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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化概念在教学资源建设中的内涵研究①

符青林，苏志鹏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公共服务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

颗粒化概念近年来逐渐出现在教学资源建设中，它的定义

和内涵还需要被阐述明确，它提出的背景和代表的新的教学资

源建设思想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本文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

探索。

一、颗粒化概念的提出背景及研究现状

（一）颗粒化概念的提出及其背景

颗粒化概念是化学工艺中的术语，用于教学资源建设是近

几年才被提及。2016版《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工作指

南》把教学资源建设思路从之前的“系统化设计、结构化课程、碎

片化资源”调整为“一体化设计、结构化课程、颗粒化资源”，这是

官方第一次提到颗粒化的概念。

邓斌菊等（2018）对高职学生“隐性逃课”现象进行研究，认

为教学资源建设质量问题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黄成、吴东超

（2019）对高职“低头族”现象进行研究，结论显示 63.5%的学生认

为，他们上课玩手机的主要原因是老师授课内容枯燥无趣。高职

课堂教学问题出现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教学资源建设是一个

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根据已有的研究和笔者多年的教学工作

观察发现，教学资源建设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教学资源建设模式落后，无法满足信息时代需求

信息时代的主要矛盾不是教学资源不足，而是教学资源建

设模式落后于信息技术的发展。

2.课程建设的基本单元划分不清晰

传统以章、节或者项目、任务等课程知识结构为单一标准的

划分方法不符合课堂教学实际和学生的学习习惯。划分的课程

建设单元容量通常较大，往往造成教师备课难度大、教学应用效

果差。

3.教学资源组织形式不合理

传统列表式或文件夹式的非结构化的资源组织方式无法显

示内容逻辑结构，不利于教师进行课程建设和教学使用。

4.教学内容演示方式不科学

主流的 PPT作为一款线性内容演示工具的最大弊端是其无

法显示内容的逻辑结构，与人的思维结构化的特点不符。随着知

识点增多，教师和学生往往“迷失”在知识结构中。

（二）颗粒化概念的研究现状

颗粒化将成为新的研究方向，官方没有给出颗粒化概念的

定义，这就需要我们研究概念提出的背景，进而进行理论拓展和

实践应用。在知网上输入关键字“颗粒化”可以找到与教学资源

建设有关的文章 53篇。其中，2016年 4篇，2017年 9篇，2018年

20篇，2019年 16篇，2020年 4篇。李成华（2016）首次把颗粒化

概念应用于项目案例分解中。靳晓燕（2017）首次把颗粒化资源

建设原则应用于铁路桥涵施工及维修的精品共享课建设项目。

王成等人（2017）首次给出颗粒化的规范定义，认为“信息化教学

资源颗粒化是基于教学目标，围绕若干个知识点和技能点有序

重构，具有一定级别的相对完整，稳定的信息化教学资源存在形

式”。王先彪等（2018）尝试以颗粒化资源代替碎片化资源，同时

给出资源规范化命名方法。詹祥元、高志欣（2019）根据混合教学

原理，首次进行颗粒化分级，制作了知识点颗粒化分级表。从已

有文章可以看出，对颗粒化概念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

目前还处在初始阶段。

二、颗粒化概念的内涵

（一）颗粒化概念的定义

在汉语词典中，颗粒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小而圆的东西；二

是指粮食的一颗一粒。百度百科给出的定义是：在一定尺寸范围

内具有特定形状的几何体。

王成（2017）指出颗粒是对微粒尺寸度量的形象化表达，也

就是对信息化教学资源的细化划分。信息化教学资源的颗粒化

是基于一定的教学目标，围绕若干个知识点或技能点有序重构，

具有一定级别的相对完整、稳定的信息化教学资源存在形式。王

先彪（2018）认为教学资源颗粒化并非将教学资源简单地切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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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个碎片，而是指在保障科学性和有效性的前提下将教学资

