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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 言

随着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高校课堂多媒体

教学的应用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现代教育信息

技术不仅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大学生的生活方式、
行为习惯，也 在 改 变 着 他 们 的 思 维 方 式 和 认 知 心

理，在培养创新型人才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毋庸置疑，高校课堂教学信息技术特别是多媒体技

术的应用，不仅拓展了课堂教学的空间，改变了大

学生的思维方式，提高了课堂教学质量，也提高了

大学生 以 信 息 素 养 为 核 心 的 信 息 提 取、处 理、加

工、吸收、转化的能力，为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和人

才培养模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我们通过对

杭州若干高校课堂教学信息技术尤其是多媒体技术

应用情况的调查，通过与学生的座谈与交流，越来

越深刻地认识到，高校课堂的多媒体教学并不像人

们所想像 的 那 样 乐 观。正 如 任 何 一 种 技 术 工 具 一

样，现代教育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培养大学生

数字化学习、生存能力，建构开放多元的课堂教学

模式的同时，也出现某些令人担忧的问题。比如，
在多媒体教学广泛应用甚至无所不用的情况下，很

容易 出 现 教 师 的 主 导 性 和 主 动 性 的 消 解、大 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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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消失”和 “思考的缺席”，使课堂教学演变

为一种 “媒体的狂欢”等问题。因此，高校课堂教

学改革和教育技术理论研究，不仅要把主要精力投

入推行教育技术应用的层面，还要进行课堂多媒体

教学效果的理论反思及其深层次改革，以使现代多

媒体教学既能充分发挥其培养大学生教育信息技术

环境下的协作意识、协作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创造

性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功能，又可以避免现代多媒体

教学对学生乃至教师主体性、创造性的伤害。

　　二、高校课堂多媒体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多媒体教学忽视了课堂教学的知识情境
多媒体 虽 然 具 有 信 息 资 源 广 阔、叙 述 手 段 多

