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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教师选择使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授课，但是教师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总是
存在一定的问题。当前教师在制作课件当中普遍存在多媒体课件设计中的文字字体、笔画宽度、宽高比以及文字与背景

的色彩对比等一些误区，利用人因工程学文字设计方面的最小分辨尺寸、颜色搭配等基本理论和原理，对这些误区进行

了详细分析，并根据理论分析结果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多媒体课件文字设计指导方案，以期为广大教师制作多媒体课件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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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社会到来、计算机技术发展和计算机应用进一步普及，多媒体技术已成为日常教学活动的

有力支撑，多媒体教学已发展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现代化的教育手段。有调查表明在全国必修课程中

应用多媒体授课的课时超过了１５．２２％［１］。但是应用多媒体教学的教师普遍反映采用多媒体教学与学

生缺乏交互，有的甚至影响了教学效果。很多教师只对自己专业方面的内容比较熟悉，而对于多媒体课

件的制作设计方面的知识有一定的欠缺，对于课件设计过程中的人因工程学知识不了解，因此设计出来

的课件不能满足教学和学生认读方面的要求。文字作为多媒体教学传递信息的主要工具，有很多值得

研究的领域，本文从人因工程学的角度，对多媒体课件中的文字相关的特征、色彩和动画等方面的搭配

等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对应的实施办法，试图给广大的多媒体教学工作者在设计中提供参考。

１　制作多媒体课件设计时关于文字使用存在的误区
１．１　教师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不重视文字的字体

很多教师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仅仅重视多媒体课件的内容，并不重视多媒体课件中文字的字体、

笔画的宽度和文字的宽高比等课件文字相关方面的设计。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大量采用宋体字或者是

新宋体而且并不加粗字体。由于宋体字是普遍采用的印刷字体，字体中笔画“横”很细，直接影响了投

影效果，另外由于多媒体教学的教学对象较多、教室面积大，最后一排座位距离屏幕有时能达１０米多甚
至更远。在这两方面的综合作用下如果还是采用宋体字，那么坐在最后排的同学往往很难认清屏幕上

的文字，不好做笔记，如果要认清文字，必将影响听课效果，难以保证教学效果。

１．２　教师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不重视文字的大小
很多教师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不注重文字的大小，课件上文字的字号太小，导致很多坐在教室中后

部的同学对于多媒体课件内容识别不清，不能有效快速地识别多媒体课件中的文字。同时由于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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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效果的影响，如果多媒体课件设计中采用过小的文字，导致太小的文字无法在投影仪上清楚的投影

出来，直接影响学生的认读效果和教学效果。

１．３　教师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不重视文字和背景的颜色选择
教师在制作多媒体课件的时候，不注重多媒体课件中文字和背景的颜色，忽视了颜色和颜色的对比

带来的心理效果，容易引起学生的视觉疲劳，降低了多媒体课件的教学效果。另外多媒体投影仪的投影

效果和计算机显示器的显示效果不同，投影出来的颜色搭配更为重要。最后还有一定的老师在制作多

媒体课件时忽略了不同文字颜色对于课程内容的层次划分和课程重点的突出效果。

１．４　教师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不重视动画效果
教师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一方面由于自身计算机文化知识的限制，不会添加动画效果，另一方面

