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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网页制作”课堂教学微课化初探

李 岚

一、目前课堂教学过程中
存在问题

1. 高职生源类型和层次的不同，导

致生源之间素质存在较大差异

高职院校的学生来源有两种：一

种是普通高中，另一种是中职学校。中

职的学生在高中的时候已经学习了一部

分电子商务的专业课程，而普通高中来

的学生大部分没有基础。这就造成了不

同学生之间的差异较大。

2. 课堂教学时间利用不充分

在目前的课堂教学中，笔者采取

的是分解任务的教学方法。将一个任务

分解成更小的任务，虽然解决了前面的

课堂矛盾，但是每个任务之间为学生留

出多少时间来完成练习又成了新的课堂

问题。

3. 课堂教学忽视了学生创新思维

的培养

设计制作商务网页不仅需要掌握

技术，也需要学生有创新思维，在完成

课堂任务的基础上还需要消化知识进行

再创作。目前的课堂教学方式决定老师

没有时间来指导学生作品再创作和创新

思维的培养。

二、“电子商务网页制
作”课堂教学微课化的可行性

微课是指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

教师围绕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而展开

的简短、完整的教学活动。

1. 网络课堂建设有利于微课化的

实施

经过三年的网络课堂建设，目前

本课程已经基本实现了网络化教学。学

生可以在网络上下载课程单元 PPT、每

堂课的作业素材，可以用自己的账号向

老师提交作业；老师可以通过网络课堂

批改作业并评论。经过 3 年的实施，学

生普遍反映很喜欢这种教学方式。

2. 任课教师有技术上的优势

要将课堂教学微课化，每堂课可

能需要拍摄 2~3 部微课，整个课程所

需要拍摄的微课数量将相当多。这种

情况下，如果像参加比赛那样录制微

课，肯定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课堂

教学里使用的微课可以用电脑屏幕录制

软件，将老师的屏幕演示和讲解录制下

来，再经过后期编辑剪辑突出重点。

本课程的任课老师基本具有计算机基

础，能够完成视频软件的录制或者是后

期制作，在技术上几乎没有障碍。

3. 课堂教学微课化可以减轻老师

的重复劳动负担

将课堂教学微课化必定会有大量

的工作需要老师来完成，但是一旦实行

了微课化，就能将老师从重复性劳动中

解脱出来。目前“电子商务网页制作”课

程每个学期有两个班级要上，同样的内

容任课老师每学期都要重复讲解两次。

如果将操作技能部分的课程制作成微

课，教师在课堂上就可以从整个网站的

角度去安排这些技能的插入点，就从知

识的传授者转换成课堂教学的组织者与

协调者，同时又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自主

选择权。

三、微课化课堂教学的实施

以“制作表格布局网页”这一任务

来举例，课堂教学中的任务有：①表格

的设置方法及表格的 HTML 语言。②

用表格制作各种不同布局类型的网页。

③利用表格布局基本网页。④利用表格

布局综合网页。微课化就是将这几个任

务的演示部分用屏幕制作软件，全程录

制教师的屏幕操作与讲解，自动生成适

合各种要求的视频文件格式。录屏软件

还能制作后期效果，如添加关键字幕、

鼠标高亮、重点标注等。录屏式的微课

能高效再现操作细节。

微课化的上课模式就是，教师将任

务分解后，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

择不同的微课视频来观看并练习。对于

没有基础的同学，可以选择任务一的微

课视频，从表格的基本操作开始练习，一

步一步观看练习，完成任务。对于有网

页基础的同学，可以直接从任务三的表

格布局开始，直接来练习表格布局的方

法。学生在观看录屏的时候，可以根据

自身情况快进、暂停、重复观看，也可

以边看录屏边操作，把原来上课时用来

记忆老师操作步骤的精力，用在去理解

老师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者去思考还有

没有更好的方法达成同样的效果。这就

大大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学习效果。

相比较而言，原来的实际操作就

是回忆老师演示的步骤，单纯地重复老

师的操作，在有限的课堂时间里学生来

不及将知识技能消化重构，学生的学习

效果较差。而微课化的课堂教学可以让

学生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转变成为知识

的主动学习者和思考者，这也正是我们

培养学生职业素养的重要一部分。

摘 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计算机教学也在不断普及。本文阐述了“电子商务网页制作”课程教学当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课堂教学微课化的概念，分析了这种教学方式的可行性和实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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