样、表达形象直观等特点，但由于其对课程之外大

量信息的移入，对知识分析过程过于依赖图像，对

学习者思维的激活过多依靠兴趣，使其在应用方面

会受到相应的限制。在一些注重抽象思维、知识传

输过程中强调逻辑演绎的学科来说，并不适用于多

媒体教学，如数学、哲学、理论心理学等。这类课

程教学需要教师按照一个固定的视角，遵循一种贯

通的逻辑推理和使用精确化的概念系统以至于大量

的公式来进行。因此，在这类知识教学过程中，如

果利用多媒体侵入一些虚拟信息或频繁切割画面组

装新的意象，就会破坏学生逻辑思维的连贯性，还

可能使知识推演和理性分析过程受到分解，从而导

致课堂教学实际效果降低。
但是，目前一些高校课堂教学对现代教育技术

应用这一限制性条件似乎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一些

相关的专业课教师并不关注多媒体与知识情境的关

系，在所有的学科教学中都使用多媒体技术。诸如

数学、哲学等课堂教学，本应以逻辑分析和理论思

维为主体，但现在却变成了各种画面和意象流动的

图像游戏，虽然有很多学生看得很有趣，但关键的

东西却没有掌握，如公式、命题的推演过程等。
（二）多媒体教学中技术与人的主导关系错位
“教师主体性的淡化”、“教师身份感的模糊”、

“技术的奴役”等成为近年来人们描述多媒体课堂

教师地位 使 用 频 率 较 高 的 词。这 些 词 并 非 言 过 其

实，在某种程度上有甚于此。我们知道，无论是传

统教育还是现代教育，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始终处于

主导地位。主导与主体不是同一个概念，主导凸显

的是在课堂 教 学 中 以 教 师 引 导 为 主 的 一 种 教 育 理

念，即使是在实践课、讨论课这类以学生为主体的

课堂上，教师的主导地位也应得到体现。

通过大量的课堂观察我们发现，在一些多媒体

教学的课堂中，教师的主导地位受到了严重消解和

贬损。消解是指教师有意识地退出教学中的主导地

位，而由多媒体来主宰课堂的教学过程，包括知识

传输、方法选择乃至于课堂节奏的把控；贬损是指

教师对多媒体的过分倚重而使自己在课堂教学环节

中的主导性无意识地遭到贬斥和废黜，从而使整个

课堂变成了一个信息、图像的游牧场，学生如同无

牧人引导的 “新种群”，在媒体的牧场里贪婪地觅

食。结果，由于缺乏引导，良莠不分，一切照食不

误，他们虽把胃肠填饱但却营养不良，变得更加虚

弱。比如，在有的课堂上我们发现，一堂 课４５分

钟，教师一直播放媒体信息而很少讲述；甚至在一

节观摩课上，教师只说了６句话，其余时间都在播

放媒体，等等。
教师主导性贬损的另一种表现是教师的课程意

识消失。所谓课程意识主要是指教师的课程主体、
课程目标、课程资源、课程生成、课程评价与课程

反思意识，这是教师必须树立的基本意识。教师只

有树立明确的课程意识，才会有高质量的教学。但

是，调查中我们发现，以多媒体技术应用为由，一

些教师完全放逐了课程意识，不研究课程目标、不

研究教学方法、不设 计 课 堂 的 “课 眼”、不 分 析 课

堂情境，甚至不备课、不写讲义；有的教师上课就

是一份课件、一本教材，而课件的内容又是教材的

机械复制，辅以从媒体上下载一些新闻或故事，不

考量与本课、本章节的内容是否相关，走进教室，
屏幕一放，顺其自然，铃响关机，课堂上 讲 什 么、
学生在做什么都心中无数。在某种意义上，多媒体

课堂上的教师俨然成为一个旁观者。
（三）多媒体教学中知识与能力关系的颠倒
高校课堂教学与中学课堂教学的重要区别是，

高校课堂教学要重点培养学生的 “问题”意识和能

力。然而，在高校多媒体课堂教学中我们却发现，
很多教师把 知 识 传 授 与 能 力 培 养 的 关 系 完 全 颠 倒

了。通过多媒体演绎，课堂的信息资源丰富了，但

教师并没有依据这种多元、开放、立体的知识和信

息引导学生从中捕捉到问题，生成对这些问题的分

析、处理、反思、再生的能力。一堂课结束，学生

的大脑确实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符号与意象，也了解

到了教材以外的许多知识，但把这些信息转化为问

题，并根据这些问题展开逻辑思维、理性分析和创

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却没有得到发展。结果，随着

多媒体的广泛应用、信息的大量涌入，学生不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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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日益 空 虚，思 维 变 得 僵 硬，学 习 能 力 也 日 渐 衰

