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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认证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发展生态系统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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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发展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点。本研究首先介绍了美国数字承诺微认证体系，分析

了该体系获得认可的主要原因，即凸显了能力本位的教育理念，并重构了教师专业发展的生态。 针对当前我国教师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培养现状与发展需求，研究认为微认证体系值得学习与借鉴，并尝试构建了以微认证为基础的教师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 重点围绕微认证项目设计与开发的基本流程、能力分解思路、认证框架设计、支持

资源建设以及评估认证中心建设等展开了深入探讨，描绘了基于微认证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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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被认为是破解教

育信息化发展瓶颈、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促进教

师专业发展的重要软实力[1]。 如何评估教师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水平？ 如何发展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如

何不断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成效？ 世界各国均在作

不懈的探索。
微认证（Micro-credentials）为教师提供一种证明

正式与非正式学习及成果的机会，教师可以用工作样

例、视频或其他制品形式作为证据申请认证，并公开

掌握的能力和完成的认证。 [2]近两年，美国非营利组织

数字承诺（Digital Promise）已经建立了一套面向教育

者的微认证体系，围绕着设计、开发和实施形成了较

为完整的系统， 并与 30 多个教育发展组织合作开发

了超过 200 个微认证项目[2]。 本文在深入分析数字承

诺微认证的认证对象与认证流程、 项目开发思路、应

用模式等之后， 认为微认证既是一种能力认证方式，
同时还是一种新的教师专业发展范式 [3]，项目关联了

教师学习、教师实践、评估与认证，凸显了能力本位的

教育理念，创造了一种新的教师能力发展生态，对于

构建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系统发展环境非常有

学习与借鉴价值。 参考微认证的设计与实践思路，针

对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特征及发展需求，本文提出

了基于微认证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生态系

统，旨在探索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实

践路径。

一、微认证项目的实践情况与发展动力探析

（一）基本思路及实践情况

数字承诺微认证系统中的教育者，包括了一线教

师、校长、图书管理员、教师发展教练等教育系统中的

相关对象。 认证内容是教育者需要掌握和具备的专业

能力，如数据分解能力、概念生成能力、概念地图制作

能力等。 选择、收集、提交和分享是微认证的四个基本

环节： 教育者确定需要发展的能力和认证项目后，根

据能力认证要求在实践中收集证据材料 （如课程计

划、学生作品、课堂记录、学生反思、课堂观察等），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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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线平台提交，通过审核的教育者被认为具备该

项能力，同时也将被授予数字徽章（Digital Badges）。 [4]

教育者参与微认证的过程同时也是能力的学习

与实践过程，他们不再仅仅被要求思考“能力要求”，
而需要在实践中证明“能力变化”。 为了促进教师在课

堂中产生有意义的变化，达到更高更为严格的能力层

次，微认证为教师能力发展提供了脚手架，帮助他们

实现从回忆信息到课堂实践的转变。 这些支持形式包

括建议、量规、资源等，例如：在“概念生成”能力认证

说明文档中，指出了概念生成能力的关键性认识，“概

念生成或头脑风暴通常被认为是随意和非结构化的，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涉及结构和学科的主体活动，准

备、规则、恰当的助学、观点的选择和可视化、观点的

提炼和描述都对成功实施概念生成环节至关重要[5]。 ”
又如：在“数据分解能力”中，需要申请者根据任务要

求操作一个指定的数据案例并提交数据操作文档，同

时评价量规中又具体描述了尝试、基本、熟练、示范四

个等级的能力执行结果。 [5]

