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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娱乐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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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教学中适当引入娱乐元素，有利于放松身心，主

动把严肃的课堂生动化是有必要的，但不能把娱乐作为课堂的

主要手段，过度使用娱乐因素会干扰课堂，导致教育教学肤浅

化、庸俗化。教师要坚守教学的本真，坚守教育的意义，引导

学生追求潜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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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时开始，教育和娱乐已经成为一体。娱乐和教育，

在生活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娱乐博人一笑，让人轻松自然；教

育给人以知识和真理，让人发省和成长。娱乐带来感官上快乐，

教育带来思想上的成熟，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但教学和娱乐已

经都成为课堂教学的主题。有的教师喜欢构建情景教学，追求

表演式教学，老师化身为导演或者主持人，学生参演，演讲、

辩论、游戏、小品等轮番上演，让课堂教学热闹非凡；有教师

甚至将课堂教学娱乐化作为一种教学手段，要让课堂生动起来，

让学生快乐起来，快乐学习。大量娱乐化教学手段的采用使课

堂缤纷多彩，同时也使课堂打上了娱乐化的烙印。

教学娱乐化的出现，并不是凭空而出，其影响因素是多方

面的。

一、教学信息化的要求

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信息化教学成为教学的必要手段，

教学要有教学课件、课件要做得生动有趣成为基本要求，学生

不习惯没有课件的教学，老师也依赖课件教学，学校要求必须

要有的课件教学，如果老师上课没有课件是会被通报批评的。

好像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就发展起来了。

在教学信息化时代，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成为批判的对

象，老师上课的方式越来越多元化、娱乐化，表演式、体验式、

辩论式等教学模式被搬到课堂，对应的教学考评也变成了过

程评价，考评的是学生的参与度及活跃度，不再以期末考试

的一考定终身。在这种课堂教学中，教，轻松简单；学，快

乐自如，老师会获得学生非常高的教学评价，学生也可以轻

松通过课程考核，一举多得。但是，学到了什么，掌握了什么，

回想回想，好像只剩下高兴。如今，在线开放课程推行后，

为了迎合学生，更要求知识碎片化、娱乐化。

二、学生的特性倒逼

成长在网络、电视剧、漫画泛滥的时代，高职学生的阅读

理解能力越来越差，学习自控能力越来越低，专注度和坚持的

时间越来越短，喜欢看好笑的、好玩的、好理解的事情。学生

的这些偏好倒逼着老师将课堂教学娱乐化。教学娱乐化其实也

是老师对学生的认识过程中逐渐演化的。

老师认真准备了一堆知识点、技能点和实训练习，上课

时师生就一个知识点练习练习再练习，学生听不懂，无法掌握，

因为要完成教学进度计划，老师也没方法一直停留在一个知

识点上，对于难点知识学生无法掌握，那就降低教学的难度，

少讲或者不讲难点知识，重点讲解和训练基础的知识。但慢

慢地发现学生对学习越来越不感兴趣，为了吸引学生、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那就只能挑简单的、好玩的、能玩出花样的

知识来讲解，用各种新奇的故事、图片、视频来展示。并且

课件一定要做得生动有趣并且简单易懂，教学一定要风趣幽

默带有表演。

如此，课堂教学陷入了恶性循环：学生注意力难以持久、

兴趣难以激发，于是老师要想方设法用各种手段来吸引学生的

眼球，用视频、音乐等调动学生的参与度。而视频的过度运用

又让学生更加追求感官上的刺激，变得浮躁，变得更加难以集

中精力听讲。因此，教师又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以换来学

生的关注，让学生专心听讲，让学生的眼光离开他的手机和游

戏。老师一直在寻求一种学生听得懂的教学方式，让教学顺利

进行。但表演的时间多了，看视频的时间长了，讨论多了，笑

声多了，课堂活跃了，要教和学的东西反而没了。

三、网络传播的冲击：手机太多诱惑，老师主动娱乐

学生为什么很难在课堂中集中精力听讲呢？主要受网络传

播的冲击，微信朋友圈、微博、抖音、快手、英雄联盟等等，

因为手机里有太多精彩和诱惑，有太多新奇的东西、有太多好

玩的东西，有太多可爱的视频，时间都不够用了。老师教的知

识固然重要，但枯燥难懂的专业知识和快要胜利的 LOL 相比，

反正来学校是混学历的，将来工作再学习就好。所以学生将更

多的时间用来刷微博、朋友圈、打游戏等等，也不会学习无聊

的专业知识。老师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留住学生，只能化被

动的适应为主动出击，将课堂娱乐化，让学生参与表演、辩论，

让学生开心，让学生忘记手机和游戏。在主动适应网络世界冲

击的同时，不少老师成为了网红，尝到了成为明星的滋味。成

为了更多老师的模仿和榜样，课堂教学也乐化也就成为了常态。

四、偶像养成的影响：不需要太多才华，这是一个靠人设

和颜值的年代。

一档又一档的选秀节目捧红了一个又一个明星，很多没有

任何才能、技能的只是长得好看的年轻人在各方助推下，变成

了红人、明星，成为千万少年的偶像，成为被羡慕的对象。这

个现象传播的信息好像是上学学习、掌握知识、考上大学、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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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好工作都不重要了，只要长得好看就可以做偶像通过拍戏、