退。有的同学对我们说：“在高中时还能主动发现

一些知识 中 的 问 题，并 学 会 在 老 师 的 指 导 下 去 解

决；可到了大学，却没有这种感受了。大学的学习

很轻松，你只要会看、会记就行了。”这绝 对 不 是

调侃，它反映了在多媒体教学中特别是一些缺乏能

力培养意识的教师的多媒体教学环境下大学生学习

能力的一种消退和沉没。
（四）多媒体教学中快乐学习和有效学习的混

淆
快乐学习是近年来课堂教学改革中推出的一种

新理念，其主旨是通过在课堂教学中营造一种轻松

快乐的学习情境，使学习者的心理处于一种积极、
活跃、兴奋的状态，从而为接受知识、活跃思维创

建健康的学习心理环境。快乐学习既可通过教师精

心设计的课堂情境、巧妙引入话题、适当穿插一些

趣闻故事和风趣幽默的语言等方式来实现，也可以

利用现 代 教 育 技 术 手 段，通 过 图 文 并 茂、虚 实 结

合、场内外链接的方式来实现。事实证明，现代教

育技术尤其是多媒体教学，确实是创造快乐学习情

境的有效手段。我们进行的课堂观察也证实了这一

点，那些多媒体制作精美、信息处理合理、巧用各

种手段的课堂，学生的学习心理，如思 维、情 绪、
兴趣确实比传统教学的单一讲授更活跃。

但是，调查中也发现，多媒体教学对课堂有效

学习情境的建构也构成了一定的 “威胁”，即虽然

学习情境轻松了，但有效学习率却降低了。课堂上

虽然轻松活泼，但学生走出教室却顿感大脑空空如

也，只是各种散乱意象的云集。与单纯板书相比，
多媒体的图表、形象、意境乃至文字更能引起学生

的兴趣，易使学生的思维处于活跃状态，但是，如

果教师不 能 进 行 适 时 引 导，使 学 生 从 “形 象”和

“意象”的感性沉迷中走出来并进入理性的分析与

反思中，那么，就达不到有效学习的目的。我们发

现，在多媒体课堂上，很多学生思维活跃，但思考

缺少独立性和深刻性；很多学生一节课没有记一个

字的笔记；甚至一些学生不理解观看这些图像和自

己要学的知识之间有什么关系。有的学生说：“如

果上课就看这些，那就不用到课堂来，在寝室自己

就解决了。”从中不难看出，这是导致学生逃课的

一个主要原因。更严重的后果是，它引发了学生的

“多媒体 综 合 症”，不 少 学 生 对 多 媒 体 像 着 了 魔 一

样，上课如果没有故事和趣闻看就会无精打采、昏

昏欲睡或酣然大睡。

（五）多媒体制作技术低劣
多媒体 教 学 效 果 的 好 坏 与 多 媒 体 课 件 （ｐｐｔ）

制作效果密切相关。优质的多媒体课件不仅网络资

源丰富，信 息 与 主 题 和 谐，而 且 界 面 的 构 图、色

彩、字体、声音的设计都十分讲究，不仅使信息的

呈现做 到 清 晰、准 确、有 效，而 且 还 能 兼 顾 艺 术

性，给人以视听上的美感。这样的多媒体课件才能

成为课堂知识传授的重要辅助手段，成为激活学生

思维、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以及

学生在知、情、意方面均受益的辅助工具。
同时，我们也发现，现今一些高校的多媒体课

件能达到此水平的并不多见。很多课件仅仅是教材

内容的机械复制，既不考究构图效果，也不注重色

相搭配，甚至背景模糊不清、文字繁简不分、声音

刺耳等。比如，有的界面背景与文字、图表的颜色

太相近而导致辨认困难；有的界面的剪贴画突兀，
与主题不匹配；课件中通篇使用飞来飞去、旋转跳

跃的方式转换界面更是司空见惯。这些课件不仅没

有起到辅助教学的作用，反而使人眼花缭乱，心神

不宁，精力分散。
（六）教师职业道德缺失
在有些教师眼里，多媒体技术已经不是课堂教

学的辅助性技术工具，而是课堂教学的实在；已经

不是一种信息补充，而且就是信息。尤其是晚上的

公选课，教与学几乎成为一种多媒体的狂欢。在这

里，教师、学生、知识、思考都消失了，只剩下媒

体图像的放纵表演。有些教师上课就是放电影，一

部片子播放完毕，三节课就结束了，学生习惯地称

这样的教师为 “电影放映员”；还有的教师虽然不

是开场就放，但也只是简单介绍一下故事梗概就开

始播放，课堂上有２／３的时间学生是在看电影。特

别是一些与电影、文学、戏剧、电视相关 的 课 程，
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在这些课堂上，教师作为知识

传授者的身份已经消失，教师的职业道德也随之消

失。

　　三、解决高校课堂多媒体教学问题的若干建议

　 （一）重新修订课堂教学评价制度
据调研得知，高校课堂教学多媒体应用低效乃

至于负效应现象的存在与学校的课堂教学评价制度

密切相关，即把是否采用多媒体教学作为衡量课堂

教学效果 好 与 差、教 学 手 段 丰 富 与 单 一 的 硬 性 指

标，并在教学管理和专家评教系统、学评教系统的

指标中有明确的硬性规定。因此，我们建议，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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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提倡但不应该硬性要求凡课堂教学必须应用多

