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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developed, a new type of learning method-mobile 

learning -comes into being.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tudying technology, upgrading of 
studying environment ,and the combination of miniaturiza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advantages of 

video resources, micro-video curriculum resources are gradually recognized. This paper is based on 
relevant theory of mobile-study and micro - video course, we introduce universal studying concepts 

of micro-video curriculum design, mainly for its recording process of micro-video curriculum, and 
design adoptable universal parameters when recording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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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学习的微视频课程录制技术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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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移动学习，应运而生。随着学习技术的不断发展、学习环境

的不断优化，将资源微型化的需求与视频资源的优势相结合，微视频课程资源逐步得到认可。本文基于移动学习和微视频课

程的相关理论，引入了微视频课程技术设计中的学习通用技术理念，重点介绍了微视频课程录制过程，设计了录制时可采用

的通用录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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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学习方式上，从“人人皆学”到“时时能学”，进而到当前的“处处可学”，人们更看重的是学习

的自由度、灵活性及其个性化。在最近几年中，视频资源在 e-Learning 中的应用愈加广泛，较大地促进

了视频资源的建设。与此同时，在技术的不断变革下教学领域也发生了变化，而移动学习在移动通信技术

的不断发展下也就顺势而生，将视频课程通过移动终端进行交互性学习便推动了微视频课程的发展。 

本文基于移动学习和微视频课程的相关理论，引入微视频课程技术设计中的学习通用技术理念，主要

关注基于移动学习的微视频课程的录制技术。 

1 移动学习 

移动学习是指在移动通信网络技术的支持下，使用无线移动终端（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来获取

教育信息、教育资源和教育服务的一种新型数字化学习形式[1]。在移动学习的过程中，学习者根据个人

需求，依托移动终端与网络，进行自主地的学习。 

在移动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的带动下，移动终端的发展越来越快，普及程度也愈来愈高，它们可以利

用图像、视频、声音等创造不同的学习情境，为学习者提供了较好的信息互动、资源共享的条件，不但能

够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还能够较好的实现有效学习；而且具有一定的功能优势，如携带方便、移动性

强、无线上网等，为移动学习提供了较便利的条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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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微视频课程 

以微博为代表的“微动力”影响到了教育教学、培训等领域，改变了学习方式和学习资源的存在形式，

这时产生了微课程、微视频。2012 年，祝智庭等“智慧教育作为教育信息化新境界”[3]的理念的提出，

引发了教育者在教育方式上的新思考。 

据统计，自 2009 年到 2012 年的三年间，在线视频的使用频率已增长了 22%，视频的时长增长了近

80%[4]。在人类感觉系统中，视觉是最占优势的信息来源[5]，视频能够让人们以真实的方式参与进来，

并有着高度的参与度。所以，视频最具有交互性，最具有视觉冲击力，只要我们进行合理的运用，可以实

现课程质量的有效提高[6]。 

2.1 微视频 

在当下，人们提到“微视频”时更多的是指“微视频资源”，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微视频是“微视频

资源”的简称，它所承载的信息内容具有可视化的特点。自 2006 年至今，从微电影、微广告，到教育部

举办的微课比赛，都体现着微视频具有多元化的应用载体、广域化的学习受众和多样化的应用环境[7]。 

在本文中，“微视频”是指有着完整意义的某个知识模块或某个知识点，涵盖完整的教学环节，时长

大概在 2-20 分钟范围，有教学意义的微型教学视频资源[8]。 

2.2 微视频课程的界定 

课程是微视频课程的首要属性，主要运用于网络平台，与课程、网络课程都有着一定的关系。 

在本文中，微视频作为微视频课程的主体，将网络作为学习平台。于是界定：微视频课程是学习者通

过网络平台，结合自我学习需求与学习目标，利用微视频进行的学习活动的总和[9]。 

通过学院几年来精品课程的设计和录制，笔者总结发现，微视频课程的结构与课程内容的容量有着直

接的关系。作为短期培训或专题讲座的课件，微视频课程可由微视频直接构成；作为一门完整的课程，微

视频课程则可划分为多个教学模块，并由各个模块的教学视频组合而成[10]。 

3 微视频课程的录制技术 

微视频课程具有短小精悍、主题突出、资源多样、交互性强等特征，特别适合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

终端，为学习者提供泛在学习体验[11]。由于移动学习终端种类繁多，自身特性不尽相同，因此当前微视

频课程的技术要求为微视频课程的呈现及有效利用提供保障。 

微视频课程的技术一方面体现为设计呈现的通用性，另一方面体现为视频录制的技术参数。 

3.1 学习通用设计 

学习通用设计的理念在微视频课程的技术设计上值得重视。学习通用设计实际是一种新的课程设计框

架，它主要强调运用多种方法，使教学适合于不同情境、适合于不同背景中，同时满足不同学习风格、不

同学习能力和不同认知障碍学习者的需要，来促进每位学习者的发展[12]。学习通用设计为不同的学习者

提供了通用性的设计方案，以一种简约的方式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多种需求[13]，更好的支持了资源的重组