出于节约备课时间的原因，不愿意为制作的多媒体课件添加动画效果，往往是照搬书本，仅仅将书本上

的文字直接做成幻灯片，甚至有的老师直接将课本上的内容拍照，在多媒体课件中直接插入图片，多媒

体课件效果差，只是实现了书本内容的屏幕化，直接影响教学效果。

２　字体与视觉特性的人因工程学基本理论

图１　视角和视距

２．１　人可以分辨的最小对象的能力
视角是被看物体两端的光线投入眼球的夹角，如图１所

示。视角的大小与观察距离及被看物体上两端点直线距离有

关，可用下面的公式表示［２］：

ＶＡ ＝
３４８５×Ｈ
Ｄ

Ｈ＝
ＶＡ×Ｄ
３４８５

式中：ＶＡ———视角（分）；
Ｈ———被看到物体上下两端直线距离（ｃｍ）；
Ｄ———眼睛到被看物体离（ｃｍ）。

根据人因工程学的研究表明，学生的视力最小可以分辨的可视角为１分，在学校内的调查发现，最
后一排座位到投影平面之间的距离可以达到１４ｍ，也就是最大的可视距离为１４ｍ，根据公式推算出最
小的文字高度。因此我们应该尽量使多媒体课件的字体的高度大于４ｃｍ。但是目前学校使用的投影
仪的分辨率普遍为８００６００或者是１２８０８００。屏幕的大小普遍为１２０寸（２４４１８３ｃｍ），按照这样
计算，在投影屏幕上１ｃｍ只有６００／１８３＝３个点，根据实地的调查表明，在４ｃｍ的高度范围内，投影仪
无法正常显示汉字，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人的视觉分辨下限来设计多媒体课件的字体大小，在投影时会碰

到显示困难，甚至无法在投影仪上清楚地显示出来，无法辨认文字，因此设计时必须考虑文字的大小。

２．２　多媒体课件中文字的字体和笔画宽度
日常的文档打印当中可发现，宋体字的横比它的竖的笔画要细一些，在某些打印情况下，笔画横会

比较模糊，但是出版物的读者视觉距一般在３０ｃｍ左右，这在眼睛能够分辨出细微的差别的距离范围
内，所以对于阅读效果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多媒体教学的屏幕和印刷出版物所面对的阅读对

象不同，读者的视觉距离一般在３～１４ｍ之间，坐在教室后排的同学由于距离屏幕较远，特别是由于目
前投影仪的性能限制，加上人的最小分辨角度，对于宋体字的横画很难分辨，因此如果还是采用宋体字

的话，必然会增加学生分辨每一个字的单位辨认时间，甚至会产生辨认错误。学生在辨认屏幕文字的同

时就会对接受老师的讲述内容有一定的影响，从而影响教师的授课效果，故应尽量避免直接采用宋

体字。

２．３　多媒体课件中文字的宽高比
文字的宽高比是用来描述文字的形状数学特征（字宽和字高）关系的一个函数，１９７３年ｈｅｇｌｉｎ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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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文字结构示意

究表明，如果文字的宽高比，根据它们背景的几何学形式自动调整，那

么将会使所要表达的文字有更好的易读性，图２中可知文字具有字高
（ｈ）、字宽（ｗ）和笔画宽度（ｓ），因为多媒体教学一般为投影教学，相对
于一般的书本阅读来说可以称为远距离阅读，要得到与阅读书本同样

的阅读效果，就要在视觉距离增大的同时，文字也要适当增大，鉴于

此，美国国家标准局（豪威特，１９８３）提出了数学公式，来说明随着距离
的增加，如何来增加文字的宽度，可以使人们快速地理解文字所表达

的意思。

公式为：ＷＳ ＝１．４５１０
－５ＳＤ

ＨＬ ＝ＷＳ／Ｒ
其中：ＷＳ，Ｄ，ＨＬ的单位相同（英寸，厘米）

ＷＳ ＝文字笔画的宽度
Ｓ＝ｓｎｅｌｌｅｎ分母
Ｄ＝人和多媒体投影屏幕的距离
ＨＬ ＝文字的高度
Ｒ＝文字的笔画宽和高之比，（例如：Ｒ＝０．２当比例为１：５时）
所以对于多媒体教学课件来说，字体的大小可以确定，在一般的多媒体教室，我们取教室靠后的距

离，一般都有１４米左右的距离，也就是说Ｄ＝１４０００ｍｍ左右。
例如：Ｓ＝４０，ｄ＝１４１００１０＝１４０００，ｗｓ＝１．４５１０

－５４０１４０００＝８．１２
ｈ＝ｗｓ／ｒ＝８．１２／．２＝４０．６ｍｍ
可以得出多媒体课件的最小文字的投影高度不能小于４ｃｍ，当然这也是在没有考虑投影仪的投影

效果的情况下，但是根据目前的一般投影仪的分辨率，最小文字的高度必须要大于４ｃｍ。
２．４　多媒体课件中文字和背景的色彩搭配选择

多媒体课件的文字和背景色彩对于多媒体课件的视觉效果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多媒体课堂教

