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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多媒体教学滥用的危害及其对策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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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对于多媒体教学技术应用的探讨已是遍地开花，但对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很少关注。笔者受技术哲
学的启发，从多媒体技术先天缺陷、学生语言能力培养、师生交流及人文关怀、教师专业技能的提升几个方面出发，探讨

了教学中滥用多媒体的危害，并提供了一些理性运用多媒体技术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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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多媒体教学技术发达，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高

校，多媒体设备随处可见。毋庸置疑，多媒体教学具有巨

大优势，比如可以使课堂内容更丰富、知识点更直观，可

以节约教师板书时间。然而，多媒体教学也存在不少固

有的缺陷，忽视这一点，必会导致对多媒体的迷信和依

赖，从而产生危害。

１　多媒体教学的异化
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教学设备也日益增多，现在多

媒体教学在中国炙手可热，不少教师几乎到了每课必用

多媒体的程度，仿佛多媒体教学就代表着先进。笔者在

开始探讨具体问题前，首先要破除人们对多媒体技术的

迷信，用全面的视角正确看待这一技术。多媒体教学又

称计算机辅助教学，显然，多媒体教学技术只是计算机技

术的衍生物而已。追根溯源，要正确看待多媒体教学技

术，就得先正确看待计算机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其诞生

以来，短短几十年就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的面貌，极大地

促进了文明进步。但一个硬币总有两面，近来的研究越

来越关心计算机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尤其是对人类智力

发展方面的危害。例如，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英国《太阳报》一

则报道称，有一组科学家预言未来人类的大脑将变得更

小，理由是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与使用，大部分的记忆和思

考工作都由电脑代替完成了，人类的大脑功能将逐渐衰

退。最近几年，智能手机的兴起，更是加大了这种可能

性。此外，据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３日英国媒体报道，瑞典于默

奥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和爱尔兰科克大学合作的

研究分析和比较了维多利亚时期以来文献记载与现代人

的条件反射时间，发现１８８９年普通男性的平均条件反射

时间为１８３毫秒，２００４年则为２５３毫秒；女性反射时间亦

由１８８９年的１８８毫秒减慢至２００４年的２６１毫秒。研究

指出，由于条件反射速度可视为一般智力的基本认知指

标，因此可说 ２００年前的人相对现代人智力较高，估计

２００年间人的平均 ＩＱ累计跌了１４．１分。有关报告刊于

学术期刊《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研究人员指出，ＩＱ分数是工作

表现、生产力和创造力的最好指标，这或可解释约２００年

前维多利亚时代为何成就辉煌。这次研究结果与一向认

为自二战以来人的智商得分逐年增加的弗林效应（Ｆｌｙｎｎ

ｅｆｆｅｃｔ）相反。有研究认为，科技越进步，人类越懒惰，少数

人勤于思考和创新发明，多数人坐享其成，也许是导致人

类平均智力水平不断下降的原因。

由上可见，计算机技术本身就存在一些内在的危害因

素。而多媒体教学，简单讲，就是通过电脑等机器设备，综

合利用文本、图片、声音、视频等来进行教学，多媒体技术

作为计算机技术的衍生产品，其必然同样存在先天不足。

因此，不要神化多媒体教学技术，它给教学带来的并不一

定全是好的，对其要辩证地看待，切不可盲目崇信。

２　多媒体直观性引发的问题
根据著名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理论，儿童的认识

发展有４个主要时期：从出生到２岁的感觉运动时期、２

岁到７岁的前运算时期、７岁到１１岁的具体运算时期、１１

岁到１５岁的形式运算时期［１］。可见，儿童１１岁之前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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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主要为直观认识、感性认识，儿童只有在１１岁以后才

