呈现

方式还是各种资源并存。③运行方式：是单机版的离线

方式为主，如微课堂、微讲座、微课例，还是基于互联

网可在线共享交流的运行方式（如微课等）。④学习空

间：只能在相对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学习，还是可以支持

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学习。⑤学习方式：是以支持传

统单一、被动的接受式学习为主，还是能够实现用户自

主学习、多样化与个性化的学习。   
综上比较和分析，我们中小学所倡导的“微课”是

由多种资源有机构成的、以微视频为主要载体和呈现方

式的、基于网络运行的、不受时空限制的、支持多种学

习方式的微型网络课程资源。

问题二   微课由哪些资源构成，它具有哪些主

要特点？

微课的资源构成可以用“非常6+1”来概括：“1”
是指微课的核心资源——微型教学视频片段，“6”是

指与所教学的知识点或教学环节相配套的教学设计（微

教案）、素材课件（微课件）、练习测试（微练习）、

教学反思（微反思）、师生评论（微点评）、学习反馈

（微反馈）等辅助性教与学内容（如图1）。 

图1  微课“非常6+1”的资源构成与应用环境

微课是伴随教育信息化发展到Web2.0时代而出现的

中小学微课建设与应用
难点问题透析

  胡铁生

【摘要】本文在对佛山市开展的两届微课大赛3000多件优秀作品取样分析

和对1500多名微课参赛教师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微课网”（www.

cnweike.cn）的微课论坛中教师集中反映或关注度较高的微课建设与应用的难点问

题进行了梳理分类，对中小学教师普遍关注的微课建设与应用过程中存在的典型

问题进行了分析和回答。

【关键词】微课；建设与应用；问题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671-7384（2013）04-0015-04

教学设计

练习测评

学习反馈

用户评论

微点评

微反馈

微练习

微教案

微课件

微反思

教学反思

素材课件

微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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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新的资源类型与课程表现形式，具有主题突出、

高度聚焦，资源类型多样、应用情景真实，交互性强、

使用方便，短小精悍、应用面广，半结构化、动态生成

等特点。在中小学开展微课资源建设与应用研究，对于

实现我国“基本建成人人可享有优质教育资源的信息化

学习环境”的资源建设目标、推进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

的深度融合应用、有效变革教师的教学方式与学生的学

习、提升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的综合效益和构建学习型

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问题三    “微视频”是微课程的核心资源，

“微视频”时间多长最适宜？ 
笔者对佛山市两届微课大赛的微课程作品视频时长

进行了抽样统计分析发现： 87%以上微课教学视频长度

都小于10 分钟，75%的视频时长在5~8分钟之间，小于3
分钟的也不到6%，超过10分钟的不到13%。可以看出，

中小学微课视频长度最长不宜超过10分钟，5~8分钟最为

适宜。事实证明，这样的微课既能让教师把一个知识点

讲清讲透，学生也能花较少时间学到最关键的内容而不

会感到疲劳和注意力分散。心理学相关研究也证明，这

个时间长度非常符合学生的视频驻留规律和学生的学习

认知特点。

不同性质的学科，其微课视频长度也应该有所区

别，一般来说，理科的微课平均视频时长要小于文科。

针对不同学科应采取不同的微课设计策略，不应该以一

种时长标准来定义微课。

另外，对于不同的学习对象，也要考虑微课程的

视频时长对学习效果的影响。一般来说，小学生活泼好

动、注意力难以集中、保持时间不长，微课程设计制作

时要形式新颖、尽量短小；而对初高中生、大学生的微

课程，由于内容较难则可适当延长。

问题四   微课的主要开发方式有哪些？一节完

整的微课需要包括哪些环节？

“微课程”的开发主要有两种。①加工改造式，

适用于对教师、学校、区域内现有的优秀“完整课例”

或“视频课例”进行加工使其符合微课的特点。这样既

可继续发挥原有各类资源库的教学价值，同时还可在短

时间形成一定规模数量的“微课”资源库。②原创开发

式，即设计开发一节全新的微课程。根据区域教育教学

实际和师生的资源需求特点，通过自主开发、征集评

审、项目申报、竞赛活动等方式，有计划、有针对性地

组织开发一批新的微课资源库，供全区域内师生共享。

一个完整的微课程的开发环节，既要包括微课程设

计与开发，同时也包含微课的应用过程，把微课程的设

计开发应用等环节有机结合起来，这样开发的微课程才

具有应用价值（如图2）。 

图2 微课程的开发与应用环节

问题五   中小学常见的微课类型主要有哪些？
1．按教学方法来划分

根据李秉德教授对我国中小学教学活动中常用的教

学方法的分类总结，为便于一线教师对微课分类的理解

和实践开发的可操作性，笔者初步将微课划分为11类，

分别为讲授类、问答类、启发类、讨论类、演示类、

练习类、实验类、表演类、自主学习类、合作学习类、

探究学习类。一个微课作品一般只对应于某一种微课类

型，但也可以同时属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微课类型组合

而成。同时，微课类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教师在

教学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2．按教学内容性质划分

①“传道型”微课：对应新课程标准的“情感态度

价值观”的课程目标；② “授业型”微课：对应新课程

标准“知识与技能”的课程目标；③ “解惑型”微课：

对应新课程标准“过程与方法”的课程目标。

3．按最佳传递方式划分

①讲授型微课：以学科知识点及重点、难点、疑

选择教学/学习主题

确定/细分知识点

微教学活动实施

审核后在线发布微课程

微课程教学应用

微课程资源动态优化完善

形成微学习资源包并上传到微课程平台

微视频拍摄/制作

微教案设计

微学习 微反馈 微教研 ……微点评/评论

微教学反思

微练习设计 微课件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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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考点的讲授为主，授课形式多样，不局限于课堂讲

授。②解题型微课：针对某个典型例题、习题、试题的

讲解分析与推理演算，重在解题思路的分析与过程，适

合于理科类的学科知识传递。③答疑型微课：针对学科

教学中疑难性的、代表性的、普遍性的问题进行归纳、

总结、分析或解答。④实验型微课：针对理化生等学科

的典型实验进行设计、操作与演示的视频，具有较强交

互性。⑤活动型微课：反映学生针对某个具体的学习活

动、任务等，所进行的思考、探究、讨论（辩论）的学

习情景或过程。

4．按 “微视频”的主要录制方法划分

①摄制型微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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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摄制下来的教学视频。  
②录屏型微课：通过录屏软件（如C a m t a s i a 

Studio6），录制通过PPT、Word、画图工具软件、手写

板输入软件等形式呈现的教学内容与过程；同步录制教

师在电脑屏幕上的演示内容或讲解操作过程，或者通过

交互电子白板、一体机等数字媒体的录制功能，同步录

制讲解声音或旁白。

③软件合成式微课：运用图像、动画或视频制

作软件（如Flash、PPT、绘声绘影、Movie Maker、
GIFAnimator等），通过微课脚本设计、技术合成后输出

的教学视频短片。

④混合式微课：应用上述提及的多种方式，制作、

编辑、合成的教学视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获取的视

频素材都要经过一定的后期编辑制作后才可发布。

5．按使用对象和主要功能划分

①教师专业发展型微课：主要为教师服务，通过教

师的观察、观摩和反思，能有效提升教师的专业发展水

平，解决课堂教学改革中遇到的问题与困惑，培养出一

批具备现代化教育技能的“超级教师”。

②学生自主学习型微课：这是微课建设的主流方

向，也是微课最基本的功能，上述所列的所有微课类型

都应该是适合学习自主学习的。

③社会大众学习型微课：教学内容不再局限于某个

学科或课堂教学，而是涵盖社会、经济、生活、文化、

科技等各个领域。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开放资源，实现

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衔接与沟通，职前培养与职后

培训的一体化，实现教育帮扶，构建职业学校公共服务

体系，使大学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问题六   请推荐几款适合中小学教师微课制作