自 2014 年以来，美国佛罗里达州、伊利诺伊州、
马里兰州、马萨诸塞州、蒙大拿州、北卡罗莱州、德克

萨斯州等的教育行政单位均与数字承诺微认证合作
[6]， 一些学区和州允许教育者将微认证证书转换为一

定的继续教育单元，继而用作教师的重新注册或申请

硕士学历[7]，如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学区，每获得两

个微认证可以等同于州教育局认可的一个持续专业

发展学分，可以累积为硕士同等学力或加薪，而位于

威斯康辛的 Kettle Moraine 公立学区将微认证作为教

师薪资的杠杆，激励全区范围内形成教育者合作文化

和应用型专业学习文化[8]。
除了作为能力或资质的认证方式，微认证在实践中

还衍生了多种应用模式，作为现有教师专业发展学习的

补充， 如 “星期五教育创新机构 （Friday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Innovation）” 在面向教师的 MOOC 课程中，
将微认证作为 MOOC 课程学习的一部分，要求教师通过

微认证开展真实课堂中的策略应用，提升实践能力。[8]

（二）微认证项目的动力因素与发展张力

在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评估历程中，绩效评

估一直被提倡，且有不少的实践，例如：美国国家教育

技术协会合作伙伴詹姆斯·麦迪逊大学 (简称 JMU)早
在 2003 年就开发了 NETS-T 认证项目， 以能力的绩

效指标作为考察项，通过对教师收集教学实践信息的

评估， 确定教师是否具备了相应的教育技术能力 [9]；
ISTE 在 2008 年更新发布《面向教师的美国教育技术

标准》时，同步发布了评估手册，提供了量规、调查、观

察、绩效评估和档案法等多种评估工具，通过多种渠

道和形式收集数据，评估认证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发展

成果[10]。 因而，采用绩效评估并不是微认证在短时间

中获得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凸显了能力本位的教育

理念、重构了教师能力发展的生态才是推动实践认同

的动力因素。
第一，微认证凸显了能力本位的教育理念。 能力

本位教育认为，在岗位上表现出来的实际操作能力才

是职业能力的体现 [11]，实践和亲身经历是获得成长的

重要渠道， 在真实情境中的具体活动促进能力发展，
一些国际项目中学生一旦证明他们已经达到了能力

的基本要求，就可以获得学分[12]。 一方面，微认证的认

证对象是具体、明确、可观察的能力，另一方面强调绩

效考评的依据是教师实践的行为或成果，如课堂教学

视频、学生作品或教师个体反思等，这种设计自然将

教师推向了能力发展的情境———教学实践的前端，因

而推动实现了教育者基于实践的能力发展范式。
第二，微认证重构了教师专业发展的生态。 微认

证有效串接了学习、实践、评估、反思等教师专业发展

的不同方式； 微认证开放了能力发展的多样化渠道，
允许教师直接参与认证，或在各类教育项目间、在正

式学习活动与非正式学习活动中进行自主选择；在教

育主管单位的支持下，微认证打通了教师认证与资格

认证、评优奖励、薪酬提升之间的通道，使得教师学习

与实践成果能够与教师发展自然衔接。 因而，基于微

认证的教师发展体系具有统一整体的特征，为推动教

师主动实践继而形成教师能力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奠定了基础。
尽管微认证是一种创意的实践， 破解了当前教师

专业发展中割裂实践、过于封闭、挤压个性等问题，但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问题永远会比答案多，而问题的解

决也将形成微认证在更为广泛的区域和领域中发展的

张力。第一，微认证强调对具体的、可观察能力的认证，
所认证的能力均为“微能力”，而当我们将一项复杂的、
抽象的、综合的能力分解为多个“微能力”时，能力分解

的依据与方法显然是影响微认证科学性的关键问题；
第二， 当前数字承诺的微认证项目尽管已经超过 200
项，但显然并未覆盖教师所有的专业要求，倘若要支持

教师全面而持续的专业发展， 需要形成一个相对完整

或体系化的能力认证图谱， 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设计

与开发的依据？第三，微认证的有效性与公信力是影响

微认证继续发展的关键要素， 当越来越多的组织采用

了微认证方式时，我们如何才能确保微认证的高质量？
第四，在数字承诺的体系中，教师能力认证的结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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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通过与不通过两种状态，二元化的评价结论尽管