源划分成相对完整、稳定、最小的信息单元，是优质课程建设的

基础。

本文认为，颗粒化指根据教学内容和对象的特点，依据科学

的标准，把教学内容划分为相对独立、可移植、可拓展的基本教

学单元，亦即教学颗粒，然后围绕教学颗粒进行教学设计、内容

组织和资源建设的教学资源建设理论与模式。

（二）教学颗粒的要素

一个完整的教学颗粒应该具备六大要素：教学目标、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教学流程、教学素材、教学评价。其中教学目标、教

学内容、教学素材是三大基本要素，每个教学颗粒必须具备。

（三）教学颗粒的性质

1.相对独立性

相对独立性是指教学颗粒具有独立性，同时也相互联系。一

方面，教学颗粒具有独立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每个教学颗

粒是课程建设的基本对象，包含基本的教学要素；二是教学颗粒

也是课堂教学的基本单元，包括讲授、练习、实训、评价等教学步

骤。另一方面，教学颗粒的独立性又是相对的，教学颗粒之间又

存在某一形式的联系，经过适当的组合可以形成教学任务、教学

项目，乃至整门课程。

2.可扩展性

可扩展性是指教学颗粒可根据教学目标的变化、教学内容

的更新对颗粒的内容进行适当修改、增加或删减，以适应新的教

学需求，提高教学资源的质量和教学效果。

3.可移植性

可移植性是指一门课程的教学颗粒经过一定的调整后可移

植到另一门具有相同或相近内容的课程中，成为其他课程资源

库中的教学颗粒，从而实现不同课程资源共享，提高课程资源建

设的效率。

（四）颗粒化与碎片化、微课的概念辨析

1.颗粒化与碎片化的辨析

（1）背景动机不同

张芳圆（2011）认为，对学习内容或者学习时间进行分割，使

学员对学习内容进行碎片化学习的方式称为碎片化学习。碎片

化学习是为了适应信息碎片化时代而作出的一种学习策略的被

动调整。而颗粒化是信息化时代为了解决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与教

学资源建设模式落后之间的矛盾而作出的一种主动创新。

（2）研究的领域不同

碎片化是一种为了适应信息碎片化而对学习内容和学习时

间进行分割的学习模式。而颗粒化是研究如何进行教学单元划

分和课程建设的教学资源建设理论与模式。

2.教学颗粒与微课的辨析

（1）设计的背景和理念不同

微课是适应碎片化学习需求，在课程中抽取一些关键的知

识点进行设计的教学资源。微课设计的对象是离散的概念和知

识点，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课程设计方法。教学颗粒是为了解决课

堂教学存在的问题和提高课程建设质量，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

对象的特点，对教学内容进行系统划分、整体建设的基本教学单

元。教学颗粒设计是自上而下的课程设计方法。

（2）内容构成不同

微课核心组成内容是课堂教学视频，同时还包含与该教学

主题相关的教学设计、素材课件、教学反思、练习测试及学生反

馈、教师点评等辅助性教学资源。教学颗粒是包含教学目标、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流程、教学素材和教学评价等教学要素

