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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 文

浙教技中心 〔2015)29号

件

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

关于组织开展⒛1s年 度全省基础教育
微课程开发活动的通知

各设区市及义乌市教育技术中心、教研室:

为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促进信息技术与学

科教学融合,促 进基础教育育人模式转变,经 研究,决 定在

全省组织开发基础教育微课程资源。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 参加对象

本次活动参加对象包括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研究机构、

教育技术中心、教师团队及教育资源开发企业。其中以基础

教育段学校为主,鼓 励高校教师团队积极参与.

二、活动时间

2015年 4月 至 10月 .

1̄ˉ



三、活动内容及要求

本次开发微课程内容为适用于我省基础教育阶段 (学

前、小学、初中、高中)的 微课程资源,分 为学科指导、兴

趣拓展和教师培训三大类。其中学科指导、兴趣拓展类微课

程面向学生为主,教 师培训类微课程面向教师。本次微课程

建设以学科指导类为重点,学 科指导、兴趣拓展、教师培训

三类微课程建设视频数量比例约为 3:1:1。 各类微课程建

设具体要求详见 《浙江省基础教育微课程建设规范》(附件

1)。

(一 )学 科指导类

主要是指按照我省基础教育学段 (小学、初中、高中)

各学科课程纲要、课程标准的要求,建 设与主要教材版本配

套的学科学习中的重难点知识,以 微视频为主要载体、具有

相对完整知识结构开发的微型课程资源。此类微课程为辅助

基础教育学科教学,以 满足学习者自主学习为主,帮 助学生

通过自主学习,突 破学科学习重难点的系列化微课资源。

微课程体系须依据各学段、各学科现行教材版本的知识

体系系统开发。做到知识点关联清晰,课 程结构严谨,能 够

解决实际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对 学生具有启发性、引导

性,有 利于激发学习动机。

1内 容建设类型

按照年级建设的,每 门微课程应至少包含一个年级(两

册教材)的 重难点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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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学习主题、单元模块建设的,每 门微课程应涵盖某

个学科整个学段中的一个学习主题或单元模块的重难点知

识。

2.微课视频数量

小学语文、数学、英语、科学等主要学科按照年级分段

建设,每 门微课程视频数不少于 30个 ,不 超过 60个 。其他

学科微课程视频建设数量减半;初 中语文、数学、英语、科

学等主要学科按照年级建设,每 门微课程视频数不少于 40

个,不 超过 80个 .其 他学科微课程视频建设数量减半;高

中语文、数学、荚语、化学、物理等主要学科,按 照年级建

设,每 门微课程视频数不少于40个 ,不 超过 80个 。其他学

科微课程视频建设数量减半。

按学习主题、单元模块建设的微课程,每 一学习主题、

单元模块视频数不少于 20个 ,不 超过 40个 。

(二 )兴 趣拓展类

是指除学科教学以外的、其他满足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知

识拓展、兴趣培养、技能提升为主要目的微课程。兴趣拓展

类必须符合学生兴趣发展的个性需求,在校本特色课程的基

础上根据微课的要求开发成体系化微课程资源,理 念先进、

特色鲜明、课程设计新颖。每门微课程视频数量不少于 5

个,不 超过 30个 。

(三 )教 师培训类

教师培训类微课程必须围绕教师更新观念、转变思路、

提升技能等主题,能 回应教肓中的现实问题。开发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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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1活 泼、教师乐于接受的系列微课程资源;2.有 利于

教师提高对教育本质的理解,接受新理念、新思想、新知识,

提升实践能力,转 变教育教学理念,改 进教学方式及行为,

帮助教师挖掘、开发课程资源,重 构教学模式、优化组合教

学内容的专业培训式系列主题微课程资源。每门微课程视频

数量不少于 5个 ,不 超过 30个 。

四、活动实施

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联合省教肓厅教研室共同负责本

次活动组织、指导和省级验收工作,提 供网络平台支撑和相

应奖励。各市由教育技术部门牵头,联 合教研室负责本地区

微课程选题推荐、开发团队组建、业务培训与指导、组织开

发和评审验收工作。各地教研室要重点参与指导微课程选题

设计及评审验收工作。活动具体实施步骤和要求如下:

(一 )选 题申报

1,由各市教育技术中心牵头,联合教研室共同开展活动

组织及选题申报工作。

2 根 据各设区市教师人数比例及往届各市微课建设质

量,杭 州、宁波、温州推荐名额 30门 ,绍 兴、嘉兴、湖州、

台州推荐名额 23门 ,金 华、丽水、衢州推荐名额 15门 ,舟

山、义乌推荐名额 10门 。各市需优先推荐本地区优势学科,

做到申报学科年段 (小学或初中或高中)全覆盖,同 一地区

推荐选题不得重复。浙江省 150个 名师工作室负责人申报选

题不占各市名额。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申报选题每个单位

不超过 10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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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微课程选题申报立项时,需考察团队建设成员。团队

成员应包括学科专家 (各级教研员、特级教师、市级以上学

科带头人等)和教育技术专家。由上述学科专家直接担任微

课程建设负责人的选题,在 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4请 各地认真填写《浙江省基础教育微课程开发选题申

报表》 (附 件 3),并 加盖公章后于 ⒛15年 5月 8日 前提

交.同 时通过
“
浙江微课网

”
 (http〃 /wk zjcr.cn)进 行

网络申报,提 交微课程中1个微课知识点样例 (含 1个 知识

结构图、1个微课视频、与微课视频配套的 3个 配套练习和

答案、1个 学习任务单及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教学资源).

5各 地 《浙江省基础教育微课程开发选题申报表》纸质

申报材料、 《浙江省基础教育微课程开发选题申报汇丿总表》

(附件 4)纸 质加盖公章及电子版汇总表由各设区市统一汇

总后报送至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浙江省 150位 名师工作室

负责人、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申报的选题,网 络和纸质盖

章材料一并直接报送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

(二 )开 发培训

为提升全省微课程开发水平和质量,活动主办方将针对

本次微课程选题申报立项的负责人开展培训活动,时间地点

另行通知。培训内容包含微课制作技术指导和微课程重难点

剖析等.各 地教育技术部门和教研室要根据开发工作需要,

结合本地实际面向选题立项开发团队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和

研讨交流活动,提 升团队开发水平,确 保微课程建设质量.

(三 )资 源验收



由各市教育技术部门联合教研室根据《浙江省基础教育

微课程评价指标》 (附件 2)对 已完成开发的微课程进行先

期验收.经 验收通过的微课程由各市教育技术部门于 2015

年 10月 20日 前通过平台统一报送至省教育技术中心。浙江

省 150位 名师工作室负责人、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发的

微课程于⒛15年 10月 20日 前通过平台直接报送省教育技

术中心.

活动主办方将组织专家对本次开发的微课程进行统一

验收.

(四 )应 用推广

本次活动所有微课程通过浙江教肓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浙江微课网等网络平台发布,供 全省教师、学生使用,并 择

优向教育部推荐。部分优秀作品将进行数字化出版,面 向全

国推广。

(五 )活 动奖励

本次活动开发的微课程资源将根据资源建设应用情况

酌情奖励。

五、注意事项

(一 )参 加本次活动的微课程及材料需为作者本人原

创,不 得抄袭他人作品,侵 害他人版权。若发现作品侵犯他

人著作权或有任何不良信息内容的,一 律取消参与活动资

格.作 品中引用他人的音乐、图片、视频及其他资源,请 在

申报时予以详细文字说明,注 明出处及来源。不作说明的视

为原创,作 者须承担法律责任。



(二 )作者在同意授权活动主办方享有作品独家网络传

播权的前提下参加本次活动,并授权活动主办方择优推荐参

加国家相关大赛活动、资源交流及出版。

(三 )活动主办方不向参与本次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收取

任何费用。

(四 )活 动 联 系 人 :陈 瑛 ;联 系 电 话 :057187027718;

Elna i⒈ chenying舷 jedu.org;地 址 :浙 江 省 教 育 技 术 中 心 (杭

州市学院路35号 浙江教育综合大楼1215室 ),邮编Ⅱ10012。

附件:1.浙 江省基础教育微课程建设规范

2.浙江省基础教育微课程评价指标

3.浙江省基础教育微课程开发选题申报表

4.开发选题申报各市地汇总表

抄送:各 有关高校。

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办公室 201s+4A14Et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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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浙江省基础教育微课程建设规范

为进一步指导和规范微课程开发,提 升我省基础教育

微课程建设水平,促 进资源共享与应用,在 ⒛14年 《规范》

(试行稿 )的 基础上进行完善,修 订定本规范.