提升了认证的操作性， 降低了评价标准的开发难度，
但显然不利于鼓励教师从合格走向优秀、卓越，如何

在认证操作性与最大化认证价值之间达到一个更好

的平衡？ 第五，学习资源是体现认证即学习的一个重

要要素，如何将认证过程中产生的优秀案例丰富到学

习资源中？ 上述问题在现有的微认证体系中并未给出

合理的答案，但伴随着对这些问题的有力回应，微认

证的实践优势和应用前景也将更为凸显。

二、基于微认证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发展生态系统构建思路

在研究微认证体系时， 我们在不断地对照分析当

前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发展路径与成效。 我国在

2004 年启动了“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计划”，2013 年

启动了 “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

程”，在国家政策、专项资金以及各方主体的共同努力

下， 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的意识和能力都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

题：培训是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的主要载体，然

而与教师实践、 教师发展之间并未形成有机的互动，
“能力建设始于培训、止于培训”的矛盾一直存在[9]；能

力提升工程中，发展测评作为“促进教师在教育教学中

主动应用信息技术”的实践举措理应发挥重要作用，然

而由于与实践应用紧密关联， 科学测评模型与实施方

案均有较大难度，各省推进缓慢，且实际测评效果并不

明显； 已经在实践的评估认证与教师培训或正式学习

不可分割，甚至需要以教师参与培训为前提条件，这种

关联性设置有违终身学习时代发展的宗旨。
此外，教师技术学习时的接纳与批判、主动开展实

践应用的内驱力、 教学实践中的技术意识和需求意识

等，也在促使我们思考教师能力发展的核心条件。由于

教师职后培养研究的缺失， 我们忽略了教师作为成人

的特性以及教师能力发展的规律， 对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现状的忧思以及提升速度的过度关切， 使得我们过

分倚重“培训”和“评估”的外在推动作用，遮蔽了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为本”的特征、能力发展“实践情

境”，以及教师成人作为“能动个体”的核心意义。 当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在教育发展以及教师发展中的作用越

发彰显之时， 我们更需要冷静思考教师能力发展的核

心条件，这是我们规划与实践的前提和基础。
针对我国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路径与成效

中的现状问题，在结合微认证体系的优点进行思考时，
一种吻合我国教师专业发展体系特征的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发展生态系统思路逐渐清晰，如图 1 所示，该图

示中重点阐释了微认证体系结构、 教师参与认证的过

程、认证评估组织架构以及认证结果应用之间的关系。
其中，微认证体系结构包含微能力集合、认证框架以及

支持资源三个部分；教师参与认证的一般流程为选择、
学习与实践、采集与提交、分享等；认证评估组织架构

由负责认证系统以及内容设计的认证专业委员会、实

施教师绩效认证的认证评估中心以及对认证评估中心

行为及工作成效进行评价与监督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组

成； 微认证成果也将与继续教育学分管理系统以及教

师学历、专业资质、职务、薪酬等形成对接。

图 1 基于微认证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生态系统

在上述体系之中，能力取向、实践导向以及开放

趋向是我们需要秉持的系统构建理念，也是系统运作

的纽带。
（一）能力取向的评估与认证

从职业能力开发视角来看，能力是知识、技能和

态度与具体的职位或工作情境的结合 [13]，教师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是一种教育教学情境中的能力，是中小学

教师运用信息技术改进工作效能、促进学生学习成效

与能力发展，以及支持自身持续发展的专业能力[1]，因

而应该体现为能力为本的取向，即对教育教学情境中

实际操作能力的评估；认可教师通过正式学习或培训

以外的非正式学习渠道发展的能力；评估证据是教师

在岗位上的实践绩效；评估者是专业评估员，经过了

专业严格的培训与考核。 [13]

（二）实践导向的能力发展模式

在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之中，实践是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习得与发展方式，是一种信息技

术应用于专业生活的路线， 有助于获取隐性知识、形

成实践智慧；实践也是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的

环境，在不断适应、调整与创造的过程中，教师的知识

和能力能够得到有效的转换、迁移或丰富。 此外，实践

性知识与正式学习中相对理论、系统或抽象的学习内

容形成了互补，日常教学实践是教师实践性知识获得

的基本场域 [14]，为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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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的资源。
（三）开放趋向的终身学习范式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中对继续教育提出了“为学习者提供方便、
灵活、个性化的学习条件”的发展要求 [15]，而信息技术