慢慢表现出抽象的逻辑推理能力。而多媒体教学无与伦

比的一个优势就是其直观性，教学课件一般都充满了图

片、动画、声音这一类的直观信息。多媒体的直观性、动

态性完全符合低龄学生的认识特点，以语言学习为例，多

媒体教学对于初期语言的学习有巨大优势，特别是体现

在词汇量的提高上。可如果教学中过多使用多媒体，使

学生从小就对图像、声音产生依赖，就会阻碍语言能力的

进一步发展。因为根据美国心理生物学家斯佩里的左右

脑分工理论：人的左脑主要从事逻辑思维，右脑主要从事

形象思维。学生长期过多接受视觉、声音的刺激，非线性

逻辑将逐步战胜大脑左半球的逻辑思维，危害学生日后

智力发展。在语言学习中，学生如果缺乏逻辑思维，就会

在语言使用的层面上乏力，比如写作时，难以条理分明地

组织文章结构，难以构思出深入、细致、复杂的故事。随

着学生年龄的增长，这种负面效应会越来越明显。多媒

体技术将书本文字动画化、直观化，导致学生逐步淡化直

接的阅读兴趣。没有阅读习惯，就难以培养出学习的耐

心，也就很难沉下心研究高深知识，对学生智力的长远发

展极其不利。

所以，合理的多媒体教学应遵循认知规律，注重学生

能力的培养。随着学生年龄增长，建议教师逐渐减少多

媒体使用时间以及课件中过于直观的信息。教师也该恰

当培养学生如何在没有现代技术的环境下，独立思维、动

手和生存。

３　扼杀学生的语言想象力
我们最近在研究语义学时也联想到了一些多媒体教

学方面的不利因素。语言学家利奇七分法将词的意义分

为７大类即：概念意义、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

反映意义、搭配意义和主题意义［２］。其中除了概念意义

以外，其它统称为联想意义。什么叫联想意义？比如，

“妇女”这个词，除了它的概念意义：一个成年的女性以

外，它还能让人联想到“脆弱、敏感、温柔”等附带含义。

又如，单独看“ｄｏｇ”这个单词，它除了指一种犬科动物以

外，并没指哪一条具体的狗，但是不同的人心里会联想到

不同的狗的形象。

台湾大文豪古龙先生就有这么一则轶事生动地体现

了语言的联想性。他曾邀请众多好友至其家喝酒，席间

他提议由一个人说一个名词，然后每个人都要在很短的

时间内说出他们认为和那个名词有关的另外３个名词。

古龙提出的名词是“风铃”，众宾客联想到的有：秋天、风、

小孩的手、装饰、钉子、等待、音乐匣、悠闲、屋檐下、离别、

幻想、门、问题、伴侣、寂寞、思情、警惕、忧郁、回忆、怀念

……在这些回答中，有很多是很容易就会和风铃联想到

一起的，有一些回答却使人觉得很奇怪，譬如说“钉子”。

古龙问：“你怎么会把钉子和风铃联想到一起？”回答很

绝：“没有钉子，风铃怎么能挂得住？”“小孩的手呢？小孩

的手又和风铃有什么关系？”回答的人说：“你有没有看见

过一个小孩在看到风铃时不用手去玩一玩的？”“你呢？”