媒体技术，而是要针对不同的知识特点有选择性地

应用。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学校可制定课程与多媒

体技术应用的对应系统，即把多媒体教学与具体的

知识情境结合起来。对于那些侧重于学生的逻辑思

维训练和 反 思 能 力 培 养 的 课 程，建 议 少 使 用 多 媒

体。
（二）构建多媒体教学应用的评价指标体系
对 于 可 以 使 用 而 且 已 经 使 用 多 媒 体 教 学 的 课

程，在教学管理系统和专家评价系统、学评教系统

中，应制定较为细致、可操作的考核指标，如在什

么情况下，多媒体技术可以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学生

学习，什么样的教学策略可以在教学中有效地运用

多媒体技术，以及多媒体的制作技术、网络资源的

开发与利用、运用多媒体创设知识情境以及学业评

价等。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可能会耗费很多

精力，但非此不足以改变目前高校多媒体教学的低

质低效状态。高校可根据自身条件，委托教评中心

（督导组）和教师发展部门制定相应的评价指标体

系，并应用 于 课 堂 多 媒 体 教 学 技 术 方 面 的 专 项 评

估。
（三）尽快实施教育信息技术能力培训项目
高校教师教育信息技术能力培训是改变目前高

校课堂多媒体技术应用低质低效状态的重要措施，
尤其是对那些学评教和专家评教中评价结果不理想

的教师、近 年 来 新 入 校 的 青 年 教 师 要 进 行 在 岗 培

训。培训任务可作为教师个人教学业绩记录在案，
作为教师考核的一项指标。

（四）进一步完善教学管理制度
学校教学管理部门、教学评价系统的工作人员

应随时抽查、随机检查或通过学生进行调查，如发

现那些把多媒体技术应用等同于课堂教学、那些在

室内播放多媒体而不在教室的教师，特别是那些上

课就放电影，把课堂当成录像厅、电影院而又屡教

不改的教师，一经发现就要严肃处理，甚至取消该

课主讲教师的资格。
（五）制定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奖励制度
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培养人才，而培养人

才的关键是打好基础，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实现由

单一的教学型向教学－研究型大学转变。但教学－
研究型大学不单是提高办学层次，扩大研究生教育

的规模，也不单是以科研为中心，而是要将研究性

教学引入本科教学之中。通过课堂教学研究性知识

情境的创设和指导本科生将所学知识运用于社会实

践等方式，培养学生的研究性学习、发散性思维及

创造性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才是教学

－研究型大学的真正含义。只有筑牢这样的本科教

育基础，才能实现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办学特

色、办学层次方面的跨越式发展，实现高等教育的

世纪振兴。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建议相关学校应调整现有

的教师业绩考核制度，尤其要调整教学与科研权重

关系的比例。首先，要赋予教学与科研同等重要的

地位，教师业绩考核时科研与教学的赋分要等值。
其次，对于深受学生欢迎的优质教学与专业课教师

予以重奖。当然，这需要重新制定学评教及优质教

学的考核标准。再次，对于同一层级的教学成果奖

和科研奖给予同等的奖励。比如，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应与国家级科研奖或国家级科研项目获得同样的

奖励。事实上，一项国家或省级教学成果奖，无论

是教改项目还是学科竞赛，教师投入的精力并不少

于从事一项国家课题研究的精力，尤其在全国大赛

中获奖，其难度更大。但据我们了解，目前有些高

校在这方面的奖励政策却严重失衡，致使很多教师

不愿将更多的精力投入教学。我们认为，多数教师

对学校的发展、对自己肩负的职业使命、对在个人

职业生涯中追求卓越和社会认同上都有着热切的渴

望，而要使教师们这种渴望转化为行动，就必须构

筑一种 “优 心 态”的 高 校 管 理 文 化。这 种 “优 心

态”管理文化最基本的价值理念是，教师无论在教

书育人还是在学术研究方面所作出的同等贡献一律

予以平等相待；无论在科研还是在教学中，管理者

及管理制度应为每一个人创造其追求职业自豪、美

德、自我实现的文化生态。反之，正如一些教师所

言，许多教师之所以甘愿平庸，不求上进，利用多

媒体技术 工 具 敷 衍 课 堂 教 学，一 个 很 重 要 的 原 因

是，他们深受不公正制度的伤害，长期处于失落体

验和自我实现潜能的否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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