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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信息化时代，资源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技术已成为公共基础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提高信息技术基

础和实践应用能力，目前需要资源平台辅助资源建设。本文主要探讨信息技术资源建设的整体规划、建设特点、典型案例、建设成效、最

后对资源库建设进行了反思，本文总结了资源库建设的过程，希望为其他同行提供一些建议和思考，以促进资源的共建共享。 

关键字：信息技术、资源建设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ource Database 
 

YangFei  

（Chongqing Medical and Health School  408000）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information age, resource construc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public basic disciplines. To improve the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abil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ource platforms are currently needed to assist in resource 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overall planning,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typical cases, construction effectivenes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ource construction, and finally reflects on the process of resource library construction. 

It summarizes the process of resource library construction and hopes to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and reflections for other peers to promote the co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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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源建设整体规划 
1. 信息技术资源建设现状 

中职学校的信息技术课程主要内容是信息技术的理论知识和

实践技能，但在国家级新课标下发至今在教学资源方面存在一些不

足之处。一方面，教材配套资源更新速度较慢，无法在教学中满足

学习和实践需求；另一方面，微课资源不够充足，难以满足学生的

自学需求。因此，需要进一步规划和建设教学资源，以提高教学质

量和学习效果。 

2. 资源建设意义 

微课资源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通过课前微课预先自学，熟悉

教学内容，教师通过分析学生课前学习情况，预判教学难点。其次，

课中教学资源可以增强课堂互动，课中教学通过引入互动式教学课
件、虚拟现实设备体验等，促进师生、生生间的交流合作。最后，

课后微课的补充可以帮助学生提升知识迁移和知识拓展能力。 

二、资源建设特点 
中职学校更着重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现将中职学

生的学习特点总结如下： 

1.课前微课直奔主题、趣味性强 

中职学生专业课学习任务较重，课前能够预习公共课的时间较

少，学生希望能在课前利用较少时间获得本节课的学习信息。在教

学资源建设的过程中要注重微课的内容不许冗长、直奔主题，主要

以短视频的形式发布在学习平台，使学生在课前预先进入学习状态。

为了检验学前成果，教师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发布与微课相关的问题，

分析学情，提高学生课前参与度。 
2. 课中资源平台互动、课堂活跃 

中职学生喜欢趣味性强、互动活跃的课堂氛围。利用平台设计

在线抢答、作品展示等课堂活动，课堂上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团

队协作、组外竞争，活动伴随评价，采用师生共评和生生互评等多

元化的评价方式，激发课堂活力、突出突破教学重难点、纠正易错

点；学生展示课前作品和课中作品，分享过程性学习成果，提高学

生的综合表现力。 

3. 课后微课补充不足、拓展性强 

课后微课能够补充课堂上因时间问题无法解决或遗留的知识或

技能的不足之处，帮助学生纠正易错点。提供与本节课相关拓展的

学习资源，拓展信息技术在所学专业中的应用，帮助学生进一步深

化学习、拓宽视野。通过课前、课中、课后三环节环环相扣的教学

资源设计，提高教学效果[1]。 

三、资源建设案例分析 
以信息技术课程中的《急救创意短视频制作》项目，作为案例

进行教学资源建设的分析： 

1. 课前微课上传教学平台 

教师通过网络学习平台或短视频平台查找和收集与课程内容相
关的微课资源，微课资源可以是符合本项目中的教学内容并已经制

作完成的微课资源。发布短视频拍摄与剪辑任务，让学生通过观看

和模仿操作来初步理解项目内容。教师要求学生在课前创作脚本、

拍摄视频、剪辑视频，学生通过实践了解上课内容，为课中学习做

好准备。通过这些课前准备工作，教师精准了解学情，预判一节课

的难点和易错点，从学生角度出发为学生提供更多样化和多元化的

课中学习资源。 

2. 课中平台资源使用案例 

在课堂上，教师可以通过教学平台中的教学资源创设情境，引

导学生思考和学习。这些教学资源可以是图片、短视频、互动游戏、

案例分析。通过观看视频，学生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到操作内容，观

察实际操作的细节和技巧。教师可以在视频播放后根据学生的问题
进行回放解说，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重点知识。教师还可以通过实

际操作引导学生模仿操作，增强学生动手操作的能力。通过纠正学

生演示操作，更加细致的解决学生的共性问题。课中过程性评价是

非常宝贵的资源，教师通过评价可以看到学生组内的表现情况、组

外的竞争力，还可以促使学生表达观点，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流、补

充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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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后微课补充延伸课堂 

教师通过教学平台提供课后微课或其他拓展资源，帮助学生巩

固课中知识和提升课后拓展能力。可以制作并上传与课程内容相关

的知识重点、教学难点、易错点的微课视频。让学生通过观看还强

化对知识的理解能力。教师分享相关的拓展阅读材料、案例分析等

资源，帮助学生进一步拓展学习，深入了解和应用课程内容。所有
资源上传到教学平台，供学生自学和参考[2]。 

教师通过已有的在线教育平台查找、收集和上传教学资源，满

足课前、课中和课后的教学需求，课中丰富的教学资源、碎片化的

课前、课后学习时间查看学习资源，全方位提高教学效果，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参与度[3]。 