一、微课程分类

本次微课程开发活动分为学科指导、兴趣拓展和教师培

训三大类。

二、微课程资源要素

本次开发的每一门微课程应包括微课程基本信息一

套、知识结构图一套、知识点清单一份、阶段性测试卷两套、

按要求编制的若干知识点学习资源及其他相关资源.其 中,

每个知识点学习资源含微视频、三个微练习及相关答案、一

份学习任务单及其他。

1.微课程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包括 300字 以内的微课程介绍,与课程内容、

风格相符的封面图片、课程负责人与承建团队教师的个人信

息等。

2,知识结构图
“
知识结构图

”
又称

“
思维导图

”,是 运用图文并重的

技巧,把 各级知识的关系用相互隶属与相关的层级图表现出

来,把 关键词与图像、颜色等建立记忆链接。知识结构图能

帮助学生利用记忆、阅读、思维的规律快速而有效地建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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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点之间的关系。根据微课程内在知识点的逻辑关系,每 门

微课程制作一套统一的知识结构图,完 整存入一个文件。文

件格式:啊 R1l或常见图片格式 (JPG、 BmlP、PNG等 )。

3.知识点清单

知识点清单参照下列格式编目整理:

4测 试卷

为了帮助学习者更好地自我检测学习内容的掌握情况,

也便于提供课程开发教师直观有效地掌握课程学习者的学

习状况,有 效调整、修改课程内容,须 提供课程学习阶段性

(中期和末期)综 合卷各一套及相关评测标准和参考答案。

非学科指导类微课程可根据课程实际情况编辑两套针对学

习者测试的练习或问卷,并 提供参考答案、评测标准。

5.微视频

微视频是微课程的主要载体。每个微视频具有相对完整

的结构,对 应知识点清单中的每个知识点,重 点解决一个问

题,而 微视频之间则由内在知识体系关联,紧 紧围绕
“
知识

结构图
”
系统化设计开发。每个微视频时长为 58分 钟 (最

长不超过 10分 钟), “ 浙江微课网
”
上传视频格式为MP4,

网络上传时,对应知识点清单认真仔细填写每个微课视频标

适用学科 年级 单一灭

编号

知 识 獠

编号

知识点名称 知识点搭述 目标类型 关联知识点综号

例:小 学数学 五 o1 01 小数柬整数 探索理解小数乘整数的计箅方

法,正 确进行相关的口箅和笔

箅

理解

五 o1 o2 积的近似欺 能根据妻术用四舍五入的方法

求出小数乘珐约积的近似值

掌握 o1单 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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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称,与 提供的知识点清单目上的知识点名称、排序、数

量完全对应。未经压缩的视频源文件请妥善留存,以备后用。

6微 练习

微练习主要用于学习者自我评测或引导学习者开展进

一步拓展性恩考。每一个微视频要求相应设计 3个 左右练习

题,客 观题应给出标准答案,主 观题应给出评测要点。文件

格式:lvORD。

7学 习任务单
“
学习任务单

”
是由教师设计,用 于为学生自主学习

微课程提供
“
学什么和怎样学

”
建议的学习导航,包 括学习

任务、学习过程、学习方法建议以及配套学习资源推荐。学

习任务单强调任务驱动和问题导向,把 学习任务转化为激发

学生思考的问题,让 学生在问题解决过程中达成学习目标。

学习任务单格式模板请从浙江微课网 (h⒒ y〃 lvk,zjer.cn)

首页下载。要求每个知识点学习资源中与微视频配套设计 1

个学习任务单。文件格式:WORD。 参考格式如下:

学

习

任

务

单

一、学习指南

l “微课程
”
名称:

2 达 成目标;

3 学 习方法建议Ι

4学 习形式预告:

二、学习任务

三、资源链接

四、因惑与建议 〈溴示;此项由学生自圭学习之后缜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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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开发的微课程可以采用视频拍摄、屏幕录制、多

媒体软件合成或综合运用以上多种方式进行制作,制 作完成

的微课程应符合网络在线学习要求。主要技术要求如下:

1视 频要求

全课程图像同步性能稳定,色 还原正常,无 失帧,无

抖动跳跃,无 色闪。课程制作完成后通过
“
浙江微课网

”上

传报送视频采用MP4格 式,压 缩采用 H,264编 码方式,码 流

率 256△ 024Kbps,帧 率 不 低 于 25fps。 同 时 妥 善 保 存 未 经

压缩的视频源文件。

2声 音要求

声音清晰无明显失真,无 交流声或其他杂音,音 量适

中,前 后一致,无 明显起伏,声 音与画面同步。

3分 辨率要求

所有微视频分辨率以不变形、无压缩、清晰可见为基

本要求,建 议采用 1⒍9模 式。

分辨率不低于 1280× 720(16∶ 9),比 特率与视频源相

同为 4mbps及 以上。

4片 头片尾要求

针对每个微视频,后期由省教育技术中心统一添加片头

与片尾。每个微视频前 3秒 钟只要求出现微课程名称、本微

课课题、主讲教师姓名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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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浙江省基础教育微课程评价指标