在内的完整课程教学单元。微课可以成为教学颗粒的重要的教

学素材组成部分。

3.三者之间的关系

颗粒化是由碎片化发展而来的，都是为了应对信息技术高

速发展和学习资源爆炸式增长而作出的学习方式和教学模式的

创新，颗粒化是碎片化的高级形式。教学颗粒和微课都是基于

“化整为零，化难为易”思路的课程建设方法，教学颗粒是对微课

的一种改进。

三、颗粒化教学资源建设理论研究和实践模式框架

作为一种新的教学资源建设理论，我们需要给出颗粒化的

理论研究和实践模式的框架。根据教学资源建设的传统做法，我

们初步确定框架内容包括教学资源建设思想、教学资源建设指

导原则、教学资源建设方法、教学资源建设步骤等理论及实践

内容。

（一）教学资源建设思想

1.最佳信息处理容量思想

人们处理信息的效率存在一定容量制约，教学单元的划分

也存在最佳容量的问题。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学生能够高度

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大概在 20分钟左右，这是一个平均值，这个

时间长度还跟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环境、学生的类型等多

种因素有关。如果教学单元的内容容量和教学时间超出学生高

效的学习时间，不管是教师的讲授还是学生的练习，教学效果会

大打折扣。因此，教学颗粒的划分对教学效果的提高至关重要。

2.颗粒化的教学内容重构思想

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学习过程是教学内容在头脑中重构的

过程。颗粒化课程建设理论认为这个过程应该是类似拼图的过

程而不是绘画的过程。在整个课程建设中应当贯彻化整为零的

原则，把较难把握的整体知识“颗粒化”，按一定合理的标准划分

为大小适中的教学颗粒，把教学颗粒作为相对独立教学单元进

行资源建设，然后把构建好的教学颗粒按逻辑关系进行“拼接”，

最终形成一幅完整的“知识图景”。

（二）教学资源建设指导原则

1.效率性原则

效率性原则是指课程建设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建设步骤，简

化教学文档。很多学校要求老师在建设教学资源时，要完成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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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填写很多教学文档，这大大降低了建设的效率。

2.适度性原则

适度性原则是指颗粒的划分要适度。划分得太细，结构就显

得琐碎；划分得太粗，老师不好把握，学生不好消化。我们把教学

颗粒划分的大小称为“颗粒度”，不同课程、不同内容的颗粒度

不同。

3.一体化原则

一体化原则是指我们在建设教学资源时，要综合考虑课堂

教学和教学资源建设之间的关系，要基于课堂教学需要对教学

资源进行一体化的建设，避免教学资源建设脱离课堂教学。尽量

基于一体化的平台和软件完成课程建设、课程教学工作。

（三）建设方法

1.多维度的教学颗粒划分方法

颗粒化课程资源建设模式中，教学内容单元划分是最重要

的步骤。不同于传统的单一标准的划分，我们发展出多维度的划

分方法。

影响教学颗粒划分的因素包括两大方面：一方面是教学内容，

包括三个划分维度，分别是知识的逻辑结构、知识的重难点、知

识的内容容量。另一方面是教学对象，包括两个维度，分别是注

意力情况、知识结构情况。然后每一个划分维度对应有详细的划

分标准。我们还用星级来代表每个划分维度的影响权重。教学颗

粒的划分是教学资源建设的手段，检验划分结果是否合适，要看

其是否有利于教学效果的提高。
2.结构化的资源组织和内容展示方式

在对教学内容进行“颗粒化”划分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

对“颗粒”进行资源组织及建设。传统的列表式的资源组织方式

存在很多弊端，无法满足复杂的知识结构的组织。为此，我们改

造传统思维导图，应用于课程资源的组织。如下图所示，我们应

用思维导图把教学颗粒按知识逻辑结构组织起来，围绕教学颗

粒进行资源建设，然后把相关素材整合到思维导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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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教学资源组织方式同时也是一种知识展示方式，我们

把课程资源建设好以后，可以直接以思维导入的形式进行授课。

（四）教学资源建设步骤

在教学资源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可以把颗粒化教学资源建

设分为教学颗粒设计、教学颗粒建设、教学颗粒组织等三个步骤。

教学颗粒设计包括教学目标分解、教学颗粒划分、教学时间分

配。教学颗粒建设包括教学目标确定、教学内容确定、教学方法

确定、教学流程设计、教学素材建设和教学评价方法确定。教学

颗粒组织包括教学颗粒关系重构、教学流程组织等。

四、总结

颗粒化概念不仅仅是一种教学资源组织方式，还是系统的

教学资源建设理论和实践模式。颗粒化教学资源建设理论是对

高职教学资源库建设的文件精神的理论发展，为高职教学资源

建设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明确颗粒化概念在教学资源建设中的

内涵有利于颗粒化理论的发展和实践应用。颗粒化教学资源建

设模式能够有效提高教学资源建设的质量，切实改善课堂教学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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