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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PowerPoint 课 件 及 教 学

运用现状

PowerPoint 是 Microsoft 公 司

Office 办公软件包中的幻灯片制作软

件，它以其易于使用、操作方便、多媒

体集成、图文并茂、表现手法丰富、预

设性强以及便于保存和修改等优势，
成为展示软件中的主流，被广泛应用

于课堂教学和各种学术讲座与会议

中。一项调查表明，高校教师使用的课

件中，PowerPoint 课件（以下简称 PPT
课件）占 90%以上，处于绝对统治的

地位，一直都受到了教师们的青睐，应

用十分广泛。 [1] 然而笔者在对许多教

师自制的 PPT 课件及课堂教学进行

考察时发现，许多教师自制的 PPT 课

件质量急需提高，教学运用方式有待

改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课件制作质量不高

课 件 质 量 不 高 主 要 表 现 在 ：

①滥用媒体信息。 为了增加花样，
在多媒体课件中滥用音响、动画及

特技效果，不仅淹没了主题，而且

分散了学生的注意力。②对文字教

材 简 单“翻 版”或 板 书 搬 家 ，需用

形、声、视、动等多媒体元素表现的

教学内容却因为自己的水平问题不

能制作或制作不科学、不准确。③课

件外观凌乱，没有美感，不能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 表现为：一张幻灯片上

教师制作 PPT 课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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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PowerPoint 课件在各级各类学校多媒体课堂教学中使用率占 90%以上。但由于许多教师

自制的 PowerPoint 课件质量不高，运用方式不恰当，未能真正达到使用多媒体优化课堂教学的目的。
本文对教师制作 PowerPoint 课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了提高 PowerPoint 课件质量的

方法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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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中的灵活运用，促进了新的教

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出现。这些教

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利用给学生

提供了自主探究、独立思考、合作

学习的机会。
5.利用网络通讯手段，加强师

生交流

师生交流是课堂教学中必不可

少的环节， 是提高中小学课堂教学

效果的重要手段。 通过师生交流，不

仅能够增进教师对学生学习方式、
思维方式、学习习惯、性格特点等方

面的了解，加深他们之间的情感，而

且教师通过与学生间的对话， 能够

深入了解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因

而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实际学习情况

给予学生应有的支持和鼓励。
信息技术环境下的网络课堂

教学使师生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对

提高中小学生学习效率、 学习成

绩，增进师生感情有其他课堂教学

手 段 不 可 替 代 的 作 用 。 利 用 E-
mail、BBS、 聊天室、Blog 等网络交

流工具，教师可以充分和学生进行

交流，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知识结

构中的遗漏、缺憾，当然这种交流

可以是用虚拟名字进行，弥补有些

学生因胆怯而不敢向教师提问，同

时，这样也能弥补因使用计算机而

造成阻碍师生情感交流。 因此，为

了提高中小学课堂教学效果，提高

学生学习效率和学习成绩，我们应

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加强师

生的交流。
总之，信息技术在当前课堂教

学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它能以学

习者最容易接受的方式呈现信息，
以最符合学生思维规律和特点的

方式处理信息， 建构起有效的呈

现、传递、处理信息的新型的教育

模式和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

要充分利用好信息技术，提高学生

的课堂参与性，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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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过多、过密；色彩搭配或选择不

合理，对象位置或布局不合理；对象

大小不合适、不协调。④课件结构不

清晰。 整个课件的信息量巨大，但没

有一个清晰的层次结构， 在教学时

常使学生迷失，难以做笔记。
2.课件信息量大

和黑板相比， 电脑屏幕更新

快，更容易显示大量的信息，于是，
电脑屏幕成了信息的海洋，不管学

生能否来得及阅读和消化；通过调

查发现，多数教师制作的课件仅是

其课本的电子翻版，普遍存在着信

息量过大的缺点，由于其信息量大

于学生正常思维和笔记能力，学生

跟不上教师的授课节奏，进而影响

了课堂教学质量。
3.课件内容极其简单

这是因为有些教师使用多媒体

进行教学的目的是为了不板书，或

节约板书时间， 因此制作课件时只

是把书本上的要点列在幻灯片上，
名为多媒体教学，实为单一媒体，没

有真正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

二、提高 PowerPoint 课件质

量的途径

一个成功的 PPT 课件是制作

者在深入钻研教材、认真分析学生

情况的基础上， 结合其教学理念，
以 及 自 身 对 PowerPoint 软 件 掌 握

熟练程度设计而成的。笔者收集了

四川理工学院各系几十位教师自

己制作的 PPT 课件， 发现大多数

教 师 的 PPT 课 件 制 作 水 平 不 高，
主要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改进。

