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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多媒体在政治课堂教学中的运用 
◆马学存 

（安徽省合肥市大柏中学） 

 
摘要：本文论述了多媒体技术应用在政治课教学当中存在的问题、对政

治课教学的正面影响，肯定了多媒体技术在政治课堂教学中的地位并提

出了具有可行性的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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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多媒体作为现代化教育设施“飞入寻
常百姓家”，在教学中应用越来越广泛，成了各科教师教学必备
的手段，甚至是一些学校赛课、推选评价优质课、示范课的重要
标准。 

的确，多媒体课件形象、生动、直观性强，能激发学生的兴
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
和学习方式的转变。然而，由于一些教师滥用或者不能熟练应用
多媒体，学生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相对滞缓等原因，使政治学科
的多媒体教学暴露出了一些缺点和问题。 

本文拟就多媒体在政治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多媒体在政治
课教学中的积极作用、多媒体在政治课教学中的实施策略等方面
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政治课多媒体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滥用多媒体，忽略和政治学科的整合 
有的老师为了证明自己会用多媒体而用多媒体，认为用了多

媒体，就是一节完整的课，只忧寡而不患多；有的教师使用多媒
体，不注重教学实际，而使教学的实效性不强。虽然丰富性、多
样化的多媒体给教学带来了活力，但是过犹不及。如果多媒体的
使用不适度，则会画蛇添足。 

2、多媒体课件制作成本大，师生关系淡化  
传统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师生关系主要是“人—人”模式，

多媒体介入使师生关系变成如下：教师在教学中，忙于展示课件
内容，一会儿播放幻灯、动画，一会儿听音乐，一会儿看电影，
很少与学生对话交流，教师成了多媒体的播放者，学生成了观赏
者。思想政治课教学注重情感的体悟，注重师生思想的交流，注
重对学生获取知识的过程与方法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但是
多媒体教学在这些方面却很缺乏。 

3、例题演示，效果弱化 
思想政治课教学中，一部分老师的例题讲解也借助课件演

示，题目一列出，只要滚动一下鼠标或者点一下电子笔，解题的
步骤便一步一步飞旋而出， 后自然而然地飞出答案。这样的例
题演示根本不会引导、启发学生思考，学生完全成了收集信息的
容器。这两年兴起的希沃白板，在例题的讲解上有了质的飞跃，
但仍比不上传统的板书讲解有效。 

二、多媒体课件在政治课教学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尽管多媒体应用在政治课教学中有许多问题，但其积极作用

也是显而易见的。 
1、运用多媒体课件，能较好地体现政治课的形象性 
思想政治学科的逻辑性较强，如果采用呆板枯燥的理论灌输

方式，长此以往会令学生感到政治课“面目可憎”无半点兴趣可
言，而“生动活泼”则是对教学形式的要求。如讲《情绪——奇
妙的窗口》这一框的内容时，我节录了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
某些片断，让学生分析小蝌蚪再找到妈妈之前和找到妈妈吗之后
产生了哪些不同的感受，再分别定格喜、怒、衰、惧四个画面，
让学生体会这四种情绪，分析产生这些情绪的原因，这些情绪的
表现方式。学生讨论归纳出答案后，接着让学生看四幅自己找的
图片：⑴炎热、高温的沙漠，行走在沙漠里的人；⑵可怕的龙卷
风来了；⑶食物和水被坏人抢光；⑷长途跋涉找到绿洲。让学生
在我创设的情境中自由想象发挥，把当时的感受表演出来。通过
向学生展示栩栩如生的情景，把抽象的理论知识变为具体可视的
感性材料，既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充分刺激学生们的各
种感官，促进思维活跃。多媒体教学还打破了原有的时空界限，
为学生学习营造了资源丰富、形象生动逼真，知识多元化的模拟

与仿真情境，极大地优化了学习环境。 
2、运用多媒体课件，能较好地体现政治课的时代性 
思想政治课有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观点，而这些

只有与实际相联系，才能更易理解，使理论知识不致成为教条。
如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就必须使思想政治课充满时代特点，这
就离不开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而
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可以给学生提供大量的形象材料，调动多
种感官与感知活动，才能使学生对这一问题认识得更全面，更准
确。例如，讲《爱国情操的表现》这一框时，当谈到对国家统一
民族团结的强烈企望这一问题，我联系当前的时事热点，“台独
分子制造‘两国论’，设问：这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有何
影响？然后我利用精心制作的希沃课件展示一幅幅历史画面，显
示与台湾有关的大事记：1662 年郑成功收复台湾，1864 年清政
府设立台湾府，1895 年签订《马关条约》日本强占台湾，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站在时代的高度，从
历史的角度，古今结合，让学生对“两国论”的实质有一个清楚
地认识，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
一部分，祖国统一是全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三、政治课中运用多媒体教学实施策略 
那么怎样高效地在政治课教学中使用多媒体呢？ 
1、加强信息技术学习，制作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

生的多媒体课件 
多媒体课件的制作，需要图形、音频、动画、视频和多媒体

集成等信息技术，需要我们政治教师虚心向信息技术专业的老师
学习，提高专业技能素质。同时，我们要研究教材、研究学生，
精心选题选材，精心备课，理清重难点，选取典型性强、教育意
义深刻的新闻图片、情景图片和漫画，制成科学、实用的课件 

2、教学过程，多媒体手段与教师肢体、神态相结合 
教学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过程，更是师生情感心灵交融的过

程，因而教师要依据教材，融合课件情境，恰如其分地运用自己
的动作神态，直观、形象、真切地进行情感体验，调动学生学习
兴趣和积极性。 

3、加强师生的情感交流，让多媒体课件融入教师人格魅力 
多媒体教学中，教师要尽可能多的关注学生，给学生以鼓励，

让学生打破课件的束缚，在思维上大胆创新，教师再以满腔热情、
渊博知识予以引导和总结，这样就能增进师生感情，使学生“亲
其师，信其道”，激发学生学习政治课的热情和积极性。 

4、学校适时引导，帮助教师走出误区 
学校应科学进行教学评价管理，为教师正确利用多媒体资源

创设良好的氛围和环境，公开课、示范课、优质课的评价标准不
宜过分突出和强调是否采用多媒体手段，这样一定程度上就能引
导教师对多媒体资源的适当合理利用。 

多媒体只是一种现代课堂教学手段，它并不是万能的，在政
治课教学中使用多媒体还会出现许多新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每
一个政治学科的教师积极参与到学科与现代教育技术的整合的
研究中去，深入扎实地开展教科研活动，真正做到适合、适地、
适量的使用多媒体技术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