的常用软件。

调查表明，大部分中小学教师认为自己的微课存在

的主要问题就是微视频质量不高，这是由于视频拍摄或

录制过程中对视频技术不熟悉或视频技术支持跟不上造

成的。因此，有关微课视频的拍摄、制作及编辑技术是

制约当前微课质量的一个重要瓶颈。

微课视频的制作一般要用到视频编辑、音频处理

和视频、动画合成等技术，相应的免费软件有：绘声

绘影、QQ影音、Cooledit、Camtasia_Studio等。这些音

视频软件的文本教程和视频教程在互联网上都可以方

便地找到。在此，向大家重点推荐一款高性能的录屏

软件——Camtasia_Studio6.0中文版，该软件录屏功能

强大，主要录制PPT的演示、操作的内容和教师讲解

的音频，可选择有无头像，录完后自动生成微课。该

软件操作简便，有强大的整合编辑功能，即使你是新

手，只要稍微动动手，也可编辑一段完美的教学视频

（下载地址和视频教程网址：http://bbs.jxteacher.com/
showtopic~672254.html）。

问题七   中小学微课设计的主要原则和注意事项

有哪些？

1．微课设计必须紧扣一个“微”字：一节微课只讲

一个知识点，体现微课的短小精悍的特点；同时要考虑

到微课的完整性，要突出微教案、微课件、微练习等配

套教学资源的设计与制作。

2．微课设计要体现“任务驱动，问题导向，反馈互

动”的原则，课程设计要引入有趣，逐步推进，层次分

明，适当总结。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最关键的知

识，可重点借鉴可汗学院的教学方法、理念和策略。

3．微课设计不仅要注重资源的设计与制作，更要体

现微学习环境的互动方式和学习方式的设计，如提供微

课应用过程中的教师反思、用户评论和学习反馈等。

4．微课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微课的应用：是为谁

服务的？适合哪种类型学生学习？达到何种学习目标？

适合何种学习方式？适合什么时间学习？如在开设微课

时，要清楚地告诉学生课程的学习方式、评价方式，这

些都需要教师提供必要的说明或引导。

5．教师要善于把“微教案”转化成拍摄与制作微视

频的“微脚本”，把好的微课设计变成主线清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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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操作性强的视频拍摄与制作脚本，既便于理清自

己的讲课思路和重点环节，也便于视频拍摄和编辑人员

的后期加工。

6．要注意微课的单元整体设计。教师不仅要掌握单

个知识点微课的设计方法，更要掌握基于一个单元、一

个专题、一个学科的微课设计方法和策略，因为只有系

列化的微课才能给学生提供完整有效的知识技能。当前

重点要把微课建设的方向从“单一微课建设”转向“单

元微课建设”。系列化、专题式、完整性的微课开发是

当前微课开发的重点领域。

问题八   我国正在建设的微课与当前最热门的

在线视频课程有何区别？

可汗学院的视频制作方式非常简单：一台电脑、一

个话筒和一套简易的录屏软件，每天利用业余时间把辅

导的讲解内容制成教学视频发布到Youtube上，获得出乎

意料的成功，在国内也广受欢迎。

我国正在建设的微课与美国可汗学院的视频课程有

许多相似之处：核心资源都是微教学视频，且都属于微课

的范围，具有短、小、精等特点。但两者的“视频”表现

形式却存在较大的差别：我国的微课是以课堂教学为主的

视频片段，虽然情景真实，但由于信息量太大、拍摄编辑

水平不高、交互性较差，适合于教师的课例观摩和教学反

思而不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可汗学院的视频基本都是录

屏式视频，所有的教学内容和学习内容都在电脑屏幕上出

现，教师选择不“出镜”，而只在“幕后”进行旁白和讲

解，并且节奏得当、语言幽默。这种看上去并没有多少

“技术含量”、相对“单纯”的教学环境更有利于学生集

中注意力，让学生更多关注教学内容的讲授、分析和演

示，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此外，可汗学院比我国

微课更有优势的原因在于，它可以提供在线练习、自我评

估及进度跟踪等学习支持系统，并提供学习诊断、学习建

议、咨询答疑等功能，互动性强。

国内微课建设要打破从真实课堂教学情景中进行

课例拍摄录制的单一方式，开发多种教学视频的录制方

式，重点向可汗录屏微课转向，并在学习支持工具和个

性化咨询答疑辅导方面有所加强，要提升微课的学习支

持功能，而不能仅定位于微课资源的提供。

问题九   评价一节微课优劣的标准是什么？

由于微课建设与应用是有机关联在一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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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笔者经验，微课的评价应主要从选题设计、教学

内容、作品规范、教学效果、网络应用五个维度来考虑，

详细指标请参见“中国微课网”（www.cnweike.cn）。

问题十   微课有没有比较成熟的应用模式？微

课的应用前景如何？

在国外，较为成功的模式是将微课（在线视频课

程）应用于“颠倒课堂”、“电子书包”、“混合学习”等

教育改革项目中，并已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影响最

大的就是可汗学院教学模式。目前，国内微课还处于发

展的初期，大规模应用方面的研究和成熟模式较少，基

本处于应用探索期。

对于教师而言，微课将革新传统的教学与教研方

式，突破教师传统的听评课模式，教师的电子备课、

课堂教学和课后反思的资源应用将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

性，基于微课资源库的校本研修、区域网络教研将大有

作为，并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途径之一。

对于学生而言，微课能更好地满足其对不同学科

知识点的个性化学习，既可查缺补漏，又能强化巩固知

识，是传统课堂学习的一种重要补充和拓展资源。

对于我国正在建设的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而

言，随着信息与通迅技术快速发展，与微博、Facebook
等当前广泛应用的众多社会性工具软件一样，微课也将

具有十分广阔的教育应用前景。特别是随着手持移动数

码产品和无线网络的普及，基于微课的移动学习、远程

学习、在线学习、泛在学习将会越来越普及，微课必将

成为一种新型的教与学方式。 
本文为全国教育信息技术研究“十二五”规划2012

年度重点课题“中小学微课学习资源的设计、开发与应

用研究”(立项号：123620577)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佛山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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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优质微课资源的开发与思考

胡铁生，教育硕士，中学电教高级教师，广东省新一轮“百千万人

才培养工程”名教师培养对象。2008年起任广东教育学会网络教育专业委

员会副秘书长,广东省电化教育馆资源建设项目指导专家，2012年起担任

全国中小学教师微课大赛评委，现任职于广东省佛山市教育局电教站（信

息中心）。专注于区域教育信息资源建设与应用、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

合研究、微课等领域的实践与研究。

  胡铁生

【摘 要】微课已成为当前我国教育信息化资源建设的重点和热点。本文以国内最

早系统开展区域性微课建设实践和应用研究的地区——佛山市为例，总结了其微课建设

的主要做法、创新机制和措施，并指出了微课开发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对于推进我国教

育信息化的深入持续发展和其他区域微课的建设具有较大借鉴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区域；微课；共建共享；机制；经验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671-7384（2013）04-0019-04

