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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互联网 + 教育”等新

兴的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日益加深，智能环境下的教

育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变革。《教育部信息化 2.0 计划》提出

“升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丰富职业教育学习资源

系统。”，“大力开发数字化教学资源，推动优质教学资源共建

共享，拓展学生学习空间，促进学生自主学习。”[1]而微课教学

正是高职教师能参与制作、实现共享的信息化教学资源之一，

也是促进教师个性化教学和提升信息化水平的重要途径。

微课（Microlecture），又名微课程，是相对常规课而言的

一种微小的课程，用于讲授单一知识点或突破某个教学问题[2]。

2011年佛山市教育局研究员胡铁生在国内率先提出“微课”的

概念，之后国内开始对微课的发展和研究[3]。2015年，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和高等教育出版社举办了第一届微课大赛，为大

量优秀的高校微课作品提供了展现和交流的平台。基于此，针

对微课的大数据研究也相应开展起来。虽然微课在历经“初步

形成-深化发展”阶段后于2014年进入收获期[4]，但因诸多因

素的影响，国内微课呈现形式较单一，制作技术也良莠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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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优秀微课作品的衡量也难以通过标准化的大赛要求一一

详尽，因此，基于高职高专微课作品评价的数据分析，对高职

院校微课制作而言，具有很好的指导价值和参考意义。

1  研究对象

本文通过人工摘录（大赛网页不能进行搜索引擎抓取）第

五届中国外语微课大赛所有高职高专参赛作品的评价语作为

研究对象。将所有微课评论进行整理，共统计出704条评论语。

2  研究步骤

2.1高频词统计与分析

将统计出 704 条评论语输入“清博在线词频统计”系统，

该系统自动对所有评论进行中文关键词提取和词频分析，其

词频分析结果如（图 1）：

该分析按照高频词的词性进行分类统计，从结果来看，分

词比较合理，只有动词中的“中的”不合适，其统计结果可采

纳。从名词高频词排名前三项可以看出，微课教学的核心是学

生（对象），教学内容（内容），视频（形式）；动词排名前三

项高频词前三名显示微课教学实施要注重学习、设计和讲解；

形容词高频词前3项表明微课各个方面首先要符合清晰、有重

图 1

图 2

点和高质（好）的标准。

2 .2 高频词搭配统

计与分析

基于该文本，以高

频词为搜索对象，利用

Word文档的“查找”功

能，对名词、动词和形

容词的首个高频词的搭

配又进行了归纳、整理

和 排 序 ， 数 据 统 计 如

（图 2）：

该分析结果进一步

展示微课大赛作品各个

维度中，评委最为关注

的微课作品细节。通过

对这些搭配词的分析，

可以总结出优秀微课的

几个特点：

2 . 2 . 1 以学生为中

心

微课首先要能激发

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

内容具有实际意义，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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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高职阶段学生的学情：学生的需求、学习基础、学习习惯、

