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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三届全国微课大赛的成功举办，让微课走进高校，逐渐成为众多高校

教育工作者的主要研究领域，并将微课应用到实际的教学改革中去，甚至延伸至

高职、中职教学改革中。目前对微课开发现状及相关问题有一定研究，但珠宝玉

石鉴定微课的研究十分缺乏。为了使珠宝玉石鉴定课程相关专业教学适应当前高 

等教育教学改革，提升学生学习效率，提高教师教学效果，本文对高校珠宝玉石

鉴定微课的开发现状及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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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开发现状 

（1）微课资源开发不足，目前仍处于小作坊制作阶段，以专业、成系列的

推出很不足。若想将微课作为未来学习常用方式则应及时改善开发方式[1]。 

（2）微课精短，应区别于普通课堂，合理利用时间将课堂的引入、告知、

操练等步骤进行一一实现。 

（3）微课主要以动画、音频等格式呈现，其制作技术需要借助信息技术加

以实现，对于大多数非计算机专业教师来说操作有一定难度。 

（4）绝大多数高校没有建立微课平台或是不健全，因此并没有配套的练习

以及评估等在线支持。大多数教师也只是简单发布微课，并没有将微课真正贯穿

到课程教学中，未起到辅助教学的作用。也因缺乏互动平台而缺乏交流渠道。 

（5）针对微课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审机制的专门研究至今也几乎为零，在

两届微课大赛当总所制定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微课实践引导缺乏多元化引领。 

（6）目前相关珠宝玉石的在线教育资源以商业宣传或热点普及为主要目的，

提供资源方也多为非专业教育工作者；因此此类资源的专业度不足，针对性不强，

完整度及知识连贯性都不够 ，这对本专业学生的专业学习会造成水土不服的现



象。对于珠宝玉石鉴定这类专业核心课程的在线教育更加缺乏，为了适应在线教

育及本专业的发展，对珠宝玉石鉴定课程微课开发及应用显得尤为重要[2]。 

    2 相关问题： 

2.1微课的概念和特征 

    根据相关文献得出，目前对微课的概念及特征主要有三种观点：学习资源或

学习媒体论，教学活动论及课或课程论。珠宝玉石鉴定课程微课目前与教学活动

轮的观点 为接近，结合目前该专业教学发展现状，更新教师教育理念，提高课

题组成员教学研究、视频摄制和课件制作等能力；同时可以结合课或课程论及课

或课程论观点进行微课的设计开发，从而更加贴合当下教学环境与需求。 

2.2微课的设计与开发 

若要实现微课在教学中起到的作用就要灵活运用信息技术，尽心更有效合理

的教学设计，并找到其与传统教学整合的有效途径与方式 [3]。 

    根据目前微课应用现状，结合微课目前设计与开发现状来对珠宝玉石鉴定课

程微课进行设计与开发。如设计模型的构建，开发工具选择、开发方法以及开发

步骤，8 种技术手段( 录屏"实拍视频"二维"三维"虚拟仿真(可交互)、 html 页面、

虚拟演播以及Motion Graphic.) [4]。借助技术开发和制作珠宝玉石鉴定系列微课

程辅助该课程的日常教学，丰富课堂内容，巩固课程知识，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2.3 微课的应用 

     2.3.1解决微课教学与传统课堂教学有效对接问题 

    《珠宝玉石鉴定》课程主要是学习各种珠宝玉石的鉴定理论，为实践的鉴定

打下理论基础，较其他课程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实施大量理论基础，日新月异的前

沿技术动态。传统课堂无法满足教学需求。而《珠宝玉石鉴定》微课主要是针对

课堂内容进行补充、提升，但却不能代替课堂的新知识教学，并不是课堂教学的

录像课，主要用于学习者不受时空限制的自主化学习。 

    2.3.2解决微课应用平台功能不完善问题 

相关专家认为，平台功能应在满足微课资源日常建设、管理的基础上增加便

于用户应用、研究的一战式服务环境。在管理功能上，缺乏向学习者推送个性化

学习资源及确定学生自主学习路径的学习分析技术，应用功能上缺乏用于学生异

步、同步交流的协作系统，缺乏诸如笔记、书签等用于学生学习的辅助工具系统，

缺乏诸如学习单元、视频索引等学习支持系统，缺乏在线自测、考试的评价系统

[5]。 

2.3.3解决微课应用深化问题 

深化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珠宝玉石鉴定课堂中的应用，并建立和完善基于学



生学习特点的实验课堂模式。在教学中，教师想办法引导学生进行交流探讨，教

师将成为课堂导演，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活跃课堂教学气氛同时将内化知识，

提高学习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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