四、资源建设的实际应用 
结合信息技术课程中的《急救创意短视频制作》项目，总结教

学资源的具体应用如下： 

1. 课前微课推送 

教师通过学习平台发布课前学习微课，学生在课前观看相关微

课，了解教学内容的基本理论和简单操作，可以根据微课中的内容

预习相关知识，根据操作内容预先联系操作，发现理论或实践的薄
弱之处，在课前与其他学生进行讨论、与教师进行沟通，提高学生

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课前的问卷调查和测试，学生做好学前

准备，从而提高学习效果。教师也可以通过分析学生课前的自学测

试结果，了解学生的自学情况，调整教学策略。 

2. 课中资源互动 

在课堂上，教师可以通过教学平台，实现课前测试结果或作品

展示，课中个人抢答和小组协作成果展示、师生互评和生生互评展

示，利用准备好的课中教学资源创设情境，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和小

组协作探究式学习。 

教师使用微课视频资源来展示相关概念、实践操作等。以项目

的第 3 次课“拍摄-初阶”为例，课中通过观看学生课前对比视频，

评价出不同分数的课前作品，让学生更加直观了解其他小组的视频
拍摄程度。教师在课前作品中找出“最佳镜头”，让“最佳镜头”

的摄像师作为“师范生”为其他学生讲解拍摄技巧，教师补充说明，

帮助学生理解理论知识和掌握操作技巧。教师可以通过分析课前作

品，引导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例如“构图问题”、“光线问题”

等，通过分析课前作品的真实的案例，学生可以将所学知识应用到

课堂练习拍摄中去，小组协作学习、教师指导学生操作，就地实际

解决学生动手操作的实际问题。课堂中使用游戏互动课件也是具有

“沸点”功能的教学资源，教师可以设计互动游戏、互动课件等课

堂互动，增强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学生可以当堂提出疑问、表达观

点，并与教师或其他同学进行讨论与交流。 

通过在课堂上播放微课、展示学生课前作品、师生互动课件等

教学活动，增强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同时，上传到教学平台的资
源也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引导课堂，使用视听型学习资源更好的让学

生理解理论知识，通过课前作品分层指导各小组的实际操作、提高

课堂教学效果。 

3. 课后补充资源 

教师分层布置课后作业，收集、制作、上传课后微课，课后微

课的内容主要是因课时等因素没能够得到充分拓展的理论和实践

内容，全体学生必须完成水平一作业内容巩固所学理论与技能，心

有余力的学生则在课后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发挥想象力、创造力完

成水平二作业，如在本项目中的“光影创意短视频”、“创意剪辑”

等作业。教师鼓励学生拓宽视野，参加各级别的短视频大赛和创意

策划大赛，通过参与拓展活动，学生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和拓展

实践应用能力。教师则对学生的作品进行查阅、评价并及时给予反
馈和指导。 

通过教学平台和教学资源的结合应用，提高了教学效果，激发

学生的课前、课中、课后的参与积极性。教师和学生之间通过教学

平台和教学资源的互动交流与合作，促进了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培

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4]。 

五、资源建设成效 
1. 课前引导学习，夯实知识基础 

通过课前推送的微课、问卷调查等资源，学生可以提前预习和

了解课程内容，教师精准分析学情。学生可以通过课前的预习在课

堂上更好的吸收理论基础知识和实践技能，教师根据学生学情策划
突出重难点的教学活动，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教师的教学能

力。 

2. 课中平台互动，增强课堂活力 

通过微课播放、课件互动、课前课中作品对比展示、作品投票

等课堂活动，引发学生观察与思考，增强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课

前课中作品对比使学生更直观的看到自己和其他学生的进步，快速

感受到学前和学后的改变，让学生知道学与不学、自学与教学的不

同之处。课堂中学生可以通过小组协作学习和组外分享等方式，相

互学习和分享经验，提高学习效果。提高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竞

争意识。 

3. 课后延伸课堂，提高迁移能力 

教师提供课后微课和其他拓展资源，帮助学生巩固知识和提升
能力。学生可以通过完成课后作业和参与拓展活动，将所学的知识

应用到实际情境中，提高知识迁移能力。课后延伸课堂，深化学习，

提高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整个推送资源的过程帮助学生培养良好

的自学、探究、复习等学习习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学生

的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5]。 

六、关于资源建设的反思 
1. 原创微课资源难度大 

目前属于教学资源建设的初步阶段，特别是课前教学资源的使

用缺乏原创性。信息技术作为一门公共基础科目，承载的知识和技

能量较大、科学技术更新速度也快，对于教师而言如果是个人或团

队制作一门课的教学资源难度太大，需要的时间过长。希望各中职

学校可以共建共享教学资源，每个学校选做一个项目的教学资源，
整合到一起成为一门课的整体教学资源。 

2. 开发活页立体数字教材 

教学过程中，配套的教材资源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讲都很重要。

目前没有开源可供使用的数字化教材。可以参考市面上已经出版有

二维码、增强现实、活页式集成立体化教材，为学生提供更多种类

的数字资源，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期

待各中职学校能够共同开发新型教材、促进三教改革发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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