的快速发展铺垫了实现“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

学”终身学习蓝图的基础。 作为终身学习的垂范，正式

教育或培训不再是教师获得知识、发展能力的唯一机

会，非正式学习场所的意义越发凸显。 教师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发展环境更应该考虑到他们通过非正式学

习方式获得能力发展的可能性，并尽可能为教师在各

类教育项目之间、在正式学习方式与非正式学习方式

之间进行选择创造丰富与便捷的机会和条件，充分满

足个性化发展的需要。

三、微认证项目的设计与开发

微认证既是一种能力认证方式， 同时还是一种教

师专业发展范式，因而，微认证项目开发不仅包括认证

能力的界定、认证要求的明确，还应该包括教师能力发

展支持资源的提供， 而后者凸显了微认证在支持教师

开展实践、基于实践的能力发展中的价值和作用。
（一）设计开发的基本流程

参照数字承诺微认证项目， 本研究中教师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微认证的开发流程设计主要包括了分解能

力形成微能力集合、厘清微能力要求设计认证框架、确

认微能力发展条件开发支持资源三个步骤， 如图 2 所

示。 所有步骤的推进和完成都需要基于现有标准及相

关的研究成果。 教育部 2014 年颁布的《中小学教师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体现了教师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发展要求， 是对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进行分

解和界定的重要依据[16]。 以能力标准为依据进行项目

设计， 既可以较为全面体现未来一段时期内教师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发展的核心要求， 又能为教师专业发展

