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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微课在我国正处于从数量、规模向质量、内涵发展转变的关键期。一方面，微课

发展如火如荼。另一方面，微课发展依然存在诸多问题。要厘清这些问题，必须首先解决

微课发展应避免哪些误区的问题。 

一、微课认识误区 

1.对微课创生与发展时代背景的认识偏差 

当前，人们可以历数微课的种种负面问题：炒作、信息化“秀”、新瓶装旧酒、没有技

术含量、知识碎片化的元凶，等等，这些有关微课的负面认识，究其根源在于人们没有全面

考察微课创生、发展的时代背景。只有站在时代高度，从学习者、一线教师、家长、教学资

源建设者、管理者等多个维度纵深考察他们的教学需求，方可深刻理解微课的概念内涵、核

心本质、基本特征、优势短板、教育价值，准确把握微课的应用前景和发展趋势。 

2.对微课作用的认识偏差 

目前，国内对微课作用的认识存在高估和低估两个极端。高估者夸大微课的作用，容易

导致冒进，致使微课建设陷入重复、低水平开发，数量、规模迅速增长，但精品微课资源却

寥寥无几。低估者的主要认识局限是眼里只有单个知识点微课，忽视了微课作为信息化教学

的基本单位，藉由互联网的开放、汇聚、重组、交互、裂变、聚变和放大效应带来的提质增

量，以及以微课理念和微课技术改造已有教学资源、变革传统教学模式、打造新一代名师等

诸多方面的作用。 

3.对微课核心本质的认识偏差 

当前，学界对微课的界定并未达成共识。笔者对微课的界定是“微课是为支持翻转学习、

混合学习、移动学习、碎片化学习等多种新型个性化学习方式和网络教研方式，以短小精悍

的微型流媒体教学视频为主要载体，针对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而精心设计开发的一种情景

化、趣味性、可视化的数字化学习资源包。为便于分享、交流和重用，微课资源包除了微视

频，还应包含与教学主题相关的教学设计、素材、课件及其源文件、教学反思、练习测试及

学生反馈、教师点评等辅助性教学资源。开展基于微课的网络教研，将成为提升网络时代教

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和信息化教研能力，进而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微课是微

课程、新型网络课程、慕课、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基本单位，是信息化教学常态化、个性化、

智能化的基础。 

4.对微课关键特征的认识偏差 

笔者总结、归纳出优秀微课具有如下十大基本特征：个性化学习、个别化学习、短小精

悍、聚焦知识点、设计性、情景化、趣味性、可视化、微视频资源包、结构性。微课是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化难为易、化繁为简、化静为动、化陌生为熟悉、化抽象为直观、化隐性

