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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微课教学设计的几点心得 

——以“导游讲解服务技术与实施”课为例 

陈莉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工程系，湖南长沙，410151） 

[摘要] 微课作为教育信息化时代的一种新型在线教学方式，已成为当前我国教育信息化资源建设的重点和热点 

之一。作者融合多年课程教学经验，以参加首届全国高校微课教学比赛的高职组获奖作品的设计与实施为例，通 

过实践经验和体会来探讨微课的主要特征、设计原则与实施策略，为我国微课建设和教育信息化的深入持续发展 

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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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微课及微课竞赛 

微课，是一种基于发达的移动通讯技术和社交 

媒体的以微视频为核心的在线教学方式，它诞生在 

全球范围内以开放、共享为理念的开放教育资源运 

动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作为一种新兴、快捷、高效 

的在线交流学习方式迅速引起了教育研究者以及 

一线教师的广泛关注。 

在国内，关于微课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微课” 

概念最早是由佛山教育局教育信息中心的胡铁生 

提出的 [1] ，他认为“微课”是由多种资源有机构成 

的、以微视频为主要载体和呈现方式的、基于网络 

运行的、不受时空限制的、支持多种学习方式的微 

型网络课程资源。黎加厚教授认为“微课”是近年 

来从起源于美国的“翻转课堂”和非盈利教育性组 

织可汗学院(Khan Academy)中涌现出来的新概念， 

他给“微课程”的定义是指时间在  10 分钟以内， 

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内容短小，集中说明一个问题 

的小课程 [2] 。 “微课程”的评价标准，需要包括教师 

讲授教学内容的微视频，还要包括学习单和学生学 

习活动的安排 [3] 。关于微课的内涵主要有三种典型 

观点，一是微讲座（类似英文的 Microlectrure)，二 

是微课程（Microlesson或 Minicourse)，三是微型 

教学活动（相当于 Microteaching) [4] 。 
2013 年， 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举 

办了首届全国高校微课教学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 

31 个省级赛区的 1600 余所高校的 12000 多名教师 

踊跃参赛，引发了全国范围内探索和研讨的热潮。 

笔者结合多年高职旅游管理专业课程教学经验，以 

《导游讲解服务技术与实施》课程中的学习情境五 

博物馆类旅游资源的导游讲解为教学内容，设计制 

作了微课作品，获得了高职高专组一等奖 [5] 。本文 

将以该作品为切入点，探讨高职微课的主要特点以 

及设计、制作与实施的相关策略。 

二、高职微课的主要特征 

目前国内的高职微课作品以微课程和微型教 

学活动两种类型居多，普遍是以短小精悍的微视频 

为主要载体的微型网络课程资源，除了微视频外， 

还包括了学习单、 微课件、 微教案等配套课程资源。 

高职微课应具备如下六个典型特征：一是小而精， 

根据学习者的认知特点和学习规律来看，高职微课 

以 1020 分钟为宜；二是主题突出，围绕一个知识 

点和技能点展开教学设计与实施；三是独立而完 

整，围绕独立主题有完整的配套微资源；四是示范 

性强，一方面能达到课程教学目的，另一方面还能 

对同行教师和学生起到一定的示范性作用；五是学 

习情境高度仿真，必须营造 12 个完成职业任务的 

高度仿真的职业环境；六是企业参与度强，高职微 

课必须校企联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 

三、高职类微课设计的心得和建议 

（一）选题恰当，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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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是微课设计与开发关键性的一步。并非所 

