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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多样，同时也融洽了师生关系，在未来的教学环境中

有着极为广阔的前景。

2、网络精品微课的基本特征

网络精品微课主要通过网络教学平台呈现，让学生

通过完整课程章节设计的学习，浓缩、高效地学习。一

堂设计精彩、制作精良的网络精品微课能够达到使学生

高效、充满乐趣地学习，既完成了深奥的理论学习也收

获了对问题的思考与感悟。目前，已经建设好的各级各

类网络精品微课的数量较多，其中有的是精品微课，也

有不少存在粗制滥造的情况。

衡量一堂网络精品微课的质量有很多维度，尤其是

从不同受众的认知、感受出发，衡量标准也有所不同。

从客观的角度总体来看，一堂精品微课至少应当具备以

下基本特征：（1）有教师精巧的课堂设计，突出问题

意识，明确要讲解与分析的问题，重点突出，具有针对

性，既要突出一堂微课的个性化设计，又要避免设计的

随意性；（2）时间不宜过长，适当运用除讲解以外不同

的呈现形式，具有吸引力和趣味性；（3）画面录制清

晰，配有字幕，有正规的封面和课程章节、讲解内容标

题等信息；（4）是教师自然、富有感情的讲解，而不是

通过提词器等方式机械性地照读。一堂精品微课具备了

以上几个基本特征，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教学价值了。

网络精品微课的设计思路和方法

优质的网络精品微课，是经过教师精心设计的，教

师在设计微课的过程中，首先要整理设计思路，明确课

程的设计需要达到怎样的教学效果，通过怎样的理论、

案例来巧妙地解决问题。而在设计的过程中，也需要运

用正确的方法，比如最好有文字讲稿，不要随意临场发

挥，再根据内容搜索相关的资料和制作精美PPT等具体

方法。教育的对象始终是学生，即使运用了现代信息技

术，但绝不能仅仅将技术视为简单的工具和手段，技术

从某种意义上，也能影响到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态度、情

感和价值选择，这也是网络精品微课在设计过程中需要

考虑的问题。

1、网络精品微课的设计思路

网络精品微课的总体设计思路，是希望通过丰富多

样的媒体资源形式来激活教材体系中的语言，以能够吸

引学生，让学生产生认同的形式将课本教学内容内化为

学生的认知与价值选择。要设计一堂优秀的网络精品微

课，我们注意的方面有很多，最基本的方面主要有：第

一，精品微课设计选题要具有典型性。内容上，教师在

教材体系的基础上设计合理的教学板块，可以是需要进

一步讲解的，也可以是补充讲解的，或者是可以拓展和

创新的内容，要在教材内容的基础上结合教学实际，具

有理论加实践的典型性的基本原则，能够通过微课的讲

授引导学生思考问题。第二，案例选取要与主题具有高

度契合性。通过选取恰当的案例，来诠释、印证所讲理

论，不能因为举例而举一些牵强附会的例子。第三，课

程设计应当小而精，具有独立性、示范性和完整性的特

点。微课的时间最好控制在15-20分钟左右，不宜过长，

每节内容有相对的独立性，又与其他章节配合，具有完

整性。第四，要对录制的环境和呈现出来的效果进行设

计，教师根据讲课内容选取一两个固定录制的环境，视

频录制要清晰明了，以达到审美上的良好视觉效果。

2、网络精品微课设计的原则和方法

网 络 精 品 微 课 在 选 题 设 计 和 制 作 的 过 程 中 ， 应 当

注意遵循几个方面的原则，以保证课程设计的政治性、

思想性、正确性。第一，不能脱离教材中给定的章节内

容，不能任意发挥，甚至脱离课程教学大纲，要具有正

确的政治性、思想性。第二，案例的选取必须来源于中

央级主流媒体，内容无争议，必须是传递正向价值的经

典案例或者最新案例，用于说明、阐释、印证所讲知识

和理论或技能点，[3]重点、详略分明。第三，微课讲授内

容必须具有教师的原创性，或对经典理论的阐释及再加

工，不能剽窃和抄袭他人学术成果和观点。第四，在设

计PPT的时候注意背景的选色要大方、清晰和简单。第

五，教师必须注重自己的仪容仪表和形象，衣着大方得

体，以确保微课的严肃性，语言恰当、准确、流畅、有

情感，语速不宜过快。

在遵循正确的设计原则的基础上，设计方法也要得

当，主要运用的设计方法有：第一，类比借鉴法，借鉴

本领域知名教师的教学设计，参考其设计特色。第二，

“ 核 心 问 题 ” 设 计 法 ， 聚 焦 学 科 知 识 ， 建 设 微 化 知 识

点，启发和引导学生掌握学科思维，围绕“核心问题”

进行深度思考。第三，优化教学流程，明确导入环节、

课程讲解、案例选择等内容的关联度和逻辑性，提倡课

程设计的“高阶性”和“创新性”。第四，建立合理高

效的考评体系，以真实、完整学习为导向的考评体系，

以 全 面 衡 量 和 掌 握 学 生 学 习 效 果 ， 针 对 学 生 反 馈 的 问

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4]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及时调

整教学策略。

网络精品微课的制作规范及其推广价值

在经过多次的录制实践后，形成了一定的经验，在

后期制作方面，对于字幕、封面、滤镜、镜头剪辑等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