商演赚大钱，就可以实现人生价值。每年艺考生暴增，就充分

说明学生对成名的渴望。学生因此变得浮躁，学习的动机也消

减了。还有做不了明星的，也可以做网红。网红的门槛更低，

不管多么恶俗的网红，只要够新奇够符合未成年的审美，够刺

激，就会有上千上万的粉丝，乐此不疲地给他们送礼物刷票，

如果长得好看的网红，也有可能入行演戏成为明星。另外，网

红直播也可以“带货”赚钱，“淘宝网红李佳琦年入千万”。

在浮躁的网红社会里，很多学生也在做直播做网红，学习的动

力和时间都没有了。

课程的目的是要影响、教育、训练或培养年轻人的思想和

性格，知识的获得是一件艰苦、枯燥乏味的过程，可是当明星、

偶像、网红不需要经历这个艰苦难熬的日子就一夜成名。了解

学生的关注和兴趣，老师也只能去迎合，去同行，才能赢得更

多的学生。因此不少人认为：只有当教育成为娱乐时，使学习

快乐，不再艰苦，学习才能最有效、最持久、最真实。

五、电视剧等娱乐节目的影响

尼尔·波兹曼曾说过，电视对教育哲学的贡献是，它提出

了教学和娱乐不可分的理念。但在电视教学中，不说教、要有

悬念、冲突和狗血，就能吸引观众，最好能碎片化。课程的目

的是要培养年轻人的知识、思想和性格，需要有连贯性、系统

性和结构化，而且教学过程就是生活的日常，平淡且重复，枯

燥且无聊。可是每天被电视剧熏陶的学生，无法长时间集中精

神在学习上。因此，不管是否承认，传统的“老师在讲台上讲，

学生坐在下面听讲”的教学模式已经不适合电视时代的课堂，

老师只有主动求变。电视就这样通过改变人们的习惯获得了控

制教育的权力。知识的获得是一件艰苦、枯燥乏味的过程。所以，

现在大家都认为，只有当教育娱乐化，可以快乐学习，学习才

能最有效、最持久、最真实。因此现在有了微课、MOOC，知

识碎片化，尽量以娱乐方式将知识传授给学生。

六、学校对老师考核机制的引导

为了督促老师认真教学，学校引进了教学评价体系：学

生对老师的教学进行评价。学生们被鼓励甚至强制要求给老

师打分来评教老师的优劣，如同老师给学生的期末考试评价

一般。学生的打分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口味决定，喜欢、符

合自己口味的老师给五星满分，不喜欢的老师，不管教学如

何，给你一个低分。而学生的随意打分，成为学校权衡老师

的评价标准了，甚至成为老师优劣的标准。学生对老师的评

分，一定程度约束老师对学生的管理，如同淘宝的小二，不

好好服务或者让我不高兴，就给你一个差评，可是评价等级

又和绩效挂钩，因此老师不得不揣摩学生的喜好，按照学生

喜欢的方式来上课、来开展教学活动。

好好讲解专业知识，学生听不懂，太难无法理解，专业

课的学习是极其枯燥无聊的，需要坚持与不屑。学生听不懂，

课堂不够活跃，自然不会给老师打出比较高的评价分数，会

对老师产生很大的影响。教学娱乐化严重一点来说为了取悦

学生。

所以为了拿到较高的学生评分，老师只能改变自己，让

教学变轻松，让课堂变开心，变得不在管理课堂，保持心平

气和完成教学任务。因此经常看到课堂睡了一片或者旷课率

特别高的老师拿到了教学优秀奖。学生反馈是这个老师，不

管我们，也不点名什么的，想去就去，自由。因此也就出现

了不少“水课”。因此，“水课”的形成，有老师教学能力

和态度的问题，很大程度也手这些不是特别合适的管理机制

存在的影响。

七、结语

娱乐是一个短期的快消品，比如一部电视剧一部电影一

个综艺的爆红，播放的时候万人空巷，剧播完后热度也就结

束了，人们会忘记它，而开始谈论下一部爆红的电视、电影

或者综艺。可教学，是一个长期的固化品，所教的知识、理论、

技术等，是系统的、完整的、系列化的，需要谈论、记忆一

辈子的，需要被牢牢记住的。当然也有人会说：学校学到的

这些知识其实没什么的，以后工作了需要用到再慢慢学就好。

这种说法有很多拥护者。学校学的不重要？那你为什么还要

到学校？直接到社会学习就好呀？学校的教学不重要？为什

么很多人只能做体力劳动而不再社会工作过程中通过学习变

成脑力劳动者？

过于严肃沉闷的说教式教学不利于学生发挥学习的主动

性，甚至会使学生产生畏难、厌学心理。在教学中适当引入娱

乐元素，有利于放松身心，主动把严肃的课堂生动化是有必要

的，但不能把娱乐做为课堂的主要手段，过度使用娱乐因素会

干扰课堂，导致教育教学肤浅化、庸俗化。

课堂教学的娱乐化，或许也是教学的一种手段，但不能是

唯一的手段。我们倡导快乐学习，教无定法，但不管哪种教学

方法，都应该回归教育本身，教学也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为

了让课堂活跃而活跃，为了快乐而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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