信息化资源建设与共享是科学推进教育信

息化加速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和关键环节。在我

国开展教育信息化建设十多年的进程中，区域

教育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应用一直是各地教育信

息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和绩效评价指标。当

前，区域教育信息资源无论在数量、类型，还

是内容、形式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

也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甚至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中，最集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现有教育教学

资源的整体质量不高，优质教育教学资源仍然

难以满足广大师生教育教学的实际应用需求。

一线教师普遍感到真正适用、实用、好用的优

质教学资源依然匮乏，以至于发出“我们每天

都生活在信息的海洋中，却无时不在感受知识

（优质资源）缺乏的饥渴”的感叹。

为了改变这种资源建设和应用的现状，推

进教育信息化的内涵发展，2010年11月佛山市

教育局首创了一种全新的信息化竞赛形式——

开展全市中小学教师优秀微课作品征集评审活

动，各级学校和广大教师对微课这种全新的资

源类型及其建设方式和应用模式表现出极大的

热情和兴趣，并积极参与了此项活动。首届活

动共征集到1700多节规范优质的教师微课参赛

作品，内容覆盖了小学、初中和高中各学科的

教学重点、难点和特色内容，微课的教学形式

丰富，类型多样，充分展示了广大教师课堂教

学中先进的教育理念、娴熟的课程整合能力、

扎实的教学功底和个性化的教学风采。“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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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一经推出，便成为第三届“佛山教育博

览会”上的一个亮点，获得了学生、教师和家

长的一致好评，省内外众多媒体纷纷对此进行

了宣传报道。2012年和2013年，佛山市又连续

举办了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市微课作品征集和应

用大赛，目前基本建成具有一定规模（超过

5000节，基本覆盖了中小学各学科的主要知识

内容）和区域特色（符合本地教材和学生学习

特点）的佛山市中小学微课学习资源库，并全

面开放，供教师和学生点播下载和交流应用，

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和社会效应。

在佛山微课的引领和示范带动下，全国

的中小学、中高职、电大系统、高等院校甚至

一些教育企业、培训机构也陆续开展了微课建

设，掀起了一股微课建设与应用研究的热潮。

区域性优质微课资源的开发

区域性微课资源的建设是一项投入较大、

周期较长、影响因素较多的复杂系统工程。

微课开发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资源技术开发过

程，还涉及微课的管理、培训、应用、评价、

机制等多个因素。只有将这些因素统筹考虑、

协调运行，才有可能建成一个优质的微课学习

资源库。区域性微课资源的建设一般要经过以

下几个主要环节。

1．前期需求调研

区域微课资源建设首先要做好前期需求调

研工作，重点了解区域原有资源的利用现状、

教师的资源需求及应用方式、学生的学习状

况、资源需求及应用方式等，为区域微课建设

内容的规划和平台功能的开发提供决策依据。

2．微课平台开发

微课平台是区域性微课资源建设、共享和

应用的基础，须由区域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开发

（而不主张学校或教师个人开发）。平台功能

要在满足微课资源日常建设、管理的基础上增

加便于用户应用、交流、评价和研究的功能模

块。形成集微课建设、管理、应用、评价和研

究的“一站式”服务环境。

3．微课内容规划

微课是以微视频为主要载体、基于某一

个“知识点”的资源组织和呈现方式，传统

的基于教材章节或单元课时的资源组织方式

和建设方式不再适用于微课了。因此，区域教

育行政部门必须首先做好微课建设内容的整体

规划（相当于建设蓝图），确定建设方案和进

程（确定建设的先后顺序、重点建设的学科微

课），形成建设技术规范和微课建设体系。各

学校或教师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有针对

性地选择建设，避免重复和无序开发。内容规

划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要按照新课程标准并结合

本地区使用的教材，组织教研员和一线学科专

家共同确定各学科各年级的“知识点谱系”，

在征求意见后统一发布，供学校和教师有针对

性地选择开发。

4．开展技术培训

微课是由多种资源构成的一种交互式、

情境化的网络学习环境。微课的开发需要用到

教学设计技术、视音频编辑技术、课件制作

技术、交互网页技术等多个开发技术。其中，

视频技术（包括拍摄、制作、编辑、合成、录

制、发布等）相对于制作课件（主要以PPT为
主）、教案和试题（均以Word编辑为主）来

说，其技术难度更大一些。因此，有必要对教

师开展微课设计（理论、观念、策略、方法、

模式等）及微课技术（重点是视频的拍摄、录

制、制作与编辑、上传发布等技术）的培训，

排除教师的开发微课的技术障碍。

5．组织微课建设

微课的制作是微课开发最为重要的一个

环节。其建设模式一般有“征集评审式”（通

过大赛活动面向一线教师征集优秀作品并进行

评比，对获奖作品颁发证书或奖品）和“项目

开发式”（面向学校、科组或研究机构，以项

目或课题研发的方法，承担某个学科、专题、

类型的微课建设，其优点是促进微课建设迈向

课程化、系列化、完整化，有利于学生学到完

整的微课知识体系）。微课制作阶段一般要经

过确定主题、微课设计、视频拍摄或录制、后

期加工、在线报送、审核发布、评价反馈等环

节，才能进入应用阶段。其核心建设流程如右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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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微课”资源建设流程图

6．共享、交流、应用

交流与应用是微课建设的目的，教师上

传的微课作品在共享应用过程中才能体现其价

值。要通过集中展播、专家点评和共享交流等

多种方式，向广大师生推荐、展示优秀获奖微

课作品；通过组织各种应用活动（公开课、研

讨会、教学大赛等）来促进师生广泛应用微

课，定期组织教师开展基于区域“微课库”的

观摩、学习、评课、反思、研讨等活动，引导

学生在课前和课后应用微课进行预习、自主学

习、探究学习，推进基于微课的校本研修、区

域网上教研、“翻转课堂”、混合学习等新模

式的探索研究。

值得说明的是，以上各环节并非单一的

线性关系，而是互相关联、互为条件、相互

促进的，都是优质微课资源建设与应用中重

要的环节。

区域性微课资源开发的思考

由于微课是一种全新的资源类型，它的设

计理念、建设策略、开发技术、应用方式等都

不同于传统的资源建设，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佛山市是国内最早开展区域性微课建设与应用

的地区，目前已举行了三届全市微课征集与教

学大赛，其核心的建设理念就是“让学生花最

短的时间学到最重要的内容”。而对教师的要

求就是“用最短的时间把一个知识点讲清讲

透”。佛山市微课的建设经验、措施和做法具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微课建设（含大赛）要有时间保障。因