有教学内容都适宜用来开发微课，教师往往需要凭 

借课程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整体设计，判断课程的哪 

些学习情境是进行微课开发的好题材，微课选题宜 

选取课程教学设计中常见、典型、有代表性的问题 

或内容，遵循“小而精”和“微而全”的原则，内 

容自成体系，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同时符合教 

学逻辑，不跳跃。例如笔者选取的微课名称是《博 

物馆类旅游资源的导游讲解—以湖南省博物馆为 

例》，在学习情境一览表（见表 1）中可以看出是第 

五个学习情境，人文旅游资源的讲解是本课程的三 

个重点情境之一，具备较好的独立性、完整性、示 

范性和代表性。此外，师生通过前面两个情境的教 

与学，学生理论基础、职业能力和素养正在加速积 

淀，课堂教学模式初见成效，师生沟通默契，课堂 

氛围渐入佳境，因此，选取这样的学习情境进行微 

课设计和开发，内容和时机上都是比较适宜的。 

表 1 学习情境设置一览表 

学习情境 学时 学习型工作任务 

1.  了解导游讲解艺 

术 
6 

明确导游讲解的意义，掌握导游讲 

解八大法 

2.  学会梳理导游词  6 
熟悉不同类型景观和不同类型游客 

的导游词创作技巧 

3.  接送站车程沿途 

导游讲解 
10 

熟悉机场、车站等不同情境下不同 

客人的首站沿途讲解、送站技巧 

4.  自然景观的导游 

讲解 
8  讲解好 23 处湖南自然旅游景观 

5.  人文景观的导游 

讲解 
12  讲解好 23 处湖南人文旅游景观 

6.  旅途中娱乐活动 

的设计与实施 
8 

根据不同年龄、职业的团队进行娱 

乐活动的设计与实施 

7.  备战导游证面试  6  掌握现场导游考试程序和应试技巧 

（二）兼容并蓄，凸显现代职业教育理念 

优秀的微课设计需要先进的职业教育理论作 

为引导和支撑。笔者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和行动导 

向的教学组织两大主流职教理论，根据导游员的工 

作过程进行了课程总体设计与开发，并且将十余年 

的课程教学中践行摸索出的“引导激发爱”快乐五 

环教学法体现在微课教学设计上，同时在教学实施 

上引入了可汗学院的翻转式课堂教学理念，让微课 

作品凸显现代职业教育的时代感和创新性。 

（三）告别“独白”式精彩，分析受众需求 

现代高职课堂的主体是学生，教师是引导和组 

织者。基于对  90 后高职学生的典型特征的分析， 

他们大多数活泼好动，喜欢展现自我，普遍处于对 

未来职业有认知但不明晰的阶段，不喜欢教师延续 

中学时代的“一言堂”和“满堂灌” ，希望课堂能 

满足他们展示自我的舞台，对于仿真和全真性的工 

学任务兴趣浓厚，展示课程作品的时候需要教师、 

团队甚至企业的鼓励等。 

因此，笔者在教学设计的前期充分从以下四个方 

面进行了考虑：一是教学内容的兴趣导向性，选取最 

新相关的行业前沿资讯，比如说在导入课程任务时， 

笔者以知名小说《盗墓笔记》的节选为引导文，激发 

他们对于书中原型马王堆汉墓陈列的学习兴趣，从湖 

南省博物馆场馆改扩建的项目谈起，用场馆的设施和 

规模等新鲜资讯吸引学生的注意；二是课堂教学模式 

的时尚创新性，本课程引入了美国的“翻转式课堂” ， 

通过学生课前观看相关参考视频，完成相应的课程作 

品设计，课中展示课程作品，教师答疑解惑，评价作 

品，实现先“知识内化”再“知识传授” ，最大程度 

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三是课程教学环节设计的娱乐参 

与性，比如说在课中选取教学典型上台展示时，笔者 

采用的是团队推荐和老师的个人学习空间选取的方 

式，这样既给每一个学生都创造了展示自己网络学习 

空间的机会，又方便教师短时间内抽查学生空间作品 

完成情况，90 后的学生也普遍乐意接受这种时新的 

“点名方式” ；四是课程任务设计的应变抗压性，导 

游职业具有脑体高度结合、压力大的特点，往往需要 

解决一系列的复杂多变的问题，因此在设计课程任务 

时要注重学生防腐拒变、应变抗压性的训练，例如设 

计一些学生容易出错的“陷阱”性任务、与职业道德 

相关的“敏感性”问题等，此外在设计评价环节时注 

意采用奖惩并重，赞美和批评交替的方法进行客观的 

评价，笔者多年来摸索出了一套“拇指”教育与 “指 

正”教育相结合的方法，教师评价和团队互评，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四）走进信息化时代，精选教学资源 

完整的微课设计不仅是一堂短小精悍的视频， 

应该是一个微型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包，高职的微 

课网络教学资源包除包含核心资源微课视频外，还 

应包括在微课录制过程中使用到的全部辅助扩展 

资料：教学方案设计、课件、学习任务工单、参考 

资料推荐、课程作品评价、教学反思等。这些教学 

资源的选取应该紧扣主题，有机穿插运用在整个微 

课教学设计、组织与实施中。例如，笔者在《博物 

馆类旅游资源的导游讲解—以湖南省博物馆为例》 

这个微课作品中，就穿插运用到了如图 1 所示的微 

课网络教学资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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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微课网络教学资源包 

（五）巧设教学环节， “引导激发爱” 

德国著名的教育学家第斯多惠曾经说过，教育 

的艺术不在于知识与技能的传授，而在于激励、唤 

醒和鼓舞。笔者多年来的践行摸索，形成了一套基 

于行动导向职教理论的“引导激发爱“快乐五环教 

学法，第一步：行业资讯引领，阐述教学目标；第 

二步：导入背景知识，阐述具体任务；第三步：激 

发团队热情，激扬团队斗志；第四步：发掘学生潜 

能，发现学生不足；第五步：总结亮点，用爱心、 

责任心铸造爱的课堂，完成环环递进、闭环结果的 

教学过程。 

（六）校企联动，营造职业氛围 

校企深度合作是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特征， 

实现校企无缝对接、学生零距离上岗的首要前提是 

对职业环境的适应和职业意识的养成。笔者主讲的 

课程全程嵌入了全国利税十强、湖南排名第一的五 

星级旅行社亲和力旅游的企业文化，并结合高职学 

生的特点校企联合开发了一套以“五个一标准”贯 

标活动为主线的职业意识训练方案， “五个一标准” 

即：一张笑脸，一声问候、一句赞美、一份整洁， 

一种姿势。通过课前职业礼仪展示、亲和力特色班 

级建设、专业形象大使选拔赛等手段将该企业的核 

心价值理念贯穿课堂教学的始终，因此，这些都使 

微课作品的价值得到大大提升。 

四、结语 

短小而精致的一堂微课，浓缩的是主讲教师 

职业生涯的精华。一堂合格的微课，强调的是知 

识和技能的传授效率；而一堂优质的微课，却是 

如何用教师的引导和爱心，激发学生最大潜能和 

营造最好学习氛围， 而这也将会使师生乐在其中， 

学生收获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和技能，还有高效 

的学习习惯和良好的职业素养，教育信息化时代 

的微课教学比赛，对于每一位高校教师而言，是 

一方公平、公正、公开的全新舞台，等待灵魂工 

程师们竞技能、展风采，分享教育资源，共绘职 

教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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