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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技术在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谈高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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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逐步发展，多媒体技术被各高校广泛应用，多媒体课件也相继研发出来，其中就古代文学作

品教学来说，通过多媒体的融入改变了学生对历史感不容易理解的现状，在教学中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实用性，利用视频、

图片、音乐等元素融合到课堂，改变了传统的粉笔、黑板的教学模式，从而提高学生对学习的积极性，扩展了学生的知识容量。

本文主要从多媒体技术应用模式和策略进行分析，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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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技术是指利用计算机对文字、图像动画视频
等综合处理，使静止的图文视听化，将抽象的思维形象
化。多媒体技术的出现，不但方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
握古代文学作品的内容，还能够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了
解更多的未知事物，多媒体技术的出现，将传统教学与
多媒体技术授课相融合，解决了传统古代文学教学问题，
增强了学生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学习的积极主动性。

1 多媒体技术在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古代文学专业教师在古代文学
课程教学工程中，采取传统、单一的教学方式，缺乏个
性化教学方案，即利用教学方案照本宣科似的文字记录
方式，让本来繁琐的古代文学作品变得更加不容易理解，
无形中为学生的课程增加负担，再加上一些教师精力和
经验有限不能全身心投入到古代文学教学中，不能激起
学生的对课程学习的积极性，长久以往会导致失去学习
兴趣，影响教学效果。还有的教师为了突出创新，完全
依靠多媒体教学，很少或者根本不做口头讲解，整节课
黑板上没有一个字，把全部内容几乎一字不落地放在多
媒体课件上，然后按照课件顺序放映，直至课堂结束，
造成学生“审美疲劳”[1]。多媒体是一种教学工具，只
能辅助教学，授课时需要教师利用好多媒体技术，播放
课件的同时也要有针对性的讲解。如《诗经》、《庄子》、
《楚辞》等，内容古奥难懂，如果只通过图片、视频的
方式教学学生很难记住，教师不只是滑动鼠标，一言不发，
可以边播放边以生动的动作姿势讲解课件，将表情、手
势面向学生，让学生感受到面对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
台机器，为学生营造短暂的古代语言环境，多角度刺激
学生的感官。教学过程是一个信息传输的过程，然而有
些课件内容信息量过大、画面不清楚、花里胡哨、切换
速度快，没有考虑学生的接受水平，学生难以消化吸收，
影响课堂教学效果。因此教师要增强自我制作课件能力，
根据课程内容、学生的接受的程度等多方面因素利用多
媒体技术和传统板书相结合，有效组织信息资源，制作
有利于学生学习的课件，进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效果。

2 多媒体技术在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应用
意义

古代文学教学是语言学专业最重要的主干课程之
一，就是让学生具有古代诗词的鉴赏能力，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有一定的情境，而古代文学作品描述的人物和场
景具有年代感，书中的诗词古句没有确切的解析，需要
学生利用专业词典查出解释并标注才能理解内容，因此
学生无法将自身融入到作品中的场景，在学习过程对课
文的理解产生偏差，对学习失去兴趣。而多媒体的合理
应用可以将教材难点优化，突出重点，培养学生观察能
力 [2]。例如：在学习《甲午中日战争》时，先对学生呈
现一些相关图片，然后提问学生这些图片和之前学过的
知识有哪些相同之处，然后播放邓世昌牺牲、李鸿章下
令北洋水师“避战自保”、慈禧太后过寿、北洋水师全
军覆没等的一些镜头，结合富有震撼的声音，引导学生
融入场景，不断思考，讨论、归纳总结战争失败的原因，
教师根据学生的论述和归纳进行指导。通过运用影音材
料将历史重现，增强学生的想象力。

多媒体技术在课堂教学应用中，以鲜明的色彩、优
美的图案、动听的音乐等方式展示了客观事物，可以使
学生直观的理解和记忆课程内容，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一个完整的课件，必须要有一个提纲挈领的纲要片把课
程的内容言简意赅的呈现出来，使学生有一个整体的印
象。在制作过程中要充分利用链接讲解，不断回顾刚刚
讲过的内容，可以锻炼学生的逻辑性。图片形式更加直
观生动，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中有很多的作家、作品、风
格特点等，使用图表形式可以直观的看出同类作家创作
的异同点，更加容易记忆和理解，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拓展性思维。

3 多媒体技术在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应用
策略

实现多媒体教学的首要任务是提高教师使用多媒体
的能力，掌握现代化教育技术教育方法。但是目前我国
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部分教师不够专业，综合水平
低，导致制作多媒体课件质量偏低，整堂课程受到外界
干扰，手忙脚乱，因此在高校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
加强师资团队建设、组织展开专业知识讲座，开展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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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课、二次说课等教研活动，提高教师综合素养。教师
应对多媒体教学设备深刻的了解，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
将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转换为素质教学模式，让学生喜
欢古代文学，同时教师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增强课堂知
识容量，多渠道收集与课程相关的资料，丰富课件的内
容，减轻学生学习课程的难度，进而提升学生参与的热
情，改善教学效果。多媒体教学设备通过学生动手、动脑、
动耳等方式，调动了学生的多项感官参与，让学生轻松
快乐地学习，加深对课堂内容的记忆，对提高古代文学
的学习效率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多媒体技术在高校古
代文学教学中的应用不仅提高教师专业能力，也要提升
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只有对课程知识产生兴趣，
才能激起对学科的欲望，然而在全球化商品经济大潮冲
击下，当代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兴趣逐渐减弱，多媒体课
件通过生动的画面，配合精美的图片切合了青年学生的
审美取向，生动形象的教学方式，使教师与学生互动，
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求知兴趣，打
破沉闷的课堂气氛，教学提高教学效率。利用多媒体创
设情境氛围，配上音乐吟诵，使内容变得形象生动，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通过多媒体播放有关教学的诗词片段 ,
提升学生对古代文学的认知度 [3]。例如：《诗经·蒹葭》
一课，为了使得学生深刻感受到文中人物的凄凉心情，
教师可以在上课之前准备好资料，然后倒入歌曲《在水
一方》，播放秋天水边芦苇丛生的景象，教师在针对不
同的句子进行讲解，随着优美动听的乐曲，学生很自然
地被带入歌情景交融的意境中，感受“蒹葭”、“水”、“伊
人”的形象浑然一体，体会古代诗人惆怅的心情，为课

文的研习做好情感铺垫，边欣赏变回顾以前的相关诗歌，
然后用自己的语言描述此种情景，感受《蒹葭》的艺术
魅力。虽然历史离我们很遥远，但是通过多媒体的融入，
学生深刻的感受到古代文学魅力，出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激发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多媒体技术融入高校古代文学作品教学

的发展过程中，教师的教学方式，基础能力、综合素养
十分重要，教师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多方面整理课件资料，
结合教材内容总结学习规律制作课件，重视课堂互动，
与学生建立密切的关系，要让教学工具真正的服务于教
学活动，更好地发挥对媒体技术的作用，提高学生学习
效率，为提高古代文学的教学质量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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