为微课的开发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包括选

定主题、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制作加工、微

课上传发布等“建设”环节，还要包括微课展

播、推广交流、教学应用、学习应用、评价反

馈等“应用”环节；每一个微课的制作过程，

就相当于一个微型课题的研究过程。因此，必

须留有充足的时间（一般要3~5个月甚至更长的

时间）才能保证其质量。

2．重视对教师的微课设计指导与技术培

训工作。微课的设计是微课开发的首要工作，

是决定一个微课作品质量的重要指标。在大赛

或建设活动大规模开始之前，就要聘请教育技

术专家、学科专家开设现场微课设计与制作培

训班；利用网络开展微课在线培训（提供技术

帮助文档、录制培训视频、设立论坛交流、QQ
群答疑、开通免费热线电话咨询等）；同时，

还要提供多种制作方式供教师有针对性地选择

（不同的技术水平者、不同学科教师根据教学

内容的最佳传递方式来合理选择，并提供开发

建议，借助可汗学院的经验），提供微课范例

和微课的开发软件工具。为教师提供全方位的

技术支持与帮助服务。

3．充分发挥微课评审指标体系的引导和

评价作用。在开展区域微课建设（大赛）时，

要同步发布大赛指南和微课作品评价标准。

这样教师在设计开发时就能对选题依据、技术

规范、活动流程和评审指标有个全面了解，做

到有针对性、有目的性地开发而不至于偏离方

向，这样容易达到活动预期的效果。

4．合理规划与引导区域微课建设，避免重

复建设和无序开发。一定要先公布各学科的知

识点微课建设体系，供教师有选择地开发；同

时，对上一年已建成的知识点微课，不主张或

不组织学校再次开发，鼓励教师开发尚未开发



22

本期策划 www.itedu.org.cn
FOCUS

的学科、单元或知识点内容，这样可以尽量扩

大微课的覆盖范围，把有限的人力、物力引导

到关键性知识点课程上，而不必重复开发，并

在政策（文件通知）中规定，重复开发的（如

开发与已有的课程章节或相同的知识点内容

的）微课不能参与评奖。

5．采取征集评审式和专业拍摄式相结合的

微课开发策略。征集评审式是指教育局每年开

展微课竞赛、活动等多种形式，从基层征集作

品到市微课平台。其优势是征集的数量较多，

涉及教师和学科的面较广，但存在制作质量不

高的问题。为制作一批精品优质的示范微课，

佛山市教育局是以项目形式外包，聘请拍摄制

作公司和教育教学专家，从全市范围内挑选

1000位各级名教师、学科骨干教师到专业演播

室拍摄，专业公司从教师微课的设计、资源准

备、现场拍摄、后期加工、共享发布等环节，

进行专业指导和操作。为鼓励名师积极拍摄，

佛山市教育局为拍摄教师提供继续教育学时学

分、免费赠送自己教学的精美DVD光盘，并对

所拍摄的微课进行评比评奖。教师参与微课拍

摄与应用的积极性非常高。

6．开发“一站式”微课平台。佛山市教育

局与专业软件企业合作开发了国内先进的微课

管理与应用平台。平台功能可满足教师的微课

选题、在线设计、作品报送、作品管理、微课

发布、交流展播、互动评价、教学应用、课题

研究等多方面的需求。教师只需实名注册后，

微课的建设、管理、应用、评比、研究等工作

都可“一站式”完成。

7．创新评审奖励机制。奖励机制是微课

建设与竞赛活动的有效激励机制之一。一是评

审方式采用分布式专家在线评审和大众用户评

审（根据浏览量、下载量、星级评价和留言反

馈等指标），使评审结果更客观、公正、公

开；二是在奖励机制上，在原来只对优秀微课

作品的学科教师个人进行奖励基础上，为了鼓

励教师团队合作开发高质量的微课，还对优秀

微课作品获得市二等奖以上的教师团队（如微

课设计者、课件制作者、视频拍摄者、教学实

施者、撰写应用案例报告者等）进行集体表彰

（把微课当成一个“微课题”研究成果来表

彰）；对于积极参与或组织微课开发的单位设

立最佳组织奖；为鼓励优秀微课的创新与发

展，佛山市微课建设在奖项设计上还借鉴奥斯

卡电影的设置，从获得一等奖的微课作品中再

评出一批最佳设计奖、最佳拍摄奖、最佳编辑

奖、最佳效果奖、最佳人气奖等，广受教师的

欢迎。

8．利用课题研究引领微课的建设和应用的

可持续发展。组织教师开展微课的建设与应用

研究，为学校或教师个人的微课研究提供优先

立项和资金支持。2012年，佛山市教育局申报

了全国教育信息技术研究“十二五”规划重点

课题《中小学微课学习资源的设计开发与应用

研究》并获立项。该课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

子课题申报活动，目前全国各地包括高校、中

小学、特殊教育、幼儿园在内共申报立项了40
多个子课题，涵盖了微课设计、开发、应用研

究的各个方面，有力地推进了微课建设与应用

的深入发展。

本文为全国教育信息技术研究“十二五”

规划2012年度重点课题“中小学微课学习

资源的设计、开发与应用研究”(立项号：

123620577)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佛山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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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秉健，广东韶关市教育局

教研室小学英语教研员，副高级职

称，现代教育技术专业教育硕士。

韶关市首批小学英语学科带头人；

广东教育学会网络教育专业委员会

常务理事。曾参与教育部十五重

点课题《信息时代的学习理论与实

践》的研究，引领学生与世界上近

20个国家的小学生进行过各种专题

的网络协作学习。

国外微课资源开发和应用案例剖析

  吴秉健

【摘 要】本文通过对国外微课视频资源的开发和应用文献进行研读，聚焦学习资

源和学习环境建构所需的增强实境、自然用户界面、实现语义互联应用、对21世纪学习

技能的评价，分别对英国教师电视网站视频库、美国中小学微课视频维基资源库和英语

学科微课视频库的开发和应用进行了研究综述，将微课视频的开发和应用的目标、内

容、技术特点和相关的案例效果等进行了横向的比较。最后阐述了国外微课视频资源开

发和应用的策略对国内开发和应用带来的启示。

【关键词】增强实境；微课视频；视频维基；翻转学习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B  

【论文编号】1671-7384（2013）04-0023-04

根据美国新媒体联盟2012年地平线报告对未来中小学教

育技术发展和应用趋势的展望分析，学习环境和学习资源的

建构需要增强实境、自然用户界面、实现语义互联应用、关

注对21世纪学习技能的评价。本文在对国外视频教学资源的

开发和应用文献进行研究时，分别选取了英美两国的三种微

课视频研究进行综述，力图为我国中小学微课视频资源的开

发和应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英国教师电视网站视频库

英国教师电视网站（Teachers TV，TTV，http://
www.teachers.tv）的微课视频资源建设从2004年开

播以来至2011年4月被迫关闭，经历了7年时间。英

国教师电视网站视频库中的微课视频资源应用和推

广远超预期目标，只是后来视频资源服务器无法承

受来自全世界范围的众多教师、家长和学生的巨大

访问量，其点击率曾一度超过了586万人次，加上近

年来英国也面临金融危机，无奈之下英国教育部将

那些由政府出资开发的3500个精品微课视频通过签

约的方式转让给了国内的其他网络运营商，如TES
网站，并要求其继续免费给教师开放使用。

1 .微课视频的目标：由英国学校与家庭部

（Department for Children, Schools and Families 
DCSF）全额资助，但是视频内容的编辑完全是独立

的。2004年创办时就规划用5年时间帮助学龄儿童和

吴秉健老师博客   
请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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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学生提高他们的学习，当时的策略基于利用好教