1.选题要有针对性

有的教师制作的课件照搬教

材，缺乏创意，只是将课本的内容

大段地照搬到了屏幕上，甚至就是

课本内容的翻版。 制作 PPT 课件

时教师要根据具体内容，考虑学生

实际，选择合适内容，有针对性地

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要围绕目

标，突 出 重 点，化 难 为 易，化 繁 为

简，变抽象为具体，体现启发性。一

般来说，内容的选择依据是：①课

程体系中抽象的、 难以理解的、难

以用语言表达的内容，如微观与宏

观、现象与过程、历史与现在等。②
要重点强调的内容，如公式、定义、
章节标题，以提示学生，作为学生

的记忆索引。③教材的延伸或超越

教材的内容。 [2] 如面向学生、面向

生活和面向社会，选择那些学生感

兴趣的，并富有鼓动性的跨学科的

知识内容，以培养学生对知识的整

体认识和综合解决问题的实际能

力，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2.强化教学设计

PPT 课 件 一 般 用 于 课 堂 辅 助

呈现知识，在开发时要详细分析教

学内容和合理安排学生活动，注重

充分发挥教师自身的组织、引导和

控制作用，协调好课件与其他教学

因素之间的关系。 在时间流程上，
要安排学生交流反馈的时间，保证

教师在课堂上的话语引导权，以实

现学生注意力的适时转移，合理分

配注意力。将幻灯片播放的物理结

构、知识体系的逻辑结构与教学设

计的活动结构三者统一，在三者合

理设计并有机结合的情况下，学生

学习知识会感到清晰有条理，易于

理解。为此在制作时应适当插入一

些问题、情境、交互幻灯片，并编写

课堂教学实施过程方案，不能用课

件代替一切。
3.强化教育学、心理学原理在

课件制作中的运用

在制作课件时， 应注意教育

学、 心理学的原理在课件中的运

用，完善课件细节。例如：认知心理

学的研究指出，学习过程不是从外

界刺激产生感觉开始，而是从个体

的学习动机和由此产生的对于感

觉信息的选择性注意开始。 因此，
没有注意就不可能产生学习， 注

意有选择性、新异性、简洁性、期望

性。依据选择性、新异性，在制作课

件时重点、主题应与周围对象有明

显的对比和差异， 以便于引起注

意。常用的手段有下画线、画箭头、
加边框， 不一样的大小和色彩，不

一样的动画效果等。但运用新异性

手段时，切忌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向

新异性手段本身，而应设法引向学

习内容。 依据简洁性，在课件画面

中应尽量删除无关的背景和多余

的细节。 再比如，依据认知心理中

学习者“概念形成”的规律，在处理

概念教学任务时，从实例出发而不

要从定义出发。 在制作 PPT 课件

时按“从实例到属性，再到定义，然

后得出概念”的顺序来处理，才有

可能帮助学习者完成从感性到理

性的飞跃。 同时，列出属性表比直

接用文字定义概念有效。
4.避免文字教材的翻版，尽可

能使用多种信息表现形式

心理学实验也证明：人们学习

同一份材料，只靠听觉 3 小时后能

记住 60%； 只靠视觉，3 小时后能

记住 70%； 如果视听觉并用，3 小

时后能记住 90%。实际教学中学生

也反映， 仅仅是单一文字的幻灯

片，学习效果并不比书本好，少了

思考的时间。为了更好地提高教学

效果，PPT 课件呈现信息时应当采

用多样的媒体形式，如图形、声音、
动画、视频、图表等。 多媒体性、大

容量性、非线性正是现代教学媒体

的优势所在，应当充分发挥。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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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多感官配合原则合理组合媒体，选