提供较为完整而系统化的能力发展图谱，此外，还可以

达到统一设计流程中各个环节基准的目的。 需要指出

的是， 基于研究既是微认证作为能力发展依据的内在

自觉，也是微认证科学性彰显的外在要求。

图 2 微认证项目的设计与开发框架

（二）能力分解形成微能力集合

除了可信而成熟的标准依据， 如何分解同样是一

个难点， 一方面所分解的能力要能够覆盖该项能力的

主要内涵与要求，另一方面，分解形成的微能力还需要

具备可观察、可评估且相对独立的特性。 在企业人力资

源管理中，运用 DACUM 法（Developing A Curriculum）
分析确定职业岗位所需能力时，常常涉及能力分解，其

核心依据是职业岗位及任务分析。 管理学研究中，能力

及子能力间的关系还常常用树状层次结构来表示[17]，虽

然这种方式能够简化能力管理， 但同时也影响了能力

的灵活性和重用性，为克服该缺陷，有研究者提出了基

于多维度树状结构的能力建模方式[18]。参考了上述多方

面的研究成果，本文建议兼顾组织视角、能力视角以及

教学视角的需要开展能力分解，即在能力分解的同时，
考虑教师角色要求、 教师能力界定以及教师教学情境

三方面的要求，基本思路如图 3 所示。 能力的界定必须

与具体任务联系，并通过教师身体行为、人际行为以及

心理行为等方式去体现。

图 3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分解的基本思路

依据图 3 中的思路，我们以教育部颁布的《中小

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为依据，尝试

分解“评估与诊断”维度下的微能力，见表 1。
表 1 “评估与诊断”能力分解

维度 标准描述 微能力

评估

与

诊断

根据学习目标科学设计并

实施信息化教学评价方案

设计信息化教学评价方案、

拟定信息化教学评价策略、

对 信 息 化 教 学 评 价 过 程 进

行组织管理

尝试利用技术工具收集学

生学习过程信息， 并能整

理与分析，发现教学问题，

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制作与应用学习过程信息、

收集工具、

分析和解读数据信息、

设计有效改进方案

尝试利用技术工具开展测

验、练习等工作，提高评价

工作效率

尝试建立学生学习电子档

案， 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提供支持

用技术工具编制试卷、

使用在线测试或问答系统、

数据的统计与分析能力

建立学生学习电子档案、

利用学习评价档案开展对学

生综合素质的评价、

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与解释

95



电 化 教 育 研 究

（三）厘清微能力要求设计认证框架

在认证框架中， 需要回答哪些行为或绩效成果

能够作为教育者具备能力的证据。 传统客观题测试

在设计时有意通过减少真实世界中复杂的影响确保

较高的信度和内部效度，但却意味着，测试分数与真

实世界绩效（外部效度）之间直接连接弱化[19]。 绩效评

估能够说明测试者在真实情境中的表现， 能够最大

化外部效度， 但如何证明行为和结果与能力之间的

关系是横亘在教育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如何最大化

绩效评价的信度， 多名研究者共同努力提出了绩效

评估设计的三原则：（1）使用的数据是直接来源于真

实工作（或逼真的模拟）的行为；（2）基于能力，且必

须全面描述被评价的能力， 包括知识、 技能和态度

等；（3）使用三角测量的方法，即通常包含了基于工

作绩效的多种观察，例如：从多个项目中收集工作作

品， 或观察在多种情境或绩效循环中观察同一个工

作表现。 [19]

在数字承诺的微认证中， 尽管根据认证能力特

点的不同，认证框架略微存在一些差异，但一般包括

了能力概述、关键方法、方法构成、研究成果和资源、
提交标准和评分量规 [5]。 其中提交标准和评分量规

中，除了明晰具体要求外，还需针对问题概述（活动

描述和活动评价）、证据/制品、学生反思、教师反思等

项目提供量规或得分指南， 以便申请者进行自我评

价与学习过程管理。 以“制作与应用学习过程信息收

集工具认证框架”为例，对于“活动描述”部分，基本

要求可以描述为“请用简短的、情境化的语言描述利

用工具采集信息的活动”，而“通过”的标准可以描述

为“活动描述清楚，有足够的上下文细节知道教师做

什么来实践这项能力”。 此外，可要求申请者至少有

两项证据：（1）证明你具备的制作学习过程收集工具

能力的视频材料， 同时证明这项能力有助于改进教

学评价；（2） 提交与视频材料一致的教学评价方案、
已经开发完成的学习过程信息收集工具以及收集的

信息成果案例。 对于证据的评价，还需要提供详细的

评价量规，见表 2。
表 2 “证据”评价量规示例

（四）确认微能力发展条件开发支持资源

如图 2 所示，支持资源包括了研究成果、量规/标
准、学习资源、认证反馈四种形式。 其中，量规/标准一

般嵌入到认证框架中， 具体说明每个认证条件的要

求，为教师开展实践或自我评价提供依据；而认证反

馈是教师提交材料之后评估者的建议或评论，帮助教

师改进或优化实践；研究成果列举了能力界定及认证

要求设计的依据，可以作为教师理解能力及认证要求

并开展实践的参考；学习资源是开展实践及反思的支

持性资源，该部分也是微认证作为一种专业发展方式

的重要特点。

四、微认证的认证成果呈现与

评估认证中心建设

（一）数字徽章及元数据设计

微认证中教师能力获得认可的“凭证”是数字徽

章。 相对于传统徽章或证书，数字徽章可以方便、直接

地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以证明个人具备的能力，同时可

以内嵌更为丰富的数据与信息，使得这种认证形式更

为真实、具体而公信力突出，且与教师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的展开情境与发展目标相呼应。
不同情境或目标中数字徽章会呈现不同的信息

内容及表现形式，在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体系

中， 数字徽章应该具体包含哪些信息？ Finkelstein 等

人认为，数字徽章核心部分是证明其有效性、真实性、
来源及价值的信息，包括接受者、发布者、标准及标

书、证据、授予日期、有效期、证书或声明等 [20]；由宾夕

法尼亚州立大学、国家航空航天局、国家科学教师协

会三家单位合作开发的教师学习日程数字徽章系统

中的徽章元数据， 包括了专业发展活动的任务描述、
学习者掌握的证据和专家从业者的反馈意见等[21]。

参照成熟的数字徽章系统，并考虑到教师专业发

展体系特点以及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属性，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支持体系中的数字徽章元数据，至少需

