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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多媒体在大学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应用
杨宗源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云南 昆明 650106）

摘要：随着信息化课堂的不断发展与建设，多媒体已经逐渐

成为教学过程中重要的辅助手段，但是由于部分教师的信息素养

不足，或者对于多媒体应用的掌握能力不够，因此在教学过程中

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表现在思想政治课程中，所以教师需要认

真分析和思考，学会多媒体的准确应用手段。本文即以大学思政

课程的多媒体教学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教师在运用多媒体教学

中出现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应用策略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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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就有投影仪、幻灯片等进入了教室，成

为了教学的工具和媒介，随着近 40 年的发展，多媒体已经在大多

数学校完成了普及，并且拥有了更为先进的技术和表现形式。

一、目前大学思政课程中多媒体的应用问题

（一）课件制作缺乏层次感与逻辑性

由于大学思政课程内容的散乱和纷杂，因而导致部分教师在

制作多媒体课件时，没有注重结构的系统性和内容的逻辑性，因此，

在教学过程中会显得毫无章法，一方面教师的教学节奏受到了影

响，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学生快速吸收，从而影响了课程的品质，

带给学生不舒适的课堂体验。

（二）过分依赖多媒体的运用和表现

多媒体教学是一种可以选择的辅助手段，但是目前有的教师

将其当成了唯一途径，不考虑学生的课堂状态，也忽略了某些课

程的真实目标，将个别难以使用多媒体展现的课程，强行以多媒

体呈现，这也大大降低了学生对于课程内容的好感，学习效率表

现不佳。

（三）没有展开实时变化与动态效果

信息技术最大的特点在于实时性与动态化，由于信息传递的

速度过于便捷，因而网络资源的更新速度非常迅速。但是很多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很少变动自己的课件内容，这就导致课件并不

能满足新一届学生的需求，甚至不能满足课程的更新内容，造成

了严重的后果。

二、大学思政课程中多媒体的应用策略

（一）搜集素材

使用多媒体教学离不开大量合适且有效的教学资源，因此，

教师在开展思政课程前，第一部就是要拥有一颗实时搜集素材的

耐心。但是素材的积累一方面需要时间，一方面也需要遵循一定

的原则。首先，素材的选取必须要与课程内容相关，教师选择教

学资源的目的是为了教学，因此教师必须要从海量资源中搜索能

够为课程服务的内容。

其次，素材的搜集要具备多样性，多样性要表现在形式与内

容两方面，既要拥有文字信息、图片、视频、声音等不同表现方

式的内容，也要涉及到社会、学校、学生生活、家庭、时政等不

同范围内的信息，以此增强课程的说服力。

最后，素材的储存应具备有序性，教师往往需要利用碎片化

的时间搜集资源，如果储存随意，很难再检索运用，因此，教师

应当构建一套存储规则，比如依据文件夹的分类、素材内容的题目、

搜集的时间等标准进行存放，在制作教学课件时教师就能够轻松

方便的找到想要的资源。

（二）制作课件

课件的制作是多媒体教学中最重要的一步，课件制作的精心

巧妙、有设计感，教学过程也会有节奏、有起伏，让学生和教师

都能进入舒适的状态。大学思政课程的课件制作需要注意三个问

题，第一，切忌将大量文字堆叠。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就在于表现

能力的强大，在文字、图片、视频、声音等不同形式的展示下，

学生的兴趣和注意力更容易集中，单纯的文字展示就失去了多媒

体的应用价值。所以教师应当将问题以提纲形式呈现，加以艺术

字体或背景颜色的变化，让文字显得不再单调。

第二，视频资料要适量。视频内容在多媒体教学中就像是味

调剂品，是帮助学生加深印象，深化理解的内容，如果视频过多，

一方面会让学生难以认清学习重点，另一方面还会占据大量课上

时间，教师只能被迫压缩课程，就会影响正常的教学流程。

第三，课件要持续更新与维护。课件的制作并不是一劳永逸

的事情，当前教育改革和发展迅速，每年的教学内容与重点都可

能会发生改变，同时社会的发展也瞬息万变，课件中的素材与资

源需要实时更新，此外每一届学生的兴趣点也会发生变化，教师

应当随时更改课件内容，使其符合教学环境的变化。

（三）课堂运用

多媒体教学的课堂运用需要实现两个方向的目标，其一，教

师应当把握多媒体运用与传统教学手段的结合，人机互动会给学

生带来更多的趣味，但是师生互动则能增加学生的情感体验，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灵活运用多媒体，更要注重自己神态、仪表、

眼神等透露出的情感交流，让课堂更加鲜活。其二，教师需要引

导学生掌握建构能力。知识建构是学生学习的一种方式，教师需

要借助多媒体展现的系统性知识，让学生在内心中形成有效的联

结逻辑，从而将知识点建构成网络，完成更牢固的记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多媒体对于教学有着重要的辅助功能和教学价值，

在大学思政课程中的应用需要教师掌握其策略和原则，在搜集素

材、制作课件以及课堂运用中采取有效的方式和方法，让多媒体

成为教师教学的助力，而不是限制教师能力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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