师教学以外的时间，投入更多的时间用于教学设计研究

促进他们的专业发展（Agnes McMahon，2008）。

2.微课视频的内容：微课内容涵盖了英国中小学和

幼儿园的所有课程，每段视频长度一般在20分钟左右，

而且视频的中间或开头结尾部分通常会穿插教育研究者

或管理者与教师的随机访谈视频，课堂实境教学内容10
分钟左右。英国各地课堂教学改革或学校教育管理改革

的时讯专题节目（长度10~15分钟）也会定期通过该网站

播放，然后收录到网站视频库，从预告到发布，最后到

入库成为常态。

3.微课视频的用途：能帮助教师拓宽教学技能，深

化教学实践，通过资源能帮助教师联系更多的同行。视

频资源的开发深入了学校、深入了课堂。这些视频资源

能帮助教师节省时间并获取一些实用性的建议、教学思

想和课堂资源。 
4. 微课视频网站的七大愿景：（1）在教学技能、

教学管理和教学引领方面承担有目的性的培训。（2）分

享彼此的实践经验，传递先进的教学思想。（3）提供实

践指导思想以便帮助教师在节省时间的同时，提高教学

质量。（4）为广大教师提供课堂教学资源。（5）鼓励

通过与时俱进地传递教育改革新闻和教学信息并走向专

业化。（6）引导广大教师利用好其他的网络教学资源。

（7）为广大教师建立志同道合的网络社群。

5. 微课视频的开发原则：（1) 在展示近期教师专业

发展的时候，遵循视频证据的重要性。（2) 直观记录教

学方法对课堂产生的影响要比教师对教学行为的文字描

述更加有效。（3) 重点记录学习的发生情境，鼓励观众

聚焦学生和他们的学习结果。（4) 对有需求的辅助资源

提供恰当的综合描述。

6. 绩效的考核指标：（1)达标率：微课视频资源受

众面百分比以至少每月连续观看5分钟以上，观众数量以

每月连续观看5分钟以上来计算。（2)忠诚度：视频观众

的百分比每月至少连续观看5分钟和每月观看30分钟（不

需要连续观看）来计算。（3)互动性：关注特定用户，

以及视频下载的文件总数和流量需要超过一个月。（4)
适用性：运用于本校课堂或满足培训要求的视频节目。

（5)用时合理：要评定上个月教师观众的学习平均分，

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对频道视频的用时是否合理。（6)
易用性：公开视频发布的时间表，容易发现网站资源。

评价量化目标要与视频评价绩效管理模式和评价指标相

对比。

7. 微课视频对教学实践的影响：视频访问量的统计

从开办的第二年9月单月访问量56837人次上升到第三年

7月的单月访问量116099人次，访问量早已实现了翻倍。

开通第三年有2%的班主任认为这些资源对他们的教学实

践很重要；29%的教师认为有一些效果；37%的教师认

为对他们的教学能力和岗位绩效有效；54%的人认为相

当受鼓舞。 

基于维基管理功能的微课视频应用

美国密西西比西北社区基金会  ( C o m m u n i t y 
Foundation of Northwest Mississippi) 属于非营利性的学

术机构，总部位于美国中南部地区。2008年由乔•托马斯

(Joe Thomas)博士带领的视频编辑团队创办了基于维基功

能的视频资源库“观看知道学习”（WatchKnowLearn， 
http://www.watchknowlearn.org/ ）。他们的工作重点是

根据学生用户的多样性推荐视频，全体编辑拥有强烈的

责任感要给用户提供最优质的素质教育。为实现这个目

标，邀请教师或教育工作者推荐能被收录至目录的视

频，然后采用维基框架和理念，对那些视频进行审核和

批准，进行恰当分类。这些视频是从互联网上找到的最

优质的视频，涵盖中小学（3~18 岁）的所有教育主题，

而且儿童观看绝对安全。

1. 视频库目标：打造一个世界顶级的在线中小学

教学视频库，这些在线视频的域名可供教育者储存、分

类和最佳等级评分。确保这些服务是免费的，以便于教

师、家长和学生在世界任何地点能存取与使用。

2. 视频库内容：已收录超过 5万个教育视频，整理

成一个包含 5千多个类别的目录。授课教师和在家学习

的学生无需任何注册费用，就可以自由浏览视频目录，

按照科目和年龄进行搜索。为确保效用，视频标题、说

明、年龄段和评分得到编辑。网站不拍摄视频，而是在

教师的指导下广泛邀请教育专业团队人员采用维基系统

来管理那些优质的微课视频，将优质微课视频的链接提

供给世界各地的教师和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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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视频库的发展：2008年美国维基百科的共同创始

人之一拉里•桑格（Larry Sanger）博士设计和发起成立

一间新型的教育视频图书馆，通过维基理念让教学实践

中的教师集体管理这间网络在线视频图书馆。桑格博士

2009年担任了该视频图书馆的执行主管，2年后，该项目

转由托马斯博士负责。此外，该项目也吸收了有影响力

的哈佛学者Lawrence Lessig和 Chris Dede给在线学习资源

注入了学术的生命力。

4.课堂教师自己做主：（1）视频（由群组或个人）

共同管理，为学校学生提供视频学习。（2）视频库可以

提供个性化子域名称，与博客和维基服务类似。（3）教

师个性化维基视频管理可以展现个性化的徽标图。（4）
教师可以选用学校特定颜色和视频的皮肤。（5）教师

个性化选用的视频目录，使用权限可对内或对外开放。

（6）教师可以将新的视频嵌入自己的课堂中并加到自己

的视频目录中，展现众人受益的维基之道。（7）正如教

师自己在使用的视频文件一样，在导入视频的时候，记

得加入标题和描述。

英语学科专业微课视频应用研究

美国“英语中心”（EnglishCentral，简称EC）视

频网站创始人施瓦茨（Schwartz）在2008年创建了“英

语中心”英语学习视频内容库。9000多个地道的和特别

制作的视频提供最新最全的内容。以内容为基础的沉浸

式语言学习：看学说（WatchLearnSpeak，http://www.
englishcentral.com ）学生不仅可以把英语作为一门语言

来学习，也可以将英语分为专题来学习。通过初、中、

高三个级别来选择课程目录。如“沟通技能”，“演讲

技能”，还有专门的“发音课程”和“词汇课程”。 

1.视频目标：对英语阅读、听力、口语、语法、写

作和发音纠错等学习过程进行整合和指导。

2.技术特点：视频还采用了计算机自适应、时间间

隔学习系统，可以追踪每一个从看单个视频到成功掌握

的学习过程。

3.应用策略：只要设置一个“课程页面”，教师就

可以规划自己的班级，个性化设置学生的学习内容；教

师可以收听学生的录音和跟踪他们的学习进度，下载并

打印班级报告。微课视频应用途径：（1）将微课视频与

现行的课程（教科书的内容）进行整合；（2）将微课

视频与在线学习内容进行整合（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3）将微课视频资源与教学内容的复习巩固进行整合。

首先，技术创新体现在视频字幕播放和词汇释义可以同

时进行，甚至语音拼读包括音节和音素呈现可以实现同

步；其次，以视频为基础的词汇训练可以提高语言课的

考试分数，以及利用独特的互动语音评价技术提高口语

流利程度和发音反馈进行跟踪式评价。学习内容拥有超

过2万个中心词。利用 “上下文” 学习，使用户能够看

到单词在真实视频剪辑的多个实例（搭配）。根据视频

和字幕提示可以进行配音，支持英语听、说、读、写和

测试过程。最后可以进入视频博客社区交流，网络研讨

会分享其他学校的成功教学经验。资源绩效评价量规值

得儿童、青少年甚至成人学习者参考（如表1）。

微课视频资源开发和应用的启示和建议
1. 启示

微课视频资源的开发和应用从开始贯彻政府教育政

策为切入口，逐渐由政府投入过渡到学术机构和专家团队

的自主创新引领应用。通过辐射带动社会公益资金的投

维度 没有满足
4分

部分满足
6分

完全满足
8分

超越
10分

观看(Watch) 观看了一些视频 观看过视频会说出一些
视频内容

观看后而且会说出许
多微课视频

观看过许多微课视频之后，也能说出许多
未公布或定制的视频。

学习(Learn) 没学到许多单词 学习了一些单词,完成了
一些测验

做完全部的相关测验,
学会了所有单词

做完相关测验，学会了所有单词，也会通
过其他微课视频学会新单词。

说(Speak) 低分层 有公平的排名得分 得高分 得高分而且不断积累

努力(Effort) 在线微课视频学习努力不够 学习努力，但是兴趣或
动机不能持续

很强烈的学习动机,在
线学习更加努力

最佳学习动机和努力程度

项目

表1 基于微课视频的英语学习评价量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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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基于维基功能的微课视频库共享管理机制最后向多元

