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实践案例和研究文章的写作要求及建议 

 

1.面向教师征集“微课设计、开发与教学应用”的做法、想法或参赛心得 

教师微课设计心得：侧重教学设计。选取最感兴趣和最有想法的点展开，不求

面面俱到。字数要求 1000 字左右。 

1） 在你眼里，你觉得微课到底是什么？ 

2） 您的参赛作品为什么选这个话题？要解决什么问题？ 

3） 你是如何设计和解决所面对的问题的，你的解决方法与别人相比有什么独到之

处？ 

4） 你会建议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方式使用你的微课？ 

5） 你在制作微课或参赛过程中有什么强烈的感受和感想？ 

6） 微课给您的教学带来了什么？在教学应用上您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微课制作经验：侧重技术方案。选取最感兴趣和最有想法的点展开，不求面面

俱到。字数要求 1000字左右。 

1） 你采用什么技术路线来制作微课的？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你了解和指导的微课

制作方法中，你觉得最简便的方法是哪一种？ 

2） 在制作微课的时候，教师和技术人员配合方面需要注意什么？ 

3） 你对于这次制作过程的总结：经验和教训，下次的改进点。 



2.面向单位征集“支持和促进微课教学开展或赛事组织”的经验和做法 

侧重支持和应用政策或工作思路。选取最感兴趣和最有想法的点展开，不求面

面俱到。字数要求 1500 字左右。 

1） 贵单位如何看待微课与贵单位使命、发展的关系？是否针对某个具体问题？ 

2） 贵单位对微课资源建设、教学应用、政策和技术支持方面的规划和落实情况。 

3） 贵单位在微课建设过程中的涌现出来的一些创新人物、做法和故事。 

4） 贵单位制作的微课在本单位会怎么用，对外会怎么推广？ 

3. 面向相关研究者征集分类主题的研究文章 

侧重理论、趋势和问题研究。建议围绕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微课资源建设、应用

模式、学习环境、教师教学能力等方面选取自选主题。字数要求 3000字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