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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中小学微课视频个性化设计与实践中的应用潜力，传统微课制作周期长、资

源同质化及个性化不足等问题，推动教育信息化发展。通过分析微课视频的瓶颈与新机遇，提出基于AIGC
的智能生成方法，包括教学资源自动化生成、个性化教学设计适配及创新技术应用。通过实践得出AIGC
显著提升了微课制作效率，支持多模态资源的个性化组合，满足学生差异化学习需求。但存在生成内容

情感表达不足、复杂知识准确性待优化及硬件依赖性等挑战。AIGC为中小学微课视频的个性化设计与实

践提供了创新路径，需结合教师人工干预与技术改进，平衡效率与教育温度，推动基础教育从“标准化”

向“精准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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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potential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person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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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practic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microcourse videos, the long production cycle of tra-
ditional microcourses, the homogeniza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lack of personaliza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By analyzing the bottlenecks and new opportunities 
of micro-teaching videos, an intelligent generation method based on AIGC is proposed, including the 
automated gener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personalized teaching design adaptation and innova-
tive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hrough practice, it is concluded that AIGC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micro-teaching production, supports the personalized combination of multimodal re-
sources, and meets the differentiated learning needs of students. However, there are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emotional expression of generated content, complex knowledge accuracy to be opti-
mized, and hardware dependency, etc. AIGC provides an innovative path for the personalized design 
and practic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micro-teaching videos, which needs to be combined 
with teachers’ manual intervention and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 balancing the efficiency and 
temperature of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 from “standardiza-
tion” to “precision”. AIGC provides an innovative path for the personalized design and practice of 
micro-teaching video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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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教育领域的教育信息化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在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中针对教育表述到，将“大力推进智慧校园建设，探索大规模个性化教学，打造中国版人

工智能教育大模型”。国家强调要推进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

度融合[1]。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其强大的自然语言生成技术、图像生成技术以及视

频生成能力，将对中小学教师基于课程资源开发的路径上提供新思路。而微课视频作为一种简洁精炼、

内容充实、聚焦于特定知识点上的教学资源形式，在教育信息化时代被广泛地运用于教师课堂教学与学

生自主接受学习之中。基于传统的中小学微课视频制作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制作周期长，创意思路局限

化等诸多问题，阻碍中小学教师在优质教学资源上的传播与共享。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引入为中小学教

师在微课视频设计与制作上提供了革命性的解决办法，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特点，AI 不仅能够自动生

成文本脚本、图片和多媒体素材，也能够发挥其高交互性特征，优化教学内容与课程多样化表现形式。

现阶段，人工智能利用其大数据分析与机器学习技术，可以深入分析研究学生的兴趣、习惯、能力。为

不同性格、水平的学生提供定制化教学服务，满足学生的需要；针对中小学教师，人工智能帮助教师完

成其部分备课任务，提高教师在上课过程中的教学效率与质量，增进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积极性。 

2. 中小学微课视频所面临的“瓶颈”与“新机遇” 

微课(Mirco-lecture)起初在 2008 年由美国高级教学设计师 David Penrose 所提出。他对微课的制作流

程提出了五步骤：首先教学核心概念；再提出 10~15 秒的教学背景介绍；再录制 3 分钟内的视频；创设

学生课后作业任务；上传视频到教学视频平台。而我国在 2010 年基于现在教育资源利用率较低的情况，

胡铁生在国内首次提出了微课的概念，将微课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微资源构成”认识与实践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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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教学活动”认识与实践阶段；“微网络课程”认识阶段[2]。目前中小学微课已进入“精准化、个性

化”的需求阶段。同时，微课的核心资源就是“微视频”，在中小学教师进行微课设计的时候，如何制作

一个质量高的“微视频”尤为重要。 
当前我国微课视频制作仍存在着录制场景单一，无法激起学生的兴趣；操作复杂，后期工作繁冗；

教师计算机水平差异明显，对教师的计算机能力没有具体的评判标注；制作流程复杂、花费高等问题[3]
其微课视频的设计内容已很难满足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中提

到的个性化学习路径设计。上述存在的问题现象也导致了当前微课视频资源同质化严重，无法满足面对

不同水平层次的中小学生的教学需求。 
在教育部《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中明确指出我国当前的教育需要“发展智能教育”，但中小学

领域中的 AIGC 应用研究仅仅只占了 6.3% (2024)。为了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帮助学生在学习与发展的