化、学科化的发展方向找到了未来的出路（如表2）。

2. 建议

如果教师把对微课视频资源的开发和应用行动放到

实践性活动场域中，那么，对教师教育和专业发展的研

究就能够寻找到最理想的着陆场。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做过有关教师教育和教师信念的测量，测量量表值得教

师参考和借鉴，或许能寻找到自己切实可行的研究路线

图（如表3）。

当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能借用网络微课视

频资源将优秀教师从繁重的课堂教学中解放出来的时候，

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师生关系。要让学生体会到技术除了

打字、发送信息之外，它也能使学习过程变成更具意外发

现的学习、敞开大门的即时的学习、“揭秘式”的学习。

视频是增强实境的学习资源，也有利于学习环境的创设，

比较容易实现自然用户界面、实现语义互联的应用。教师

在关注学生21世纪学习技能评价的同时，也在促进自己的

专业发展和提振自己的教师信念。

语境/测量 得1分 得2分 得3分 得4分 得5分

◆观察
◆视频/音频
◆评价绩效
◆档案评价
◆知识测试

◆教学情境描述
◆对假设情境的反应
◆教师日志
◆小插图
◆语义地图

◆访谈

◆问卷

◆调查

研究报告
◆创新如何影响教学
◆信念如何影响教学

有关文件分析
◆课程材料
◆评价
◆教案
◆内部标准对照外部标准

← － －－ － 纵向方法 － － －－ →

接 近 结 果     ←－－－－－－－ －→        远 离 结 果

学生

项目

课堂

表3  对教师教育和教育信念影响的测量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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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微课视频开发和应用的横向比较

类型 英国教师电视微课视频库开发和应用
(Teacher’s TV)

基于维基功能的微课视频整合应用
（WatchKnowLearn）

英语专业学科微课视频应用(EnglishCentral)

视频目标

基于政府的教育命题目标规划用5年时
间帮助中小学学生提高学习成绩，促进
教师的专业发展。

基于对学习资源安全性考虑要被全球学
校信赖为目标打造世界顶级中小学在线
教学视频库，通过分类等级评分，促进
应用。

基于对英语学习增强实境，实现语义互联为目
标通过浏览视频库和课程目录，对英语听说读
写学习过程进行整合和指导，提升英语学习的
效果。

视频内容
包括学校教学管理和学科教学内容。帮
助学校的教学工作者拓宽教师们的教学
技能，深化他们的教学实践。

视频涵盖（3~18 岁）学生的所有教育
主题。收录超过5万个教育视频，含5千
多个应用目录

拥有超过2万个中心词，系统利用“上下文” 
使用户能够看到单词在真实视频剪辑中的多个
实例（搭配）。

视频技术

采用电视和网站进行实时和非实时播
放，从预告到发布，最后到入库成为常
态。这些资源能帮助教师联系更多的同
行。

采用维基框架和理念，邀请教师推荐能
被收录至目录的视频，进行审核和批准
并恰当分类。可以实现用户自主地浏
览。

采用计算机自适应，时间间隔学习系统，可追
踪每一个从看单个视频到成功掌握的学习过
程。教师可以收听学生的录音和跟踪他们的学
习进度。

应用效果
帮助教师节省了时间并获取一些实用性
的建议、教学思想和课堂资源。54%的
人认为相当受鼓舞。

视频内容的安全性和质量受到学校欢
迎，是eSchoolMedia杂志读者评出的
2012年获奖的50个网站之一。

微课视频在日本新泻青陵大学英语课前在线翻
转学习活动中，10大自主学习网站，微课视频
网站满意度最高。

维度

（作者单位：广东韶关市教育局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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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学习理论及其教学意义

  林立甲

【摘 要】本文在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的框架下对多媒体学习的相关概念进行了描述。在此

基础上，本文从三个假定和三类认知加工对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总结。三个

假定即双通道假定、有限容量假定和主动加工假定；三类认知加工即外在认知加工、内在认知加

工和必要认知加工。以这些内部认知过程为出发点，本文介绍了与多媒体学习环境相关的三个教

学原理——多媒体原理、视觉线索原理和通道原理，以此来指导教学设计和教育实践。本文最后

指出了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为今后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指明方向。

【关键词】 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多媒体学习环境；教学设计；学习；认知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671-7384（2013）04-0027-05

关于多媒体学习的一些概念

对于什么是多媒体，许多国内外的学者、科研人

员都已经下了很多定义。在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很多

人在使用智能手机发微博，在地铁上使用平板电脑看文

件，他们对多媒体也有自己的理解和定义。鉴于此，本

文中我们谈到的多媒体，将是一个大概念，即通过文字

和图像共同来呈现信息。这里提到的文字，是指那些以

言语方式传递的信息，它可以是打印在传统纸质媒介上

的，也可以是呈现在显示屏幕上的文本文字，更可以是

口头的文字，比如在计算机学习环境中播放事先录制好

的教学音频；这里提到的图像，可以是静态的插画、插

图和照片，也可以是动态的动画或者视频。这样，通过

多种呈现方式，共同传递教学信息的学习方式，就是多

媒体学习。

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

外部信息以多媒体的形式呈现，符合人的认知建

构。目前，对于“人脑如何处理信息”这个问题的认

识，相关领域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主要是从信息加工的角

度来回答的。Paivio (1971、1986) 提出了著名的双编码

理论。他认为，人的大脑中存在两个独立的信息处理

系统，其中一个系统处理视觉信息，另一个系统处理听

觉信息。Baddeley (1986) 将这一思想融入他的工作记忆

模型中，提出人的工作记忆中有两个通道：其中一个是

“言语环路”，主要处理言语信息；另一个是“视觉空

间展板”，主要处理视觉图像信息。

综合之前的理论，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

授Richard Mayer (2005) 提出了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

(cognitive theory of multimedia learning)，将人内部的学

习认知和人外部的多媒体教学呈现方式联系起来。该理

论的核心是三个假定—— 双通道假定、有限容量假定和

主动加工假定。

1. 双通道假定

双通道假定认为，人的信息处理系统包含两个分开

的信息处理通道：听觉/言语通道和视觉/图像通道。当

人的眼睛看到了诸如插画、动画、视频或者计算机屏幕

上的文字时，人的视觉通道就开始处理这些信息；当人

的耳朵听到诸如教学录音或者是非言语的声音时，人的

听觉通道就开始处理这类信息。

对于各通道处理什么形式的信息，目前主要有两

种观点：信息呈现模式和感官模式。信息呈现模式将信

息按照言语和非言语两种呈现的形式进行区分，进而认

为，人的信息处理通道分为专门处理口头或者书面文字

的言语通道以及专门处理图片、视频、动画或者背景音

乐的非言语通道。这种分类方法和Paivio (1986) 提出的

双编码理论中有关言语系统和非言语系统的观点几乎一

致。感官模式是依据人在最初接受和处理信息的时候所

使用的感官来区分双通道的。从这个角度，双通道分为

眼睛所对应的视觉通道和耳朵所对应的听觉通道。视觉

通道处理图片、视频、动画、计算机屏幕上的文字或者

印刷文字，而听觉通道处理口头的文字录音或者背景音

乐。Mayer (2005) 的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所融入的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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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论，采用了感官模式，即认为人通过视觉通道和听