学中学生接受信息的主要通道是视觉通道，人因工程学的研究表明，一方面长时间地注视某些色彩，会

造成严重的视觉疲劳，影响学习效率。要得到好的教学效果，必须注意色彩的舒适与疲劳感，色彩的舒

适与疲劳感实际上是色彩刺激视觉、生理和心理的综合反应，因为色彩对视觉有很强的刺激作用，色彩

通常被分为暖色调（即红、橙、黄、棕等色）和冷色调（即蓝、绿、青、紫等色）。人因工程学研究表明长时

间观看暖色调的物体容易兴奋过度，注意力很快分散，并引起疲劳，产生烦躁情绪，其中红色刺激性最

大，特别容易使人产生兴奋和疲劳感。相反，冷色调的色彩使人产生宁静的感觉，易于长时间集中精力

学习工作。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恰当的色彩组合来减少刺激，相对减轻疲劳，把那些需长时间观看的内

容，如课件的背景颜色设计成冷色调，即蓝、绿、青、紫等颜色，而需短时引起注意的内容设计成暖色调。

特别对于某些内容比较枯燥的课程，我们在设计课件时，要令其整体色调偏冷，给人以静的感觉；而重点

内容则提高明度，不断地刺激视觉，使之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让学生在一种轻松、明快的画面中学习和

掌握知识。另一方面，根据图３表示，色彩的对比搭配对学生的阅读效果有很大影响。例如在紫色的背
景下黄色的可视距离最大，而青色最小，在黄色的背景下紫色有最好的视觉距离。

另外，还要注意多媒体课件中文字之间颜色的差异。多媒体课件中如果所有字体的颜色都设置为

黑色的话，那么会增加课件内容的单调性，应当按照内容的层次和重要程度将内容划分为不同的颜色。

一方面从颜色上区分文字内容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从通过不同的颜色的交叉刺激学生的大脑，从而保持

大脑皮层的激活程度，提高学生上课的学习积极性，从而提高教学效果。但是同一页多媒体课件中，文

字的颜色也不能太多，根据人因工程学的研究，当一页中的文字颜色超过３种时，不仅不能发挥强调文
字效果，提高学习效率的作用，反会增加学生的识别难度，降低文字的识别和理解效率，对教学效果产生

反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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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色彩背景下观察色彩的识别距离

多媒体课件中动画和图像设置。大量的调查研究表明，多媒体课件添加动画，可以吸引学生注意

力，调节课堂气氛，为获得好的教学效果作铺垫。特别是在一些文字较多的课程当中，对于枯燥的课程

内容容易引起学生的视觉和脑力疲劳，如果不时地增加一些动画，能够有效刺激学生的大脑皮层，从而

提高学生上课的活跃性，提高教学效果。同时动画设置包括了页面切换和页面内部的文字出现的动画。

对于页面切换的动画，切换的动作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可以选择合理的切换动作速度，切换的方式可

以多变。对于页面内部问题的动画，可以将页面文字的出现按照课程内容分批显示出来，同时对于需要

强调的重点内容再进行动画强调，从而突出了课程重点，同时还增加了课程讲课过程中的灵活性，降低

学生对于听课过程的疲劳程度。另外还可以在多媒体课件的制作过程中加入一定的图片，一方面能够

更加直观生动的表现出授课内容，而且还可以通过一些图片提高学生对于多媒体课件的注意力。

３　结论
从人因工程学方面来看要得到满意的多媒体教学效果，教师在制作课件时应该做到以下几点：（１）

注意多媒体课件当中字体的选择，多用笔画较宽的字体，例如：黑体、幼圆及一些特殊的宽笔画字体，保

证视觉效果不受到干扰。（２）字体的大小要仔细琢磨，要根据不同的教室大小选择不同的字号，必须保
证最后排的同学可以快速识别多媒体课件中的文字，以提高学生的识别速度，保证教学效果。（３）注意
色彩的搭配，多用冷色调作为背景颜色，需要强调的部分可以使用暖色调，注意不同层次和重要程度的

文字之间的颜色差异，同时还需要注意同一页多媒体课件中使用的颜色不能太多，不能超过３种。（４）
在多媒体课件中添加适当的动画（图片或者声音），提高学习注意力，提高学生大脑皮层的激活程度，提

高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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