要包括拥有者、颁发者、能力描述、评价标准、证据及

反馈、标签、日期、有效期、声明等。
（二）评估认证中心及评估团队建设

评估认证中心是实施对教师能力认证申请材料

进行评价的单位。 在数字承诺的微认证实践中，数字

承诺既是微认证项目的开发者，也是申请材料的评价

审核者。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教师人数众多，为确保微

认证能够在各省实际推行，在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认证体系中，微认证项目的开发与实施可以在国家和

地方、教师培训机构与教师等角色间适当分工，将项

通 过 基本通过 未通过

教师展示了多个恰当

的制作和应用学习过

程信息收集工具能力

案例， 案例说明该工

具对教学评价工作有

明显改进作用

教师展示了少量制作

和应用学习过程信息

收 集 工 具 能 力 案 例 ，

案例说明该工具对教

学评价工作的改进作

用较为有限

教 师 提 供 的 视

频 非 常 短 或 没

有 证 据 能 够 证

明 能 够 制 作 和

应 用 学 习 过 程

信息收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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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开发主体与评估审核角色进行剥离，例如：由国家

建立的认证专业委员会承担微认证项目的设计工作，
由省市一级组建评估团队成立认证评估中心承担认

证材料的审核认定工作，这样既确保认证项目的科学

性，同时又能让利益相关者真正参与到项目之中。 而

对于评估认证中心的认证工作以及认证结果，设立第

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过程监管，也是确保认证项目公信

力的重要举措。
对于评估团队的组成与建设， 在数字承诺的微

认证中除了专家， 还有已经通过该项微认证的教育

者。 在 JMU 的 NET-T 认证项目中，评估员通常拥有

丰富的技术支持教学的经验， 参加过评估员的专业

培训 [9]。 在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认证体系中，评估

员可由拥有丰富技术应用经验的专家以及已经获得

微认证优秀等级的教师担任， 所有的评估员均需要

经过专业、严格的培训，能够对认证材料做出专业而

严格的判断。 让教师参与认证评估工作是具有多层

意义的，既能够扩大评估队伍以缓解认证评估压力，
同时也为参与过认证的教师增加持续反思与总结实

践行为的机会。

五、总 结

在教师培训面临着改革的重要契机，教师培训管

理者和研究者不仅要清晰界定教师培训与发展问题，
同时还要寻求与探索更为有效的多元方式，基于微认

证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系统体现了能力为

本的教育理念，具有较好融合教师学习与教师实践的

特性， 契合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的需要，有

望超越“培训”成为新时期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

展的新生态。 然而，教师能力、教师质量以及教育教学

质量之间的关系提醒我们，任何一种教师专业发展形

式成效的评估与论证都是一项需要持续跟踪和研究

的重要课题，参与认证和没有参与认证的教师在教学

实践中是否有区别，通过认证后的教师是否在教学表

现上更为优秀，参与认证的方式能否更有利于学生学

习与发展、有利于学校的发展等，都需要专业的调查

和实证研究。 在体系规划时就嵌入成效实证研究的设

计与举措， 并在项目启动之时并行开展长期跟踪反

馈，将更有助于基于微认证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发展生态系统的改进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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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of An Ecosystem of Teacher's Development in ICT
Application Competency Based on Micro-credentials

WEI Fei, YAN Hanbing, ZHU Zhiting
(School of Open Learning and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CT competency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tarting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n analysis of the micro-credentials initiated by Digital
Promise in USA, the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micro-credentials not only embody the idea of 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 but also re-construct the ecosystem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al requirements of teacher's ICT application competency in China,
the micro -credentials are worth studying and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cosystem based on micro -
credential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CT competency. The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micro -credentials programs, its capacity decomposition
approach, authentication framework design, supporting resource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assessment and certification center. Finally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practice path of teacher’s ICT
application competency based on micro-credentials.

[Keywords] Teacher's ICT application competency; Micro-credentials; Ecosystem; Digital Ba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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