觉通道来共同处理信息。

学习者可以主动地将进入一个通道的信息转化为

可以被另一个通道所处理的表征。例如，呈现在计算机

屏幕上的文字本是经视觉通道处理的。但是，一个有经

验的阅读者可以主动地将这些进入视觉通道的信息转化

为声音，从而使所有或者部分信息转到听觉通道处理。

当他看到计算机屏幕上呈现的文字“大年夜的鞭炮声震

耳欲聋”时，如果他有过这样的经历，他可能就会想起

大年夜放鞭炮的场景，其中包括放鞭炮的声音。同样道

理，进入人的听觉通道的信息也可能被全部或者部分转

移到视觉通道。例如，当某学习者听到某录音“制作完

成的鞭炮，只要点燃导线引爆，就会发出很大的声音”

时，如果他有过放鞭炮的经历，那么，他/她就会想起放

鞭炮的图像，从而将相关听觉信息全部或者部分转化为

可由视觉通道处理的视觉信息。

2. 有限容量假定

在漫长的心理学研究中，很多研究都指出，很多

理论也都认同“人的认知资源有限”这一观点。Miller 
(1956) 的研究发现，人只能在几秒钟之内保存7 ± 2个
信息单位。Baddeley (1986) 在他对人的工作记忆研究中

也指出，人的工作记忆容量有限。很多研究人员采用的

研究范式是给参与实验的人一系列数字，然后在拿走这

些数字的情况下，要求这些人复述刚才的那些数字，

以此来测量人的工作记忆容量（也叫工作记忆负荷）。

认知负荷理论(Sweller, 1994; Sweller, van Merrienboer, & 
Paas, 1998)将某项任务需要的工作记忆负荷叫做认知负

荷。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继承了心理学以及认知科学

领域相关的结论，认为人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在

处理信息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瓶颈。另外，多媒体学习

认知理论也继承了当代心理学领域对人的记忆结构的认

识，即人的记忆分为三级——感觉记忆、工作记忆和长

时记忆。在利用多媒体学习时，各种方式呈现的教学信

息通过人的眼睛和耳朵短暂地登记在感觉记忆中，通过

人的意识的调控选择性地注意其中的部分信息，进入工

作记忆中进行复述或者组织整合，最后存储于长时记忆

中。

有限容量这一假定的意义在于，具体到多媒体学习

环境中的学习和教学，应该有效合理地分配和使用人的

认知资源，引导人注意与学习有关的学习材料，在学习

内容呈现上要符合人的认知建构。

3. 主动加工假定

第三个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的假定认为，为了对过

去经验建构心理表征，人不是像往火鸡的肚子里填香料

那样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积极主动地进行认知加工活

动。这些活动包括选择性注意、组织新进来的信息以及

将新进来的信息与已有信息融合。

Mayer (2005) 将学习的结果分成两类：记忆和理

解。记忆是指人能够回忆、辨认和识别过去呈现的学习

材料或者信息的能力。这类学习需要用保持性测验来

测量。例如，学习者阅读了一篇课文，然后他们被要

求写下所有他们记得的有关那篇课文的内容——这是回

忆。如果使用判断题或者选择题，要求学习者识别出刚

才他们阅读过的课文中出现的内容，那么这就是测量他

们辨别学习过的内容的能力，这本质上也是记忆类型的

学习。理解是对呈现的教学内容（例如，通过多媒体呈

现的学习材料）建构连贯的心理表征的能力。这种能力

可以使学习者在一个新的情境中应用所学到的知识。这

类学习可以用迁移性测验来测量。在这类测验中，学习

者将面对一些新的情境。他们需要将学过的知识进行迁

移，才能解决问题。Mayer认为，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

的主要目标就是促进理解，同时促进记忆。

对应于记忆和理解两类学习的结果，有两种类型的

学习：被动学习和主动学习。被动学习强调识记，学习

者被看成是一个容器，教学的目标就是将信息放入这个

容器中。这样的学习造成的结果是，就算学习者有大量

的知识，他们所具有的知识都是支离破碎的。多媒体学

习认知理论所描述的学习是积极、主动的学习，所体现

的学习认知过程是学习者积极主动地处理和加工新的信

息（新知识），建构连贯的心理表征的过程。

Mayer (2001) 提出，主动加工和学习的过程包含三

个核心的认知过程：选择相关的材料、组织被选择的

材料以及将这些被选择的材料与已有知识进行整合。

在基于计算机的多媒体学习环境中，当学习者注意到了

呈现的学习材料中恰当的文字和图像信息时，第一个认

知过程——选择相关的材料就发生了。这里说的恰当的

文字和图像，是指和学习有关的信息，例如，在学习

“人的心脏血液循环”这个内容的时候，解释这个教学

内容的动画就是和学习有关的信息，而在计算机屏幕上

飞来飞去的制作公司的标志就是和学习无关的动画。选

择相关的材料的认知过程，是将教学信息从人的外部带

到人的内部的过程，主要是通过人有意识的选择性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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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的。组织被选择的材料发生在人的认知系统的工作

记忆中。在工作记忆中，从外部进入人认知系统的信息

根据元素之间的关系被组织成五种结构：过程、比较、

普遍化、列举和分类(Chambliss & Calfee, 1998; Cook & 
Mayer, 1988)。整合所选取的信息与已有知识的过程是

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联系。这个过程包含对存储在尝试记

忆中的先备知识（即学习者已有的知识）的激活过程以

及将这些激活的知识输送到工作记忆的过程。

4. 三类认知加工

Mayer和Moreno(2003) 以及DeLeeuw和Mayer (2008)
提出，多媒体学习中有三类认知加工：外在认知加工

(extraneous cognitive processing)、内在认知加工(intrinsic 
cognitive processing)和必要认知加工(essential cognitive 
processing)。外在认知加工指的是学习者所进行的认知

