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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人类可以便捷地借助信息技

术来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人们在教育中运

用现代信息技术也经历了从“起步”到“应用”到“深

度融合”的发展过程。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更多

地体现在常态化的课堂教学实践中，包括“教学内容选

择、内容呈现方式、教学手段升级、教学流程优化、教

与学关系重构等诸多方面”。[1]

微课是一种主题明确的微型化、信息化教学方式，

它以容量小、时间短、精致紧凑为主要特点，是一种具

有趣味性、情景化、可视化的数字资源，非常符合思政

课的实际教学需要。高校网络精品微课是由完整的教学

设计、内容、教学反馈、反思、考核等组成的一整套教

学体系，主要特点是互动性强，适应学生日常碎片化的

学习需要。高校网络微课的设计和制作依托信息技术手

段进步和发展，整个制作过程离不开技术人员的支撑。

许多高校在依托本校电教中心支持的同时，为了更好地

包装课程，需要借助专业制作公司剪辑、制作。因此，

优秀精品微课的制作必须要有明确的建设目标、路径和

方法。

网络精品微课的定位及基本特征

在信息化时代的思政课教育教学中，想要更好地增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成长，教师必须正视先进的信息化

教学手段的工具理性。网络精品微课是现代信息化社会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教师适应信息化时代发展特点，

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而开创的新型教学方式，也是

对未来教育发展方向的全新探索。[2]优秀的网络精品微课

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习自主性，让学生由被动

接受转为主动探索。要做出高质量的网络精品微课，必

须明确微课在课程教学中的定位和作用，明确一门优秀

的网络精品微课应当具备怎样的特征。

1、网络精品微课的定位及优势

高校教师在信息化教育时代背景下要不断探索推进

网络教学改革，提升课程实效性的方法和路径。在教学

改革与探索过程中，“微课”也是一种由教材体系向教

学体系转化的技术性路径探索，网络精品微课作为线下

课堂的核心观点凝练讲解、课后知识补充拓展的重要环

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微课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教

师出镜讲解的和教师不出镜只是由“白板+笔”，或者

“PPT+录屏软件”等形式，本文研究的网络精品微课是

指由教师出镜讲解的课程。此类网络精品微课区别于线

下集体课堂讲授的宽广性，其定位在于提升课堂教学的

吸引力、亲和力和针对性，在简短的时间内，设计出问

题意识突出，讲解有理论深度，又结合具体实践的精品

课程，以优秀的内容吸引学生更深入地学习。

网络精品微课的显著优势在于：融合知识、理论、

艺术、情感、技术等为一体，教学内容突出重点，形式

新颖、灵活，能够很好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穿插多种

多样的教学形式，打破传统教学方式，突出学生主体性

地位，在客观上通过课程设置的问题倒逼教师夯实基础

知识、提高教学水平、熟悉新媒体技术等。学生可以通

过各类慕课平台寻找自己喜欢的知名专家的精品微课进

行自主学习，也可以通过本校任课教师分享的自己录制

的微课完成课前预习与课后总结拓展学习。学习方式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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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的教育格局下，高校网络精品微课建设能够改变传统课堂教学模式，

丰富课堂教学形式，提高教学实效性，是目前比较受学生欢迎的教学模式之一。在研究

高校以往网络精品微课制作的基础上，从网络精品微课的定位、基本特征、设计思路和

方法、制作规范及其推广价值方面，系统介绍高校网络精品微课的建设路径与制作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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