为显性、模拟仿真、虚拟现实、突破时空限制、拓展学习时空、激发学习动机、创设最佳学

习环境、提供丰富学习资源、提供人性化（智能化）的学习支持等优势，以帮助学习者提高

学习效率、学习效果和学习质量。 

5.其他认识误区 

微课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其他误区：相关概念混淆不清，忽视微课理论研究，无视

微课创造性、复杂性、系统性的思维，等等。 

微课不是微课程，而是微课程的基本构成单位。为解决单一知识点微课缺乏深度、广度，

容易导致浅阅读、加剧知识碎片化等问题，从一门课程某个学习单元/模块/主题缜密的知识

体系出发，选取其中的重点、难点、关键点、疑点、考点、易错点、易混淆点、热点和扩展

点，设计和制作一系列既相对独立，又环环相扣、相互联系的微课，加上一系列与之配套的

教学活动组织，就构成了单元/模块/主题微课程，简称微课程。由若干个单元/模块/主题微

课程按照缜密的知识体系和科学合理的课表计划进行组织，就可构成一门完整课程。 

需加强微课理论研究，建立指导微课设计、创作、应用、评价、培训和研究的微课理论

体系。微课是理论、技术与实践高度融合的创造性活动。微课发展是一个集设计、创作、应

用、评价、培训与研究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微课是两次创造活动的结晶。 



二、微课设计与创作误区 

1.设计理念和理论依据陈旧 

当前微课设计理念陈旧，重视制作技术，而对微课选题、学情分析、教学内容分析、教

法学法设计、学习情境设计、学习任务设计、学习资源设计、教学过程及活动设计、教学评

价设计等核心环节却重视不足。 

微课的教学设计有其独特性，要求导入快、直奔正题、主题鲜明、重点突出、案例典型、

提问巧妙、语言精练、小结干脆利落，同时要设计自主学习任务单等材料配合微课学习。 

2.选题设计和知识点组织不合理 

选题设计不合理主要体现在选题太大，没有针对具体学科的教学要求聚焦重点、难点、

关键点、疑点、易错点、易混淆点、考点、热点、扩展点；还体现在选取课堂教学中学生自

主学习、教师巡回指导、学生小组讨论、展示汇报、学生互评、教师点评等环节，表面上看

起来很热闹，但实际上学生通过这些活动视频并不能学到实质性的内容。 

知识点组织不合理主要指知识点划分得过细，既没有承接先前知识，唤醒先前经验，又

忽视引出后续知识点，显得特别孤立，成为知识孤岛。此外，注重知识点的高密度呈现而缺

失其他教学环节，还容易导致学习者只停留在浏览、知晓的肤浅学习层面。 

3.技术使用不当 

体现在将微课等同于课堂实录。体现在微课制作完全另起炉灶，忽视微课化改造（二次

开发）。体现在滥用动画上。体现在过分追求可视化、动态化和趣味性，将学习者的注意力

从内容上转移到呈现形式上。 

4.画面质量较差 

主要体现在：画面不简洁、精练和美观，缺乏艺术性和吸引力，如模板陈旧老套、与内

容无关，画面繁杂无序、元素堆积。静态画面太多、停留太久，视频不够清晰，既没有配音

讲解又没有字幕，画面与语音讲解不完全匹配，视听一致性差，相互干扰。画面中教师形象

太过正式、严肃，缺乏幽默感和亲和力，讲课要么语速节奏过快，呈现不清，讲解不明，学

生跟不上节奏；要么语速节奏太慢，显得拖沓，无法打动学生。 

5.微课结构不科学 

主要体现在：有些微课过分追求课的形式完整。有些微课存在结构性缺失，忽视导入、

小结、练习、扩展和迁移等环节。有些微课站在教师“教”的立场，而不是以学生学习为出

发点，缺乏真实问题情境设计、学习任务单设计和教学活动设计。还有些微课只关注个别知

识点微课制作，忽视微课资源包、单元/模块/专题微课程系统性开发，缺乏系统规划和顶层

设计，导致微课资源建设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现象严重，质量良莠不齐。 

三、微课应用与评价误区 

1.微课应用与评价误区 

不重视微课应用。微课应用方式单一。微课应用缺乏相关理论指导。 

2.微课评价误区 

套用多媒体课件、网络课程、优质课评审标准的痕迹比较明显，而针对微课自身特点的

评价指标少，而且评分权重低。 

技术指标评分权重偏高，体现教学设计、微课特点和学习效果的指标评分权重偏低。 

有些大赛评审标准采取一刀切的做法，硬性规定教师出镜、配音讲解和添加字幕。 

评价主体单一。 

四、微课培训与研究误区 

1.微课培训误区 

普遍存在的问题包括：微课理论培训与微课技术培训“两张皮”，有的只讲理论，没有

实操指导，有的只讲制作技术，没有理论提升，忽视教学设计和应用技术；“制作技术+教学

设计+教学应用+项目研究”四位一体的培训项目极少；缺乏从初级培训到中级培训再到高级

培训的进阶，培训内容设计缺乏系统性、连贯性、递进性，没有形成可供灵活选择的课程体

系；沿用以往多媒体课件培训、信息技术培训的套路，没有按照微课的理念重新设计培训项

目，开发培训资源；国内外优秀微课案例不够丰富多样，缺乏示范性、启发性、针对性、指

导性；培训项目比较粗放，没有面向不同的培训对象开发不同课程。 

2.微课研究与发展误区 

忽视科学、合理的微课研究方法论和基本框架。重走“课内整合”老路。微课发展相关



主体意识不清、职责不明。微课发展动力缺乏可持续性。缺乏以互联网思维指导微课发展的

前瞻意识。微课发展从数量、规模向质量、内涵发展转变还缺乏强有力的微课新理论、新技

术和全能型专家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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