和再利用，也能够更好的体现视频设计呈现的通用性。 

3.2 微视频课程的录制技术 

微视频课程的录制主要有实拍和录播两种方式，同时微视频课程主要为满足教学的需要，不应过于强

调视觉的冲击力。在张生等《微课程设计要素探讨》[14]一文中提到，微课程的传统技术属性也需要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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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如格式、大小、版本信息等。笔者结合学院精品课程的录制过程，以及全国高校微课教学比赛的视

频制作参考[15]，经过探讨设计出微视频课程的通用录制技术参数。 

3.2.1 前期录制 

微视频最终将上传至网络服务器，为充分满足网络课程的清晰度和网络播放的要求，原始素材采取全

高清格式录制。录制过程中画面、灯光和声音三方面是视频的基本技术属性。 

（1）画面要求：将摄像机的录制规格设置为 1920*1080 50i ，画面比例为 16:9，摄像机采取隔行扫

描的方式与投影机 50hz 的频率闪烁保持一致，有效地避免了摄像机在拍摄投影画面时出现屏闪画面。 

（2）灯光要求：拍摄场地一般为多媒体教室或演播室，主讲教师一般都采用投影仪播放教学课件的

方式进行授课。拍摄过程中摄像机将投影仪的光源识别为主要光源，拍摄画面就会自动调暗。为了能够清

晰的拍摄出投影的教学课件，同时又能较好的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肢体语言反映出来，将摄像机光圈调

整为手动模式，采用人为调节摄像机画面的方式。在单摄像机拍摄的模式下（俗称单机位）：选择适度增

加光圈，轻微过曝投影仪画面（增加 1/3-1 曝光量），增亮教师拍摄画面；在双（多）摄像机拍摄模式下

（俗称双/多机位），一台记录多媒体课件画面，一台摄像机单独记录教师的教学肢体语言，能够更加充分

的保证课程教学方法的完整性。 

（3）声音要求：在非专业录播室的环境下拍摄时，要充分考虑声音的回声与混响。在拍摄前期，将

摄像机外置话筒放置于讲台中央位置，将采集的电平旋钮转到 5，同时观察摄像机屏显上的音量电平，根

据教师讲话的音调高低，合理调节音量采集电平旋钮，避免出现电平满格的状态。与之相配合，在后期制

作过程中采用降噪技术，将外围环境噪音降至最低。这样通过前置录音设置和后期制作降噪，使得视频中

教师的声音达到最佳效果。 

3.2.2 后期制作 

后期编辑制作是在视频录制完成并将采集好的素材归类整理后进行的。当前视频后期编辑制作软件有

Adobe Premiere Pro、Mencoder、EDIUS 等等，本文讨论采用 EDIUS6.08 非编软件进行编辑，利用 AE 软件

制作片头视频进行包装。 

（1）工程设置：根据采集素材的数据格式，采用 1920*1080 50i ，16:9 的工程预置。在起始的音量

电平上我们选择-20db，具体音量根据具体情况酌情增减。 

（2）剪辑手段：以保持课程教学的完整度为原则，剪辑过程以叙述的方式剪辑。 

（3）课程包装：微视频课程以教学为主，视频画面不宜过多使用特技效果，避免影响教学效果。为

给学生以朴实，直接的观看感受，利用 AE 软件制作 10s 左右的片头，在给学生科技感、技术感的同时，

避免学生出现厌倦心理，达到吸引视线的作用。 

（4）输出转换：在制作完成后输出时，为视频资料库备份时选择输出 720*576p MPEG 格式的成片，

在保证视频画面质量的同时，能够有效压缩素材整体容量，同时可以满足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对视频编码

的要求。为方便网络素材的上传，可将视频转化为 flv 小容量网络格式（720*576p）。 

结合网络传输特性及现在广泛使用的移动终端的性能配置，以上设计符合学生学习心理，符合微视频

课程内容短小、信息量集中、知识点完整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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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知识的存在形式在移动学习方式下发生了变化，人们对知识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美国的

可汗学院（Khan Academy）已经实现了将微视频资源与正规课堂教学相结合，开通了移动学习平台，并进

行了“颠倒课堂”（The Flip Classroom）的实践[16]，所以移动学习和微视频课程资源都将有着更为广

阔的应用前景。可汗学院对微视频课程的应用的成功，引导着我们对微视频的未来引发新的思考。结合当

前泛在计算、关联推送技术等关键技术的支持，如何设计有效的微视频资源，如何设计基于微视频的网络

化、关联化的知识资源系统，值得下一步做出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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