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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Articulate Storyline 制作微课初探 

内容提要：本文从微课研究发展及制作现状出发，简要论述如何利

用 Articulate Storyline 的强大功能解决微课制作过程中遇到的几

类问题，如：增加交互性、规划版面设计、微测验的制作及视频生

成等问题。 

关键字：微课 慕课 storyline 交互性 移动学习 

正  文： 

一、 微课研究发展之大环境及制作现状： 

1、大环境：十年前，一个聪明的人推出了可汗学院，他就是萨

尔曼·可汗，他录制的微型视频在美国的教育领域风行一时，并且

这些年来波及到了全世界。两年后，美国戴维·彭罗斯又提出了“微

演讲”一词，后来也有学者将它译为“微课程”。在中国，2010 年，

广东佛山教育信息网络中心的胡铁生老师率先在全国提出了“微课”

的概念，从此国内的微课研究和实践正式如火如荼的展开。现在不

仅全国各地的高校系统在进行研究与探索，普教系统的热度也丝毫

不逊色。一线教师们对制作微课情绪高涨，甚至一些教育机构也加

入进来，试图利用微课来抢占市场份额，开展更多的在线教育。 

2、制作现状：胡铁生老师在培训微课程内容时将微课程分为了

四种类型，即：讲授型，即讲解新知，或对考点、难点进行讲授，

形式比较多样，不局限于课堂教学；解题型，即对重点题、典型题

进行分析与推理演算，重点展现解题思路；答疑型，即围绕本学科

中的疑难问题进行解答；实验型，即对教学实验进行设计、演示、



操作；其他类型，即不属于以上类型的微课程。 

按微课视频的主要录制方式微课又可以被分为：拍摄式微课、

录屏式微课、软件合成式微课以及混合制作式微课。目前绝大多数

的一线教师采用的录制方式是前两种方式，它们可能会涉及到的软

件是录屏软件及视频编辑软件。而大家选择它们的原因是技术要求

不高，比较容易上手，制作时程也不会很长。而对后两种制作方式

则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比较过硬的信息技术能力，还要付出更多的

脑力与时间，才可能会制作出一节满意的微课。原因是它们在制作

中可能会涉及一些我们不常用到的技巧，如：需要利用 Flash 等软

件完成交互设计、在制作一些微测验时需要各种测试题的实现、在

进行某些实验设计时需要对讲稿中的元素进行拖拽等。在平时为了

实现这样的效果我们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利用 ppt 中的触发器，但

其操作过程相当繁琐，甚至会有一些效果根本无法实现。于是我们

会利用 flash 中的编程来达到目的，而这些操作对于非信息技术教

师来说是非常难以实现的。因此，在众多软件中教师们渴望能够有

一款可以帮助他们更快捷简便地实现更多的交互功能，而笔者也是

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 Articulate Storyline（图一）。它强大而

神奇的功能几乎可以满足教师制作微课过程中的全部要求。 

二、 借助 Articulate Storyline 的强大功能解决微课程制作中的



难点。 

Articulate Storyline 是 Articulate公司于 2012 年 5 月发布

的一款新的课件制作工具软件。这款软件的设计理念就是要为学习

者实现个性化学习提供技术上的保障。那么，我们要如何利用其强

大的功能来为我们的微课程服务呢？笔者将就以下几点进行分析与

阐述： 

1、 利用 storyline 的交互性让学习者更多的参与到教学过程

中。 

不难发现目前大部分微课程是教师在视频中进行语音讲解，屏

幕上显示的是 ppt文稿或手写板书内容（借助黑板或白板软件等），

学习者在学习中基本只需要认真地听就可以了，这种微课形式尤其

出现在新授课中较多，同时这种形式要求学习者必须注意力高度集

中。另外，对于一些答疑型或是解题型微课，教师希望学习者可以

跟随自己的解题思路并始终参与到这几分钟的教学中。那么，我们

这时就可以利用 storyline 的某些交互功能来达到掌控学习者注意

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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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讲授过程中可以设计一些交互操作，如：例 1，这一个