择合适的、有效的媒体形式和恰当

的媒体范例，将有助于达到较好的

教学效果。所以教师在平时要为自

己所任的科目准备足够的、有效的

教学素材并且研究不同媒体的组

合应用。 为此教师应加强多媒体

知识的学习， 并具有在 PPT 课件

中 添 加 各 种 图 形、图 像、音 频、视

频、动画等多媒体信息的能力。
5.尽量做到课件的结构清晰

明了

使用 PPT 课件使课堂的信息

量大大丰富了，但随之而来的一个

问题是， 如果没有清晰的层次结

构，巨大的信息量会让学生晕头转

向，记录课堂笔记也很困难，因此

课件的结构是否清晰非常重要。一

般来说，如图 1 所示的课件结构是

常用的， 也是容易理解和接受的。
要做到结构清晰，应在以下几个方

面加以改进：①首先课件中的文字

要精练，教材上的大段文字阐述不

必在课件中重复出现， 即使要出

现，也尽量浓缩，以浅显、精练的文

字归纳出要点。②课件的第二张应

制作成目录幻灯片（第一张为课件

标题幻灯片）。 ③在目录上使用超

级链接跳转到具体内容，并在具体

内容播放完后使用超级链接跳转

回目录幻灯片。这样在教学中可多

次重复目录页， 每讲完一个大问

题，都能重复播放目录页，使走神

的学生也能追上课程的思路。④整

个课件的项目符号和编号要统一，
项目的级别正确，并尽量与教材保

持一致，以方便学生做笔记。
6.善于利用绘图工具和空白版

式制作多对象、结构不规则幻灯片

有些教师在制作幻灯片时会

受制于版式的限制，遇到结构不规

则的内容时不知道利用空白版式

来制作，其实使用空白版式制作幻

灯片有很大的自由度，可以随意添

加对象，移动对象，组合对象。 使

用绘图工具， 选取空白版式制作

幻灯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熟练

掌握绘图工具箱中的各种绘图工

具的使用方法；②能为各种对象添

加适当的填充色、 三维或阴影效

果；③利用文本框工具来添加文本

对象；④利用组合命令使分散的对

象组合成一个对象，成为整体。 有

了以上技能就可以制作出美观、结

构复杂、立体感强的幻灯片。
7.改进外观

一些课件制作者认为多媒体

课件是为了演示教学内容，只要把

内容显示出来就可以了，这类课件

往往画面单调，单张幻灯片文本字

符数多、密，版面布局凌乱、缺乏美

感、重点不突出，不能吸引学生的

注意力。为此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

以改进：①把信息量大的幻灯片改

进为多张。 ②增加行距，一般行间

距设置为 1.5 至 2 倍行距。③认真

研究幻灯片上各种对象布局（即各

种对象大小、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

匹配）。④利用网络资源精选模板，
利用模板制作课件。 ⑤改进色彩。
在一个画面中，不要运用太多的色

彩，色彩搭配要协调，重点内容要

突出，重要的文字颜色和背景对比

应强烈，比如用深色的背景，文字

就设置成浅色。⑥文本幻灯片上适

当增加与主题有关的图片，使内容

形象化，直观化。
8.合理选择放映动画效果，正

确设置对象放映的先后秩序

在教学中， 有些教师的课 件

放映动画设置不合理， 主要表现

在：①动画类型运用不恰当，太过

于花哨，看得人眼花缭乱；②动画

的时间过长或过短； ③对象出现

的先后秩序不对， 或没有先后秩

序而整体出现。 为此在课件制作

时需要做如下的一些改进： ①当

用才用。 比如两张标题相同的幻

灯片， 第二张幻灯片的标题可以

不用设动画。 另外同一个知识分

散为多张幻灯片时， 它们之间不

用切换效果。 ②合理选择动画的

类型， 课件中对象的放映动画一

般应在基本型、 温和型和细微型

中选择，尽量避免变化强烈的、复

杂的动画类型， 的确需要强调的

部 分 可 以 使 用 华 丽 型 或 强 调 ，但

不宜过多，不宜对多数对象使用。
③对象动画的时间应控制在两秒

以内，不宜过长。 ④对象出现的先

后顺序一定要正确。 认知心理学

中关于“知觉”的“整体性”特点告

诉我们， 应将欲呈现的一系列步

骤标上序号，按照逻辑次序、因果

关系或层级结构呈现复合对象的

各个组成部分。
实践证明，只要在以上几个方

面加以改进，课件的质量就会有很

大程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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