过程中更好地理解与领悟知识，借助 AIGC 技术，可帮助中小学教师实现微课视频资源素材自动化生成，

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视频所需要的文案、场景设计、图画、音视频、3D 模型、动画等素材，通过教

师人像生成虚拟数字人，并识别教师声音，自动添加字幕。 
个性化学习作为基础教育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中小学教师微课视频制作中也需要考虑到个

性化教学。基于各学科的培养目标与课程标准，如果只是单纯满足学生的偏好难以完成教学目标，因而

在微课视频制作中需要分析学生的偏好、准备多样化的学习材料以及多目标约束实现全面教学目标达成

[4]。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基于教师的要求辅助中小学微课视频制作，相较于传统微课视频制作流程，生成

式人工智能在个性化微课视频制作中有以下优势： 

2.1. 教学资源的智能生成与个性优化 

教师可根据课程内容的需求，基于自然语言提示词向 AI 提供需求，AI 可根据教师所给的要求，帮

助教师生成在制作视频演示课件之中所需要的文案脚本、图片、流程图、演示动画等。中小学教师在传

统微课制作的过程中，往往会面临素材收集困难、视频制作繁琐、后期合成碰壁等问题。在微课视频制

作中，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微课视频文本与文案组织、创作微课素材、制作微课音频、视频。减少教师

在制作微课视频过程中的工作量，增高制作效率。 

2.2. AIGC 驱动的教学设计个性化与学习者分析个性化 

教师上传自己的教学设计，AI 在分析教师教学设计后根据教师自身的风格，定制微课视频文案，减

少“线上 + 线下”教学之间的割裂感。教师也可利用 AI 生成学习者模型，学习者模型依据学习者知识

技能、认知行为、情感体验等学习者特征进行描述、分析和构建数字模型，学习者模型维度与物理学习

者维度相对应，以此向学习者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与方法[5]。对学习者进行分析，基于用户的偏好生

成视频，以满足学生学习的要求。教师可根据中小学生性格进行分析，通过 AIGC 工具，如 MidJourney
图像生成工具、Descript 语音生成工具分别将同一知识点针对视觉型学生、听觉型学生与动手型学生制作

不同类型的微课视频，以帮助学生理解与接受新知识。 

2.3. 多模态资源智能整合与创新 

多模态资源整合指的是将教师所准备的文本、图片、音频、视频、动画演示、交互插件等多种媒介

形式的教学资源内容进行整合。通过 AIGC 可以辅助不同类型的资源内容在微课视频中的逻辑顺序与情

感表达是一致的。AIGC 可以辅助教师将多模态资源整合降低知识抽象程度的同时，也确保知识逻辑与情

感表达一致。定制数字人技术可以帮助教师在微课视频制作过程中使中小学课堂更加生动活泼，避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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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观看的过程中产生不真切的感觉。教师在微课结束时，可以通过 AIGC 生成知识图谱，将微课视频

中教授的内容结构化，助于学生理解框架结构，避免知识零散化，同时也能减轻教师压力。多模态资源

智能整合打破了传统微课制作的线性规律，搭建出“感知–交互–反馈”三位一体的新模式。避免教师

在制作过程中重复利用互联网现在的陈旧资源，有更多个性化微课资源生成路径。 

3. 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个性化微课视频创作 

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自动化生成内容帮助教师实现个性化资源生成、整合。相较于传统微课制作方

式更加具有效率。 

3.1. 教学资源的智能生成与个性优化 

3.1.1. 辅助文本资源创作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根据其自然语言处理(NLP)的技术辅助教师的教学文本自动化生成，教

师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所给出的语言文本进行人工干预，选取教师所需求的内容。其适应场景为教师的

教案编写、知识点总结、提出教学案例场景等。辅助文本资源创作分成两个部分，首先是基础脚本生成，

中小学教师可根据自身的教学年级，确定一节微课的知识类型与认知层级，例如：在小学阶段中，微课

主题是“scratch 角色控制”，生成式人工智能则可辅助教师生成“编程猫”角色对话脚本；在高中阶段

“周而复始的循环”则可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代码，教师可在视频中演示。教师通过提示词，添加

约束条件，要求结构化输出，这里以“豆包”为例，帮助教师生成一节中学 Python 循环微课脚本(如图 1)。 
 

 
Figure 1. AIGC aids teachers in text resource creation 
图 1. AIGC 辅助教师文本资源创作 

3.1.2. 定制化图片资源创作 
中小学教师在微课视频中往往需要新颖并与教授内容相关联的图片素材，不具备美术基础的教师往

往在制作传统微课视频的过程中会在网上搜索资源，并将资源下载拼接于视频之中。这种方式通常会费

时费力，影响教师制作微课的效率，同时，教师基于网上搜索的素材可能会存在与教学内容风格割裂、

素材分辨率低等问题。在图像方面，AIGC 已发展出多种先进的模型和工具，它们不仅具备强大的图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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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能力，还在多个应用场景中展现出卓越的性能。中小学教师可借助 AIGC 工具，生成与课程内容有关

