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关于资助金课建设实施方案 

 

为了响应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顺应高等教育新文科发展方向，推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大学外语教学中的深度融合，落实课程思政和“三进”工作理

念，推动外语教学高质量发展，学院决定资助微课制作和课堂录课等数字化教学资源建

设，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资助范围 

截至 2023年 9月 15日学院提交教改申报书的个人或者团队，原则上申报一流本科

课程的资助 2-5个微课制作和一次 45分钟课堂实录，申报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的资助课

堂实录，见下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课程负

责人 

课程名称 团队成员 录制项目 

1 一流本科课

程 

刘晓琴 国际人才职场英

语 

陈树坤、李海燕、胡萍飞、

夏娟 

微课 + 课堂实录 

2 一流本科课

程 

杨贵章 商务笔译 孔卫琼、邓薇、涂兵兰 微课 + 课堂实录 

3 一流本科课

程 

曾晓青 第二外语（日语）

Ｉ 

  微课 + 课堂实录 

4 一流本科课

程 

洪斌 跨文化商务交际 曾巧华、陈树坤 微课 + 课堂实录 

5 一流本科课

程 

王从遥 综合英语 III 庄美英 微课 + 课堂实录 

6 一流本科课

程 

涂兵兰 外事翻译 邓薇、陈树坤 微课 + 课堂实录 

7 课程思政示

范课程 

洪溪珧 综合英语 II 刘传江、朱冰霞、梁玉红、

庄美英、王从遥、毕亚男、

刘晓琴、罗丹婷 

课堂实录 

8 课程思政示

范课程 

罗丹婷 商务英语阅读 II   课堂实录 

9 课程思政示

范课程 

汤新煌 大学英语 III(金

融英语听说） 

  课堂实录 

10 课程思政示

范课程 

毕亚男 综合商务英语Ｉ   课堂实录 

11 课程思政示

范课程 

李海燕 金融英语听说   课堂实录 

12 课程思政示

范课程 

黄跃瑜 大学英语（日语）

Ｉ 

  课堂实录 

 

 

 



二、总体要求： 

（一）、获得资助的课程负责人与学院签订承诺书，承诺在未来 1-2年内全身心投入课

程建设，积极申报各类教改和课程建设项目、申报各级别教学案例评选活动、参加各类

型微课比赛和教学比赛。 

（二）、为降低录制课堂和微课成本，提高各方效率，课程负责人个人和团队需全力配

合微课制作和课堂录制时间表，按时按要求做好相应的资料准备和时间人员安排。 

（三）、课程负责人与录课公司方保持充分沟通，积极配合各项录课工作开展。 

（四）、课程负责人应尽最大努力投入设计微课和课堂实录，制作出主题突出、编排精

美、形式多样、具有一定原创性、符合课程思政理念的教学视频。 

 

三、课程内容要求： 

（一）、内容紧扣主题：每个微课的内容都应该是围绕着主题展开的。每个知识点、案

例、数据、图片等都应该有助于阐明主题，而不是游离于主题之外。 

（二）、课程思政融入：在制作微课时，应该注重融入课程思政元素。通过在微课中融

入这些元素，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同时也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综

合素质。 

（三）、框架清晰：微课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框架，有助于学习者理解课程的结构和内容。

框架可以包括引言、正文、结论等部分，同时还可以根据需要添加其他元素，如小结、

参考文献等。 

（四）、关键知识点突出：微课设计应该突出知识点和关键词。有助于学习者更好地理

解和记忆课程内容。同时，在微课中使用规范的语言和术语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提高

课程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五）、课堂实录教学方式多样化，可以通过重复讲解、演示、讨论等方式，使学生更

好地理解和抓住重点内容。 

（六）、课堂实录应体现出教育数字化元素，善用课堂教学软件进行互动和组织课堂，

体现混合式教学元素。 

 

四、录课时间安排： 

10月 1日-10日：教师微课录课资料准备，录课公司组群指导 

10月 11日-10月 31日：完成课堂实录 

11月 1日-11月 29 日：完成微课制作 

 

关于课程录制流程及注意事项，详见附录 1-4。 

 

 

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 

2023 年 9月 28 日 

 

 

 

 

 

 



附录 1 

微课制作流程及注意事项 

【制作流程】 

微课的制作流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确定选题——撰写教案——制作课件——视频录制——后期制作——成品校对。 

1. 确定选题：这是制作微课的首要环节和起点，科学的选题是微课成功的前提和基础。

本次微课时间设定在 8分钟以内（一般而言，汉语的语速为每分钟 250 字左右，英文为

150词左右），请大家精选课题，把课题中的某一具体知识讲透即可。 

2. 撰写文稿：微课所需要的是一篇完整的讲稿，这篇讲稿是主讲老师的课程录制内容

（含部分视频及音频，后期字幕制作等），所以建议主讲老师，逐字逐句设计好讲稿，

确保微课的制作规范、顺利、有效（口语化的词都建议写入讲稿中，因为微课录制时是

看着提词器逐字阅读，而且不用配合 PPT的；提词器类似于直接将老师们自己准备的

word文档投射到一面大镜子上，故可以提前设置好字的大小与行距等）。 

3. 制作课件：本次微课制作，由文化传媒公司提供 PPT模板，再交由主讲老师填充教

学内容，最后执行公司会在此基础上优化老师们的课件，确保视频制作水平优等。建议

每一个微课都体现课程思政融入（千万注意不要犯意识形态错误）。 

4. 视频录制：这一步需要准备好摄像设备和录音设备，并且需要注意声音清晰、语速

适当等问题。本次微课制作由文化传媒公司执行拍摄和制作，将会提供提词器，主讲老

师要在讲稿中准备： 

①课题的开场白或课题引导语； 

②课程中间可以穿插过渡段； 

③微课最后有结束语或课题的总结陈述。 

除此之外，课件内容的声音录制，需要主讲老师自行完成。具体的操作方法，文化传媒

公司会单独出详细指导方案。 

5. 后期制作：这部分工作交由文化传媒公司独立完成。 

6. 成品校对：当成品做好以后，将交由主讲老师进行内容审查和文字信息的校对。 

 

