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多媒体教学在高校教学中的利与弊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多媒体教学已成为高校教学的一个重要的教学手段。与传

统的粉笔黑板授课形式相比较，多媒体教学以其丰富而形象的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但其教学节奏快，师生间互动少，反而会降低教学质量。本文围绕其在教学中的利与弊

进行简单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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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多媒体教学是指教师通过计算机，幻灯片向学生传授知识的一种现代化的教学方法。

在数字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多媒体技术已在人们的生活中普及开来。多媒体教学这一先进的

教学模式在各大高校中的教学随着学校硬件的投入的增加而增加。但多媒体教学并非完美无

缺，在带来快节奏的教学的同时，缺点也不断地显现。

1.多媒体在高校教学中的优点

多媒体教学利用计算机或幻灯片向学生展示教师要传授的内容。传统的粉笔黑板板书

的授课形式是无法在课堂上形象地向学生展示教师所讲的内容。通过计算机，幻灯片的使用，

让教师有目的的去制作与课堂有关的课件。从传统的抽象描述变为形象生动的展示有助于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扩展学生的知识面。

1.1 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多媒体教学的内容丰富多彩，形象生动，在课堂中可以增加与教学有关而教科书上没有

的一些课外内容。可以让教师有更多的时间去制作与本课程有关的课件，且直观地展示图片

或视频与课程的联系。通过视频与音频等多种方式，为课堂内容添砖加瓦，使学生在轻松的

课堂上从以往的被动学习转化为学生自然主动地去学习。

1.2 多媒体技术通过动态表达方式促进学生对学科知识的认识，使其可以更轻松的去理解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教师板书学生学习，在板书过后学生如果没有记住教师所传授的内

容，就很难再去理解，因为粉笔黑板的传授板书内容有限，过去了就无法再重复浏览。而多

媒体教学学生可以对某一内容进行反复地思考与探究。激发学生独立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1.3 多媒体技术扩展了教学课堂的范围

传统教学过程仅限课堂，受到教学资源的限制，教师备课乃至授课的内容有限，且无法

及时反映学生课后存在的问题
[1]
。而多媒体教学具有实时性，可以增强课堂的目的性。可以

让学生拓展知识，开扩眼界，而不是坐井观天。在该模式下的教学可以提高学生实际应用知

识的能力，让纸上谈兵的现象减少。

2.多媒体在高校教学中应用的弊端

多媒体教学对教学的硬件质量、师生素质都有一定的要求。如果音频设备出现杂音，图

片模糊，就会影响教学质量。而且引入设备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的高校的财力物力并不

支持。而学生的素质也参差不齐，很容易出现投入大而收获却很少的情况。同时教师在短时

间内将课堂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大有填鸭增肥的现象，节奏的把控能力要求很高。

2.1 教学环境的改变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

在多媒体教学的环境下，对硬件的要求较大，一些普通院校没有足够的资源用以提高设

备，如果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将会严重影响教学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受挫。且在这一模式下，学生花在思考的时间会减少，导致学生思考能力的下降，通

过频烦的查阅资料来解决问题，增加学生的堕性。如果师生换一个环境的话，可能会很难适

应新的环境，而阻碍教学。

2.2 教师的教学受设备的影响较大，师生之间的互动较少

传统教学是以教师为主体，学生虚心向教师请教，这样可以让教师有归属感与成就感。

而多媒体的使用导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大大减少。在教学中有的学生只是来挂名，只将



课件拷贝之后带回去学习，没有尊师重道的想法。教师长期使用多媒体进行课件的播放，使

师生之间的交流减少，对教学效率有严重的影响。

2.3 多媒体教学的节奏把握难度较大

在多媒体教学中，如果只顾教学的多样性而将课件做的花哨，是会影响学生的注意力，

使学生难以把握重点与难点。学生往往只会将注意力集中于图片，动画和背景上，而忽视了

教学内容，影响教学质量。因此对教师的素质要求很高，对于课件要求能够突出重点与难点。

既可以理性应用课件，显示出内容的精华，又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但许多教师的水平并

达不到这样的指标
[2]
。一些教师制作的课件过于追求声色的外在效果，而忽视了教学的根本

任务，使教学的效率不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并不知道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程度，不会去调整

教学节奏，使一些学生对知识越来越陌生，这样就造成教育的无用功增加。

结语

多媒体教学是高校未来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之一，总地来说是值得肯定的。其扩展内容的优

点可以在各领域应用、普及。而其在提高效率上仍有一定的不足，这说明多媒体应用水平还

不完善
[2]
。如何实现师生的水平与多媒体教学的相补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只有通过合理，科

学的改进，才能更好地扬长避短，为社会的发展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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