的图片素材。小学教师教授的对象为低龄学生，可以对 AIGC 提供指令生成与课程内容相关的并富有情

绪的动画图片；中学教师则可给予指令，生成关联性强，与课程内容相符合的知识性图片(如代码具象化

演示图片)。以“文心一言”的智慧绘图为例，教师选取人教版小学信息技术三年级上册《第 3 单元 认识

计算机》，教师旨在向同学展现形象化的计算机内部结构卡通图解，向 AIGC 给予提示词，文心一言根

据教师提示词生成图片内容(如图 2)。教师可将 AIGC 生成的图片放置在微课视频中，点缀视频内容，并

使同学通过图像化的内容理解文本内容。 
 

 
Figure 2. AIGC assisted teacher image generation 
图 2. AIGC 辅助教师图片生成 

3.1.3. 音频智能创作 
研究证明，在微课的导入阶段，通过背景音乐的引入可营造沉浸式的气氛，使学生快速进入学习状

态。例如《数据图像处理》微课使用电子合成音乐模拟图像处理过程，使较为抽象的概念具象化。AIGC
在动画制作的过程中，可以突破传统音效库的限制，实现动画与场景声音相结合，增强视频交互反馈，

例如在初中物理的“金属钠与水反应”中，AIGC 生成纳在水中的气泡破裂、嘶鸣声强度渐变的音效，增

强视频中动画实验的拟真度。小学语文微课可向 AIGC 工具输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生成远

疆驼铃与风声的环境音，增进学生意境的理解，产生情感共鸣。在英语微课中，教师通过 AI 配音生成英

文配音，增强视频通读性。以 Suno 音乐生成工具为例(如图 3)，在提示词框输入“生成一个关于‘飞流

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这首古诗意境的 BGM”，点击“instrumental”，通过 3.5 模型，即可生

成一个“飞流直下”的 BGM，符合诗句的意境，提升微课视频中教师朗读时的沉浸感。 

3.1.4. 数字视频创作 
AIGC 通过物理引擎仿真技术与动态生成技术，解决了传统实验动画制作周期长、技术要求高、成本

高等特点，帮助中小学教师生成视频、动画、GIF 动图运用于微课视频中。借助 AIGC 生成动画视频的能

力，教师将微课文本内容转换为动态视频，从抽象知识到可视化呈现。例如小学数学中《圆周率》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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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制作过程中，可生成随机跳动的数字符号，将知识点赋予动态元素。制作《江南春》微课时，输入诗

句“千里莺啼绿映红”，AI 生成动态江南水乡背景：烟雨中的柳枝飘动、屋檐滴水涟漪、远处若隐若现

的牧童骑牛动画。以“Sora”视频生成工具为例，通过输入关键词“我在制作一个小学语文微课，需要生

成一个动态江南水乡背景：烟雨中的柳枝飘动、屋檐滴水涟漪、远处若隐若现”，即可生成视频(如图 4)，
为语文微课提供意境支持，匹配教师古诗朗诵情感。 
 

 
Figure 3. Using Suno to generate music for Chinese texts 
图 3. 使用 Suno 生成语文课文音乐 

 

 
Figure 4. Using Sora to generate background videos for micro-lessons 
图 4. 使用 Sora 生成微课背景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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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AIGC 驱动的教学设计个性化与学习者分析个性化 

3.2.1. 教师教学设计个性化 
迪克凯瑞模型与 ADDIE 模型(分析、设计、开发、实施、评估)被广泛运用于结构化的教学设计中[6]