【注意事项】 

微课制作的注意事项： 

1. 前期案头工作，包括确定选题、撰写教案、制作课件等，需要主讲老师尽快定项和

落实。其中，开场引语和结束总结建议各 250—300 字之间，过渡语可写可不写，如果

需要过渡建议 100—150字之间。建议口语化的词都写入讲稿中，录制前多练习几遍。 

2. 视频录制期间，请着装端庄大气，符合老师气质。女老师可以化生活妆，男老师保

持脸部干爽净洁。 

3. 音频自行录制，需要在安静的封闭场所进行，使用手机的录音功能即可。具体的实

操，将由文化传媒公司现场指导。 

4. 特别提醒：微课录制的重点是主讲老师的“讲稿”，文化传媒公司全凭这份“讲稿”

进行镜头设计、课件优化、后期配字幕等详细工作。所以，请主讲老师们务必把微课的

讲稿做精做细，严格遵照讲稿进行。 

 

 

 



附录 2 

课堂实录流程及注意事项 

 

【制作流程】 

课堂实录流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确定选题——撰写教案——现场录制——后期制作——成品校对。 

1. 确定主题：这是课堂实录的首要环节和起点，科学的选题是实录课成功的前提和基

础。建议选择最拿手的一个主题。本次课堂实录时间是标准的一堂课（45分钟），请大

家精选课题，把控好上课的节奏。 

2. 撰写教案：教案是微课制作的指导性文件，需要包括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教学手段、评价方式等方面的内容。课堂实录会有真实的学生参与互动，老师们要

设计好教学互动环节，让课堂气氛活跃、课题生动。此外，板书环节也建议提前设计好。 

3. 现场录制：本次录课采用现场双机录制，其中一台主机位正对讲台，录制老师自由

讲课；另一台副机位在讲台一侧，朝着学生方向，录制课堂互动的真实反应。现场会有

四个无线麦克风，主讲老师佩戴一个无线麦，讲台暗藏一个无线麦朝向老师，观众席放

置两个无线麦，朝向学生。因为课堂实录为真实课堂，出现口误属于正常现象，大家提

前可以进行演练，尽量确保录制过程中顺利。 

4. 后期制作：这部分工作交由文化传媒公司独立完成。 

5. 成品校对：当成品做好以后，将交由主讲老师进行内容审查和文字信息的校对。 

 

【注意事项】 

1. 课堂实录是真实反映老师们平时的上课状态，采用的是固定机位，一镜到底的录制

要求，所以建议主讲老师要对课堂内容精雕细琢，反复打磨， 多演练几次，注意安排

弹性环节，方便掌控课堂时间，课堂要活跃气氛。如果出现口误属于正常现象，大家也

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 

2. PPT课件可以先根据文化公司提供的模板进行设计，在录制前再由文化公司进行把关，

进行优化。 

3. 形象方面，请着装端庄大气，符合老师气质。勿穿与背景板同色系衣服，会与背景

融为一体，难以制作（因拍摄模式是背景板抠图模式，背景板颜色拍摄公司会提前告知）。

勿穿太花、波点，条纹都尽量避免。纯色最佳。女老师建议化日常妆，会更加上镜。 

 

  



附录 3 

慕课准备示例---讲稿篇（节选） 

 

讲稿：录制现场，老师对着文稿照念就行。无需现场组织语言，造成卡顿。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真实世界中的创新”！（插入第一张 PPT） 罗辑思维有一

期节目，名字就叫真实世界中的创新。(插入第二张 PPT)在这期节目中，罗振宇提到了这样

一个现象：在大部分人眼中，创新就是发明创造，是聪明的老爷爷在实验室里干的事，与普

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那么，到底什么是创新，它是怎么发生的，它与我们普通人究竟

有没有关系呢？(插入第三张 PPT) 

创新的英文对应词是 innovation 

最早从学术角度对innovation这个概念进行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他在1912

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创新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插入

第四张 PPT) 

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

入生产体系。(插入第五张 PPT) 

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有五种基本形式：(插入第六张 PPT) 

开发新产品；引进新技术；开辟新市场；发掘新的原材料来源；采用新的组织形式和

管理模式。熊彼特是从技术与经济结合的角度研究创新的，他认为创新的本质是能够创造出

新价值。(插入第七张 PPT) 

如果一项发明不能创造价值，它就只是一项发明而已，不能称为创新。在清楚了创新的概

念之后，我们接着来看创新是怎么发生。 

罗振宇通过大量研究发现：在真实世界中，大多数创新都是由普通人在普通工作岗位

上创造出来的。(插入第八张 PPT) 

  



附录 4 

慕课 PPT 示例 真实世界中的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