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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微课知识内涵与微课视觉语言的艺术传播的不协调发展，已成为制约我国基础教育深度发展的重要“瓶
颈”之一。随着信息化和全民终身教育的深化和普及，在新的发展时期建立基于数字技术的微课视觉语言艺术传播研究是具有必要
性和可行性的。通过对不同层次，不同学科，不同类型的微课程的内容进行分类，实践研究输出适合相应知识系统的微课的视觉语
言的艺术传递和呈现规则、以及数字技术手段来达到其效果。 

 

在当今世界，数字化网络应用领域正在爆炸性地扩展。移动设

备的人工智能已成倍地增加了移动学习的用户数量。因此，以移动

终端为主要通信方式的基于数字技术的在线教育变得更加便捷和

普及。从视觉语言的角度、从课程知识点的逻辑表达以及知识点概

念的理解和消化等方面对现阶段的各种在线慕课和开放式微课程

进行综合分析。技术变化与文化与艺术的结合应不断更新，必须将

微课程的数字技术与微课程的视觉语言艺术完美融合。因此，如何

更完美地表达基于数字技术的微课程的视觉语言，并恰当地表达微

课程的知识内涵，是迫切的需要从审美文化判断和艺术方法等多个

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讨论的。根据不同的标准和维度，微课的视

觉语言可以分为许多不同类型的序列。从制作方法和文件格式的角

度出发，采用了学术界分类常用的一种微分类方法，分析了不同类

型的微课的技术要求和艺术效果，以及它们各自的艺术传达方式、

功能和适用范围。 

（1）摄影型微课 

摄影微型课程是指制作人使用带有摄像头设备录制的视频微

型课程，用于记录教师在特定教学环境中的演讲内容、学生的学习

过程或展现特定的有助于知识点理解的叙事讲解情境。教学环境包

括室内教室环境和室外自然环境，具体取决于课程内容的需求。叙

事讲解情境是根据知识点进行剪辑组合一段叙事或科普等小视频。

摄影微型课的最大特点是老师在摄像机上教书或拍摄类视频内容

较多。有效防止模糊虚化可以借助防抖器材，例如三脚架、独脚架、

防抖稳定器等。注意拍摄的动作和姿势，避免大幅动作。例如拍摄

移动视频时，上身动作要少，下身小碎步移动；走路时上身不动下

身动；镜头需要旋转时，要以整个上身为轴心，尽量不要移动双手

关节来拍摄。在拍摄时要注意画面要有一定的变化，不要一个焦距，

一个姿势拍全程，要通过推镜头、拉镜头、跟镜头，横向运动的摇

镜头等来使画面富有变化。例如定点人物拍摄时，要注意通过推镜

头来进行全景、中景、近景、特写来实现画面的切换，否则画面会

显得很乏味。后期剪辑环节，主题、风格、背景配音或音乐、大体

的画面衔接过程，都需要在正式剪辑前进行构思，这样剪辑才会更

加得心应手。 

（2）屏幕录像型微课 

屏幕录制类型的微型课程是指使用在计算机上安装了的屏幕

录制软件（例如 CamtasiaStudio 等录屏软件）录制电脑屏幕，而教

师需要通过提前制作完成的教学课件（例如基于 PPT、Word、绘图

软件制作的课件等）进行演示教学过程，并同步记录老师的教学语

音和由屏幕操作行为。屏幕录制的微型课程的制作对软件和硬件的

要求相对简单，对生产者的技术要求较低。通常，只要安装了带有

屏幕录制软件的计算机，教师就可以自己操作。这种屏幕录制类型

的微课的视觉语言的传达应注重教学课件的结构框架的合理性与

视觉简洁性美感的呈现。 

（3）动画型微课 

动画微类是使用动画技术和绘画艺术制作的微课。它的最大特

点是虚拟情境和趣味性。动画型微课可细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实

验动画、案例动画及虚拟情境动画。对于一些实验类教学课程，实

验过程具有一定危险性或是不具备实验条件环境，可以使用实验演

示动画来替代。对于课程中的举例说明部分，也可以通过制作动画

视频来呈现。虚拟情境动画可以全程使用动画来完成教学环节，比

如虚拟人物教师、虚拟教室、动画课堂等等，主要是通过对真实的

物体进行模型化、抽象化、线条化等来表现。 

（4）重新包装的微课程 

重新包装的微课程内容主要来自著名老师的讲座视频材料或

实际课堂记录的小片段。这种微课程材料的来源是基于学校过去在

教学和研究活动中记录的公开课和示范课的资料存档。在微课程兴

起之后，这些视频材料经过精心包装，加入含有精美简介的片头片

尾等，剪辑保留视频资料中的有效课程部分，剔除无关课程的多余，

并通过各种课件材料和新标注与提炼课程总结等变成了完整的微

课。 

（5）PPT 微课 

PPT 微课非常适合普通教师进行操作，主要是通过事先精心制

作好的 PPT 添加每页的过渡动画效果进行播放来达到动态展示的目

的，再结合录屏软件的运用完成 PPT 视频的录制。PPT 微课的视觉

语言主要来源于每一页 ppt 的内容呈现与上下页之间的链接关系。

PPT 的设计需要符合整体统一性，风格要有一致性。对于课程的呈

现要具备简洁性，避免同一个页面放入过多内容，而是要通过拆分

成多页来展现。对于重点内容或概念、原理等知识点需要进行动态

标记，例如颜色醒目的下划线、方框、底色等来强调重点。 

微课的视觉语言与数字技术集成在一起，需要渗透到微课内容

的各个方面以及生产的各个方面。因为微课程不仅需要视频，还需

要相应的教学设计，包括需求分析，考虑适合微课程的微视频的设

计和开发，以及随后的课程评估也需要一系列辅助教学资源。 

在研究分析了微课程的类型及其主要特点后，发现我国微课程

存在主要问题。一种是使用微课程的技术载体。记录传统的课堂教

学内容，该内容不符合单个知识点或微班级中某个教学环节的特

征，不适合当今社会追求速度和效率的零散学习方法；简洁处理的

传统教室内容通过微型技术的载体，视频被转换为“微型”，无法

被很好地观看，理解和吸收。原因是视角和沟通方式不同。传统的

课堂教学学习者正在其中，观看课堂教学。不清楚和困惑的部分可

以直接与老师互动以立即解决问题，如果将其转换为计算机、移动

电话和其他智能载体，则第一个屏幕限制会成为观看的障碍。 

结束语; 

微课程的视觉语言表达旨在使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注意力

集中在单个主题上。微课程为学生提供了一种“自助”教学模式，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独立控制播放。一种从多个角度进行反复

学习和评估的教学方法。将孤立和离散的教材资源转换为结构化，

艺术化和主题化整合的在线课程资源，并丰富微课程的视觉语言艺

术资源库。将微课程从专注于技术开发，知识内容和视觉语言传输

的不协调发展以及依赖于物理课堂教学形式的内容系统转变为交

互式生成类型，即一种完美传达知识内容和视觉语言、虚拟化的数

字智能资源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