中小学教师在制作微课视频的过程中可利用 AIGC 分析解读自己制作的教学设计文档，提取教师在撰写

教学生设计过程中的教学风格，根据教学目标、知识点结构、教学策略等方式，辅助教师生成微课视频

教学设计，编排好视频内容结构，个性化定制微课教学设计。 
AIGC 可以依托教学目标与教学任务的复杂度自动匹配微课结构范式，例如对于概念讲解性质的微

课，AIGC 会向教师推荐“情境导入–多维阐释–案例辨析–迁移应用”四段式结构，并以四段式结构为

依据向教师提供教学策略与设计思路，根据布鲁姆目标分类理论，提供知识图谱模型，并结合教师的审

美风格提供微课视频幻灯片的配色方案。针对个性化文本文案设计，教师可利于语言模型(如文心一言、

豆包等中文生成式语言工具)构建专属教师专属语言模型，创建智能体采集教师授课语言数据，结合其语

调与语气词使用规律，在脚本生成的过程中，AIGC 会根据教学内容情感维度调整教师微课视频脚本内

容，有效地增强了学生的认知沉浸感。 
同时，AIGC 赋能教学资源适配，AIGC 可将教师所要讲授的微课与相关教材、题库、多媒体资源库

关联，整合生成符合教师风格的教学案例素材。AIGC 也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学习教师的语言表达

习惯，在辅助教师生成视频脚本时，确保语言习惯一致，使整个视频课程保持风格一致。 

3.2.2. 学习者个性分析个性化 
研究表示，通过知识模型、技能模型、工作记忆模型、智力模型、性能模型、心理模型、认知模型以

及情感模型 8 个模块，可从认知层、行为层、情感层三个层次分析学习者个性[7]。教师可根据学生的个

性归纳为视觉型、听觉型与动觉型三种，通过 AIGC 生成 VARK 问卷(Visual, Aural, Read/Write, Kinesthetic)
提交给预授课对象，让学生勾选偏好的学习方式，并结合课堂中学生与教师的交互行为分析，将线下课

堂中的学生进行偏好分类，依据分类根据班级学生的喜好生成不同类型微课视频。 
视觉型微课可偏重于图表、色彩标记、空间信息组织，AI 可生成知识点插图、演示模型。在微课设

计的过程中比较偏重图表、空间信息等元素。AIGC 利用其强大的生成能力，以直观的图像信息向学生展

示图形化的抽象知识，帮助学生理解空间结构与动态过程。例如，在讲解三视图的过程中，AIGC 可根据

图片生成正视图、侧视图与上视图，直观的向学生展示不同角度的图像。 
听觉型微课可依赖语调的变化与音频的运用强调记忆，可 AI 合成语音并对音频进行优化。根据知识

点的重要性来提示教师的语调变化。同时，分析视频脚本流程，在合适的地方创建节点添加背景音乐或

音效，增强学习的氛围与记忆效果。例如，在英语微课视频中，对重要的单词，提示教师增高音调以配

合学生更好记忆单词。 
动觉型微课需通过实验动画向学生演示操作步骤，实现虚拟实验设计与生成虚拟操作场景(学生可在

微课视频中点击按钮，AI 实时反馈)。例如，在物理微课视频中插入跳转按钮，同学可以在微课平台中进

行模拟实验。 
中小学教师也可追踪学生观看微课后的操作记录(如在视觉型微课中某动画的重复次数，动觉型微课

交互错误率)及时分析学生的薄弱点与对知识点难以理解之处，利用 AIGC 生成学习反馈报告，报告中包

含学生在各个知识点的学习情况、操作记录分析、薄弱环节提示等内容，为教师提供学生知识学习的全

面数据。为教师提供学生知识学习的数据，帮助教师完善自己的课程设计与教学安排，优化视频，逐步

提高微课视频质量并让教师理解不足与改进之处。 
在学习评价层面，AIGC 可构建多维评价模型。例如，通过分析学生在动觉型微课中的虚拟实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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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迹，自动生成“操作熟练度–逻辑漏洞–优化建议”的个性化报告；结合知识图谱分析，标注学生“函

数图像绘制”等薄弱环节，并推送针对性巩固微课，形成“学习–评价–强化”的闭环。 

3.3. 多模态资源智能整合与创新 

中小学教师在收集并创建完微课资源与素材后，可利用 AIGC 进行多模态整合。将文本、图片、音

频、视频、动画演示及交互插件等多元媒介形式的教学资源进行系统性重组，以达到不同模态的资源能

在一堂完整的微课中形成协同效应，AIGC 提示教师不同资源排列是否得当。例如。初中历史微课中，自

动将鸦片战争时期的图片、文字、纪录片按照“背景–经过–影响”的逻辑顺序进行编排，满足情感需

求，确保从屈辱到抗争的过程是逐步递进的，避免情感断层。同时，区别于传统授课的单一性与固定化，

AIGC 赋能的微课视频也能有以下创新之处： 

3.3.1. 自动生成微课视频字幕 
基于语音识别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微课视频可借助 AI 字幕生成系统自动生成语音字幕。传统课堂