学习能力。教学内容清晰、严谨、组织合理、精简、有难度、

符合高职学生的需要、易于学生理解和接受。微课讲解的语

言、语速、字幕的展现、字幕的字体，画面的呈现都应便于学

生理解，符合学生认知规律，便于学生思考和互动。因此，微

课教学不应盲目追求制作技术和素材的高、大、上，或内容和

语言的复杂和学术性、授课节奏的速度不宜过快。

2.2.2教学设计要目标明确、突出重难点、具有新颖性、逻

辑性、简洁性、完整性

微课需要在短短的 5-10 分钟内，通过音频、视频、动画

多种元素来讲授一个主题。因此，教学设计和都要有明确的教

学目标、授课环节应完整且简洁，讲解方式应逻辑清晰，由浅

入深，举例恰当，重点突出，教学有设问和有互动，练习。因

此，微课绝不是传统课程的录制，更不是播放PPT加旁白，它

更偏向于是一个有情节、有过程、有重点、有互动、信息更集

中、印象更深刻的“知识小电影”。高阶的微课设计更应该具

有故事情节和元素，设计有特色，符合认知规律，示例精炼，

讲解简洁明了，配有字幕。

2.2.3 微课视频要做到“外观”和“内在”双清晰

微课的外观就是它的图像、视频和声音，微课视频应画面

清晰、语音标准、声音清楚。同时，作为音视频的有效补充，

评价中 113 次提到了字幕，微课字幕应大小合适、字体易辨

识、声音和画面同步。微课的内在是微课的内容，微课元素

众多，声音和视频皆不可逆，混乱的教学设计无法完成传授

知识的使命。好的微课应该以目标为核心，以授课逻辑为主

线，有严谨的授课环节，以明确的思路进行讲解，结构和条

理都要清晰。

2.3负面评价的分析与统计

将评论语输入商业分析统计工具，进行评价语的情感分

析。统计发现，在 704 条评价中，仅 19 条属于完全负面的评

价，225 条属于中性评价，460 条属于正面评价。这 19 条负面

评价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微课视频不清楚、动画小，

背景噪音大，配音不清楚，视频时间太长或太短；2.未按照大

赛要求提交材料和文件；3.教学未能以学生为中心，教学重点

内容不明确，举例恰当，语言感染力不强；4.微课选题不合适，

选题与微课内容不相符；5.微课教学中有知识性，语言性错

误；因为大赛是实名制参与，处于礼貌和尊重的考虑，大赛评

语中的负面评价并不多。因而，评价中的这些问题，是参赛作

品问题中特别突出而且明显的问题，是需要在微课制作过程

中尤其要注意的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以及本人参与微课大赛，并获得第四届中

国外语微课大赛北京市一等奖的经历，对于微课制作步骤和

出现的问题，提出以下的建议供参考：

2.3.1 科学选题

并非所有的授课知识点都适合做成微课，微课选题适合

“微”而不“小”，内涵能深挖，外延可拓展，知识点不过于复

杂，趣味性又够浓。多看、多学、多分析获奖微课，能让脑洞

打大开，帮助教师选择好的主题。

2.3.2 设计先行，做好脚本

教学设计最能体现教师的教学风格和功底，将设计写成脚

本并反复修改，并抓住优秀微课特点，将所有关键要素一一核

对，确保设计、步骤、语言无误才能着手视频的制作，以避免

边做边修改引起的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的浪费。微课制作要

拆分任务，逐步完成，及时存档。

2.3.3使用最为高质的视频工具和设备

微课制作所需视频设备可选用手机，条件许可，使用专业

录音教室更佳。如果室外视频噪音大，可以通过剪辑后再配音

的方式来获得良好的视频效果。通用的绘声绘影、Camtasia

Studio 软件（喀秋莎）、快剪辑等常用视频编辑工具足以制作

高清晰度视频。PPT 的动画则可以通过使用动态 PPT 模板、

Focusky等工具来完成。如果动画要求更高，则可以使用万彩

动画大师、Adobe 的系列软件、木疙瘩。

2.3.4 关键细节要留意

教师的发音要准确，不宜采用机器配音，授课语速不应太

快或者太慢，视频分辨率和画面的占比要满足参赛要求，根

据课程难度适当增加字幕将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字幕大小要

合适。

微课的设计和制作会随着教学理念的改革和科技的进步发

生变化，但是优质微课的核心特征不会发生改变。随着微课制

作技术的提高和普及，会有越来越多优秀的微课涌现，如果能

将这些微课资源整合起来，在教学中进行推广和利用，才能真

正的推进高职英语教学的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EB/OL].(2018-04-18)[2020-

04-07 ] .h t tp ://www.moe.gov .cn/ s rc s i t e/A16/ s3342/201804/

t20180425_334188.html.

[ 2 ]LeR oy  A .Mc Grew.A 60 -S econd  Cour s e  in  Organ i c

Chemistry[J].Journal of Chemical Education,1993,70:543-544.

[ 3 ] 胡铁生.“微课”: 区域教育信息资源发展的新趋势[ J ] . 电化

教育研究,2011(10):61-65.

[ 4 ] 唐烨伟, 樊雅琴, 庞敬文, 钟绍春, 王伟.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

微课研究综述[J] .中国电化教育,2015(4) :74-80.

作 者 简 介 ：

李丹( 1 9 8 0 —) ，女，湖南常德人，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硕 士 ， 讲 师 ， 研 究 方 向 ： 应 用 语 言 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