实例是要求学习者将人物拖拽到相应的教室，然后才可以进行继续

的学习。例 2，是在学习中设计的一个中间测试环节，以检查前面学

习的效果，如回答不正确将不能继续下面的学习。例 3，是一个生物

学科的微课，它主要讲解人体所需营养方面的知识，盘中每一个色

块均代表了一种人体所需营养，鼠标悬停在哪种色块上老师就开始

讲解哪一方面的知识。从这几个实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微课中增加

了与学习者的交互，不仅增强了学习的娱乐性，还达到了掌控学习

者注意力的目的。当然，这些功能的实现仅仅是利用了 storyline

中的交互按钮、触发器中图片拖放及鼠标悬停等强大的交互功能，

操作非常简单，而且耗时很短。 

2、 利用 storyline 海量模板及人物角色解决微课程制作中的

版面设计问题。 

微课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教师，一是课件。作为一名教师，

我们的优势在于课程的讲授上，但是在课件制作方面很多教师就非

常的头疼，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技术上的问题，还有一个难以逾越的

困难就是课件制作中的版面设计问题。心理学研究发现：好的版面

设计可以使阅读者产生遐想与共鸣，可以更好地让作者的观点与涵



养进入阅读者的心灵。因此，在微课制作中课件版面的设计应当作

为教师微课设计的一个重点。值得一提的是在 storyline 中为我们

提供了海量的模板（图二），根据微课的内容选择好适合的模板后，

我们只需要对其中的内容进行添加或替换就可以了。 

另外微课中教师是设计者同时也是表演者，但有一些课程我们

尝试插入一些人物来代替教师，或是插入虚拟人物来创设一些情景

都是非常有效的教学手段。例如，高中信息技术课程中有一节搜索

引擎技巧的学习，为了布置一些任务笔者就在课程中引入了一个虚

拟人物叫小 i，学生要帮助小 i 来完成一些任务。当学生被带入这一

情境中时，学习的热情马上就高涨了，学习的效果也显著的提升。

在 storyline 中为使用者提供了类似的大量的角色人物，每个人物

都具备若干表情和动作（图三），我们可以通过设置一些交互操作来

利用人物的表情和动作对学习者作出反馈，大大增强学习者的兴趣，

同时也增强了微课程的趣味性。 

 

 

 

 

 

 

3、 storyline 与众不同的录屏功能实现微课程分步骤录

制。 

图二 
图三 



相信很多信息技术教师都曾经制作过讲解软件操作过程的微课

程，但我们发现有时如果需要在录制好的微课中添加一些交互，如

“点这里”“下一步”之类操作，就需要对视频进行剪裁，然后增加

文字，再利用 flash 等添加按钮。但 storyline 与众不同的录屏功

能可将我们在录屏过程中的每一步骤进行自动分屏，并在鼠标点击

处自动加入文字提示，贴心的录制方式节省了大量视频编辑的时间，

同时还可以增加与学习者的互动，真是一项革命性的成果（图四）。 

 

 

 

 

 

 

 

 

 

 

4、 利用storyline中灵活多样的反馈功能制作微课程中的微

练习。 

胡铁生老师说：微课是一种资源包的综合体，它包含微视频、

微教案、微课件及微试题。在各种微课的实践中，教师还会在学生

观看微视频后要求学生提交自学报告书，内容即为一些微练习。在

图四 

自动将录屏视频分割出分布式操作步骤，并添加注释 



制作微练习时，我们一般的做法是利用 ppt 的触发器，或者使用

flash 建立互动型练习题。第一种方法费时费力，第二种方法难度高。

而 storyline 这个软件就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反馈系统，即各类测

试题的制作模板（图五）。这其中包含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填

空题、拖放题、匹配题、判断题等。每类题型都有比较简单的编辑

页面，教师只需要将题目、备选答案、提示语等信息输入就可以完

成编辑了。同时教师还可以在软件中导入题库，从题库中抽取试题。

学生测试完成后将有反馈页面对学生的测试结果进行反馈，这一形

式有利于学生自己找寻差距，同时也可以作为教师课堂教学调整的

依据。 

 

 

 

 

 

 

 

5、 利用 storyline 强大的发布功能解决微课视频生成中的局

限性。 

目前， 移动学习已经成为微课比较重要的学习方式。因此，在

我们制作微课时就要考虑到是否可以应用于移动终端。我们可以借

助于某些移动终端软件，如 Showme、Educreations 等直接在 ipad

图五 



上进行授课并录屏，然后分发给学习者。但现阶段我们制作的微课

视频大部分是利用 windows 系统下的视频编辑软件及录屏软件生成

的，主流视频编辑软件会声会影可生成几乎全部视频格式，主流录

屏软件 Camtasia Studio 可生成部分视频格式、exe 可执行文件及

swf 文件。但这两款软件都无法生成可直接放置于移动终端上的视

频。但 storyline这个软件则可以实现这一功能。课程制作完成后，

我们只需点击“发布”便可以多种格式传送至学习者的 iPad，笔记

本，台式机或者是安卓系统等设备。学习者 ipad 上只需要安装

Articulate 移动播放器就可以播放微课视频了。它除了可以生成基

于移动终端的视频格式外，还可以生成为网页格式、swf格式，甚至

是直接刻录光盘。强大的生成系统让它成为微课制作的又一利器。 

 

 

 

 

 

 

 

 

三、 总结与感悟 

笔者在尝试使用 Articulate Storyline 制作微课程中发现，它

虽然具备非常强大的功能，但同时也具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局限性，



比如：这款软件目前还是一款收费软件，它的视频文件编辑功能还

有待进一步优化，现阶段它的中文教程及实例还很匮乏等。但笔者

相信每一款软件都有它的优势与劣势，作为教师我们所需要做的就

是竭尽全力的发现好的工具来服务于我们的教学工作，也许它不是

最好的制作微课程的软件，但经过不断地尝试笔者相信我们终会寻

找到适合于我们自己的工作方法，从而不断完善我们的教学。 

 

有人说，我们这一代教师是幸运的一代，原因是我们恰逢教育

改革的新时代，也有人说，我们这一代教师是不幸的，因为我们要

紧跟教育信息化发展变革的步伐，主动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否则

可能就会被淘汰。也许“黑板+粉笔”的教学模式将会从我们这里逐

渐淡化，也许未来教学就是要借助于网络，甚至也许学校会完全消

失。但无论如何变化，只要我们理性运用资源、不无所适从、不盲

目跟从，相信未来的中国教育终将会越变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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