加工与学习无关。例如，学习者面对一个界面复杂的多

媒体学习环境，他/她花费很多时间进行视觉搜索，寻找

学习环境的控制按钮和导航按钮；抑或者他/她耗费了很

多认知资源在复杂的教学动画中寻找与听到的教学录音

相关的视觉元素。这些活动与学习无关，学习者参与这

些认知活动就属于外在认知加工。内在认知加工指的是

学习者投入到理解学习内容所需的认知活动。这类认知

活动复杂与否取决于学习内容本身。因此，一旦学习内

容与学习目标确定，内在认知加工所需的认知资源就确

定了。必要认知加工是指学习者进行深入的认知加工，

例如在大脑中对学习内容进行重新组织，激活已有的知

识，并对两部分信息进行整合。必要认知加工是学习发

生的核心过程。因此，教学设计，特别是基于计算机的

多媒体学习环境设计，应该尽可能降低外在认知加工，

并尽可能促进必要认知加工。

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中的三类认知加工的概念，与

认知负荷理论中的三类认知负荷——外在认知负荷、内

在认知负荷和关联认知负荷——概念很相似。二者都认

为人的认知系统存在瓶颈，人的认知系统有三级，即感

觉记忆、工作记忆和长时记忆。但是，与多媒体学习认

知理论不同，认知负荷理论并没有特别指出在多媒体学

习环境中怎样进行有效的教学设计来促进学习和认知。

当代心理学认为，人不能处理所有登记在感觉存

储器中的信息（或者说，人不能处理所有存储在感觉记

忆中的信息），人的认知系统存在瓶颈——工作记忆的

容量有限。因此，在此基础上，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指

出，三类认知加工所消耗的认知资源的总和不能逾越人

的认知瓶颈，这就需要合适的、有效的教学设计来优化

教学信息在多媒体学习环境中的呈现方式。

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的教学意义

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一方面继承了心理学领域的研

究成果，特别是当代认知心理学的理论模型，另一方面

又将认知与教学结合起来，以此来指导教育实践和教学

实践。该理论结合时代发展的特点，在基于计算机的多

媒体学习环境中阐述认知、学习和教学的关系，并通过

几十年在实验室和学校中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一系列指

导教学设计的学习与教学原理。需要指出的是，认知负

荷理论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教学原理来指导教学设计。这

些教学原理也适用于多媒体学习环境。在这里，本文选

取了三个最能突出多媒体学习的教学原理。

1. 多媒体原理(multimedia principle)
简单来讲，多媒体原理就是相比仅仅从文字中学

习，人能够从图片和文字中进行更为深入的学习(Mayer, 
2005)。从理论模型的角度来看，尽管有的心理学家和

研究人员认为，人的认知系统中一个通道处理视觉信

息，另一个通道处理听觉信息；而另外一些心理学家和

研究人员认为，人的两个信息处理通道一个处理言语信

息，另一个处理非言语信息。但是大多数当代心理学的

理论家和研究人员的共识是，人处理信息采用双通道模

式，而不是单一的通道。这也在理论角度解释多媒体很

大程度上要比单一媒体尤其是通过单一的文字，更能促

进学习。除了理论上的支持，Mayer和其他研究人员也

进行了一系列实验(Mayer & Anderson, 1991, 1992; Mayer 
& Moreno, 1998; Mayer, Moreno, Boire, & Vagge, 1999; 
Mayer, Steinhoff, Bower, & Mars, 1995)，这些实验的结果

也支持了多媒体原理的有效性。

2. 视觉线索原理(visual cueing principle)
在多媒体学习环境中，视觉线索是一种用来引导

人注意力的、与内容无关的设备和手段。多媒体学习环

境中，学习者可能要面对一个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计算

机学习环境，因为他可能需要耗费大量的认知资源（如

时间和精力）来熟悉某个多媒体学习环境。这时候，如

果有一个学习代理人(pedagogical agent)能够引导学习者

熟悉学习环境并将他的注意力引导到与学习有关的视觉

元素上（如教学动画），那么就能有效地降低外在认知

加工，从而使学习者有更多的认知资源用于学习（必要

认知加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引导学习者注意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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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代理人就是一种视觉线索。当然，由于计算机技术的

提高，呈现给学习者的教学动画也有可能很复杂。同

时，学习者还要分配一部分认知资源去听解释教学内容

的录音。因此，学习者可能要在教学动画中进行大量的

视觉搜索，来寻找教学录音中提到的相关内容。这样的

视觉搜索活动与学习本身无关，因此，需要恰当的教学

设计来降低这样的认知活动。教学设计人员可以用相

关的计算机技术制作箭头，指向教学动画中的重要部

分，来引导学习者的注意力，从而减少他的视觉搜索活

动。在这里，箭头也是一种视觉线索。当然，视觉线索

还有其他的形式，例如，将教学动画中不重要的部分

亮度调暗，从而使重要的部分就像放在聚光灯下被突

出了出来。这种聚光灯的手段也是视觉线索的一种(de 
Koning，Tabbers，Rikers，& Paas，2007)。研究人员进

行了大量的有关视觉线索的研究，有的还采用了眼动技

术。大部分的这类实验(Atkinson, 2002; de Koning et al. 
2007,2010a, 2010b; Lin & Atkinson, 2011)结果表明，视觉

线索能够有效地引导人的注意力，减少视觉搜索活动，

从而促进在多媒体学习环境中的学习和认知。

3. 通道原理(modality principle)
通道原理是基于多媒体学习认知原理中的有限容

量假定和双通道假定的基础上提出的。该原理认为，在

多媒体学习环境中，教学信息应该尽量通过双通道来呈

现，例如，利用教学动画作为在视觉上呈现的教学信

息，利用教学录音来解释学习内容作为听觉上呈现的教

学信息，从而得以充分利用人的认知系统中的双通道。

教学设计应该尽量避免将所有的教学信息通过一个通道

来呈现。最常见的教学设计就是将所有的教学信息通过

视觉的方式呈现，从而导致视觉通道信息量过大而“超

负荷”。例如，用教学动画或者视频来解释人的心脏结

构以及血液循环的内容的同时，在教学动画或者视频的

旁边配以文字来解释相应的教学内容。在这种情况下，

学习者的视觉通道既要处理呈现在计算机屏幕上的文

字，又要处理复杂的教学动画或者逼真度极高的视频，

很可能造成视觉通道的“信息拥堵”，从而影响学习

效果。大量的实证实验(Brünken, Plass, & Leutner, 2004; 
2011; Low, & Sweller, 2005)也证明了双通道呈现的教学

信息对学习和认知的益处。

 

未来理论发展趋势

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未来的发展应该从两方面来

思考，一是以理论本身的局限性为出发点，二是以技术

的进步为出发点。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的局限性，一方

面是未能包含情感、动机等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都能

影响学习效果和认知加工的效果。例如，学习动机强的

学习者会倾向于将更多的认知资源用于学习；而学习动

机弱的学习者则会将相对较少的认知资源用于学习。再

比如，一个情绪悲伤的学习者，无论是否在多媒体学习

环境中，都可能无法将注意力集中于学习。因此，未来

的理论发展应该着重于向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中融入情

感、动机等方面的因素。事实上，一些研究人员在近年

来已经做出了一些尝试。例如Brünken, Plass和Moreno 
(2010), Moreno (2009)以及 Moreno和Mayer (2007)都在

现有的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中融入了情感、动机和元认

知的因素。但是，这个理论角度的实证实验并不多。而

且，由于Moreno在2010年不幸去世，这方面的理论创新

和延伸也几乎处于停滞。另一方面，多媒体学习认知理

论的提出以及实验研究伴随的是多媒体技术的出现和应

用。如今当移动技术已经深入我们生活，平板电脑、智

能手机越来越为大众所接受和使用，当三维游戏、虚拟

仿真技术（例如Google 眼镜）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生

活，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是否适用于这些新技术支持的

学习环境呢？这些问题还有待研究人员在将来的研究中

去回答。

总结

总的来说，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在当代心理学理论

和模型的基础上，将人的内部认知建构与人外部的多媒体

学习环境中的信息呈现相联系，从而在理论上和学科上促

进了心理学和教育技术的交叉。在实践层面，广大教师、

教学设计人员、教学开发人员以及其他教育工作者在进行

教学设计的过程中，不再需要仅凭自己的感觉或者经验，

而可以以经过几十年实验研究验证的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

为指导来进行教学设计和教育实践。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上海市教育发展基

金会“晨光计划”资助，项目编号12CG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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