中中小学教师可能因为其语速、音调、口音等因素，有些学生会错过课程中的关键知识点。微课视频可

结合自动生成字幕技术，向学生提供实时的语言文本信息，以“剪映”为例，在编辑界面，上传视频后。

使用“智能字幕”功能，软件会自动与视频时间轴对齐字幕，并且支持教师在字幕轴上一键修改错别字。 

3.3.2. 数字人教师场景化创新 
AIGC 时代的数字人不仅是一种新型的教育工具，更是学习理念与人机关系重构的催化剂——学习

并非孤立的认知行为，而是在人、机、环境协同演化的动态实践中，基于能力本位理念塑造“完整的人”

的过程[8]。传统无教师出场的微课通过静态 PPT 与动画讲解缺乏情感传递的媒介，数字人教师可以通过

眨眼频率(每 15 秒 1 次)、头部动作(重点知识点点头)等微表情，强化微课中的重点。以“有言”平台为

例，教师选择与教学风格匹配的基础形象(或上传自己照片生成专属数字人)，系统将根据微课脚本内容自

动匹配面部表情与手势动作。点击生成后，系统将在 10 分钟内完成渲染，教师可以通过调整镜头来确保

学生的关注点聚焦于内容中。AIGC 可基于学生实时学习数据(如微课观看时长、交互错误率、知识点测

试结果)生成动态调整策略。例如，当系统检测到某班级 50%以上学生在“圆周率计算”微课中重复观看

“公式推导”片段超 3 次时，自动触发 AIGC 生成该知识点的动画拆解版微课，并推送给学生；同时提

示教师在后续课堂中增加实操练习环节。 

3.3.3. AIGC 知识图谱的创建 
在微课视频中教学内容结束时，AIGC 可自动生成动态的知识图谱。以高中信息技术编程微课为例，

教师在学习通系统的微课会将变量定义文本、函数调用动画、运行结果视频等资源，转化为“数据类型–

操作符–控制结构”的图谱节点。学生根据交互式的知识图谱可直观了解到知识的整体脉络，教师也可

根据聚类分析找到学生的知识薄弱之处，起到“教学–反馈”闭环优化。 

4. AIGC 赋能中小学微课视频个性化创新的优势与挑战 

传统微课依赖教师手工处理素材内容，采取线性剪辑的方式，后期调试复杂。教师的主观意识较为

浓厚，往往忽视了学生的兴趣与能力；内容标准化程度高，通常一个知识点仅采用 1~2 种方式呈现，难

以满足学习者差异化的需求；在教师的个性化需求上，局限于资源库的内容，教师素材重复率高，知识

更新迭代速度较慢，内容雷同度高。基于 AIGC 赋能微课视频个性化创新，在教学资源上，通过自然语

言指令驱动多模态生成工具，实现教学资源“个性化 + 自动化”，不仅大大提高了教师的制作效率，还

满足教师个性需求。AIGC 也能分析教师的教学设计，模仿教师授课风格，辅助教师完成微课视频脚本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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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根据不同年级阶段的学生，AIGC 能够提示教师采取不同的教学风格进行，精准化学习者画像，针对

不同取向的学生，采取适合的教学策略与教学模式，增强学生学习的动机。AIGC 也能帮助中小学教师资

源创新性与多样性发展，整合教师自己的教学资源库，结合多平台素材，辅助教师搭建自己的教学数据

库，并且结合知识图谱生成动态案例库，了解微课视频的不足与学生薄弱点，提升微课视频质量。 
同时，AIGC 技术也存在局限性。AIGC 生成的脚本文案可能会存在教育温度缺失的困境，文科性质

的微课利用 AIGC 技术虽逻辑严密，但缺乏情感共鸣，仍需教师自我润色，提升个性化教育环节。复杂

知识准确性也有待提升，AIGC 对于公式的演示会存在跳跃步骤的问题，需要教师仔细检查，根据学生水

平来制定演示的深度。并且，中小学教师也会存在硬件缺乏的问题，有些 AI 模型需要本地硬件支持，乡

村学校可能会存在硬件不足而无法使用的问题。并且学生在使用 AIGC 生成的微课过程中，其观看行为、

学习偏好等数据可能被过度采集。 
总之，通过上述创新，生成式 AI 正在重构微课视频的生产范式。AI 不仅让微课制作从“技术活”变

成“设计活”，更重要的是让教师得以聚焦教学创意本身。这一转型将推动基础教育从“标准化输出”向

“精准化赋能”的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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