-级

指标

级

标

二

指
指标说明

程

计

课

设

选题

适当
选题针对学科重难点或有价值的学习专题,选 题小而

精。

设计

合理

应围绕学习或教学中常见、典型、有代表的问题或内容

进行针对性设计,要 能够有效解决教与学过程中的重

点、难点、疑点、考点等问题,能 够满足学习者自主学
习的需求。

习

容

学

内

科学
正确

内容严谨,不 出现任何科学性错误。

辑

晰

逻

清

学习内容的组织与编排,要 符合学生的认知逻辑规律,

过程主线清晰、重点突出,逻 辑性强,明 了易懂,

作品

规范

结构

完整

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知 识结构图清晰,能 体现

导学功能。

料

全

材

齐
微视频、微教案、微练习、知识结构图等要素完备。

技术

水平

技术运用合理,视音频清晰,各类文档及图片格式规范,

教学关键点有字幕提示。

语言

规范
语言标准,声 音洪亮、有节奏感,语 言富有感染力 。

术

格

艺

风
制作精美,具 有艺术性,

学

果

教

效

形式

新颖
构思新颖,方 法富有创意。

趣味

性强

形象生动,精 彩有趣,启 发引导性强,有 利于提升学生

学习积极主动性。

标

成

目

达

完成设定的学习目标,有 效解决实际问题,促 进学生思

维的提升和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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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浙江省基础教育微课程开发选题申报表

微课程名称

所属类别

课程负责人

□学科指导类 □兴趣拓展类  □ 教师培训类

卜~

所属单位 (加盖公章)

适用学段  □ 高中

适用年级

申报 日期

□初中 □小学 □ 其他

适用学科

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

二○一五 年  月



填 写 说 明

一、本申报表由项目申报单位据实填写,填 写时请勿漏项。

二、每份申报表只用于申报一个主题的
“
微课程

”
建设,

若同时申报多个主题的资源建设方案,需 上报多个申报书。

三、本表栏目未涵盖的内容,需 说明的,请 附页说明。

四、本申报表使用M纸 打印,加 盖公章有效.

五、本申报表将作为入围作品政府采购资料内容之一,需 提

供微课程负责人身份证正反扫描件。

1̄4-



微课程

负责人

姓 名 手 机

职 称 束誉/职务

主要教学类成就 (荣誉)、及科研、数字化资源建设相关成果介绍:(200字 左右〉

团队

成员
姓 名 所在单位 职称/职务 学科专业 本次承担工作 备注

学科

指导

(负责

人可兼〉

技术

指导

(负责

人可

兼〉

其他团

队成员

微课程

简介

(介绍

选题价

值,开 发

目的、意

义,使 用

说明等,

200字 以

内)

ˉ15-



微课程目录 〈根据建设数呈申报每个徼课视频名称及主要知识点)

螈
漭

用

斛

适

学
年级 单元编号 知识点编号 知识点名称 知识点描述

目标 类 型

(了il 理 il

19:!晷: 运 用)

关联知识

点编号

细

学

学

橱

小

数

五上

o102

(设明.此 知识

点为敬材第-率

元弊二个知识

点)

小数乘小数

探素攀握小数乘

小故的舞理和计

算方泫,正 确进

行柑关的口弟利

笔箅。

理解 olO】

微课程负责人身份证 (正面)

微课程负责人身份证 (反面)

注:1选 题报送以市为单位,浙 江省 1sO位 名师工作室负责人曲各市直报,高

校及企业可由单位统一直接报送,不 接受个人报送。

2本 申请表所填所有信`息请仔细核对,确 认准确无误,与 递交的电子表格

完全一致。

ˉ16̄



3选 题申报和作品资源全部通过网络报审,故 网络提交时,微 课程名称、

微课程目录体系、第一作者 (即课程负责人)、建设团队成员 (即实际参与微课

程开发的所有成员名单、排名先后顺序)、开发单位等内容需与纸质申报完全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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