客人反问古龙。古龙的回答是“浪子、远人、过客、离夫，

甚至会联想到马蹄声。”他给出的解释是一首新诗里的名

句：那答答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

过客［３］。

由此可见，语言本身就不是呆板单一的，充满了想象

和变化。而反观多媒体教学，单词用具体的图片表现出

来，课文故事情节也用过分直观、细致的动画、声音表达

出来，扼杀了学生的想象空间。还有，多媒体课件里的东

西是相当固化的，而许多知识却是抽象的。本身抽象、可

供学习者展开无限想象的知识，却被课件制作者通过文

字、图画、视频等方式形象化，直接地展示在学生面前，从

而剥夺了学生的想象权利。再加上课件的展示往往有速

度快、容量大等特点，在仓促的内容变换中，学生很容易

失去思考的机会，成为没有个性的被动接受者。

一般来说，人在年幼时想象力最为丰富，建议在低年

级语言教学中，尽量少用特别具体的图片来表现语言信

息，如果必须要使用图片，最好用几种不同的图片来表现

同一个事物的差异。不使用多媒体时，教师可以通过生

动的语言提示来激发孩子想象，同时又可以深化孩子对

语言概念意义的记忆。比如，“春天来了，妈妈带我来到

郊外，风儿轻轻地抚摸着大地，蓝蓝的天空中有鸟儿自在

地飞翔，空中还有……”，孩子通常能联想到风筝、飞机，

也有的能想到蜻蜓等其它事物。还可以先给孩子描述一

件事物，然后让其凭自己的想象画出来，最后学习这个事

物的单词。因此，传统教学手段还是不可抛弃的，多媒体

教学并非十全十美，两者应该互补其短。

４　人机交流缺少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精神源自西方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传

统，其核心在于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这一理念在中国

逐渐得到普遍认可，中共十七大报告就第一次提出“加强

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从教

育的角度上来说，人文关怀意味着要坚持教学过程中人

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激发学生的主动性、

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学生自由全面发展。教师不仅要

关心学生的物质层面需要，也要关心其精神层面的需要。

如果教学中不恰当运用多媒体技术，就会不同程度地违

背这些要求。

多媒体教学技术集形、声、色、光于一体，能对学生的

感官造成强烈刺激，使其注意力长期集中于一处，能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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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空间在较少时间内向学生传递大量信息，因此教学

效率极高。可是，人并非机器，观看多媒体时间过长，学

生就会产生疲倦，变相增加了学生的负担。并且学生处

于生理发育期，感官刺激过多将会危害学生身心健康，比

如导致近视。２０１２年４月，现代教育报就有一篇新闻称，

多媒体可能是诱发小学生假性近视的罪魁祸首。此文还

提到相关眼科健康专家的建议：在小学课堂中，多媒体的

使用应少于１５分钟，在中学课堂中，应少于２０分钟。

此外，多媒体教学技术中津津乐道的人机交互技术，

也并非十全十美的东西。比如，如今十分流行的步步高

点读机一类的数码设备，就典型地运用了人机交互技术。

而点读机这些数码产品本质上也是一种电脑设备，与机

器交流过多会影响孩子的人际交流能力，严重时甚至导

致“电子产品依赖症”“儿童抽动症”等心理疾病。盲目推

崇多媒体教学的人，往往带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在评

估教学方法时，只以学习效率作为衡量标准，缺少对学生

身心健康发展的关怀。

教学活动中，学生是主体，教师起主导作用，这是一条

普遍认同的教学原则。多媒体在教学过程中，只是起着辅

助作用。如果教学中过分依赖多媒体，那就会喧宾夺主，

多媒体成为主角，而教师沦为放映者，学生沦为听众，使得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成了人与机器的交流。如此一来，师

生无法形成真正的学习共同体，“教学相长”成为空谈。

１９世纪德国著名教育家阿道尔夫·第斯多惠曾说过

一句名言：“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

唤醒和鼓舞。”［４］他还认为，只有师生共同参与教学，才能

协调发展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如学习动机、兴趣、意志情

感）和智力因素（如注意力、记忆力、观察力）。而一味地

迷信多媒体教学的高效性，忽视学生的主体作用，则将传

统教学误区中的“人灌”恶化成 “机灌”［５］，危害极大。因

此，只有当多媒体教学由纯工具逐步走向人文化，这种辅

助教学手段才能在课堂教学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此，笔者建议，教师应始终把多媒体技术作为辅助

教学的一种工具，教学中坚持以人为本，增加师生交流。

使用多媒体时，教师也要积极点拨、评述和导入，并遵循

适时、适度、适效的原则。

５　过分强调课件制作导致教师精力分散
多媒体教学技术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多媒体硬件

技术，二是多媒体软件技术，其中的软件技术对于大多数

普通教师来讲，就是指课件制作技术。

多媒体课件说到底，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形式。过于

看重课件制作，就是过于重视形式。尽管有些教师的课

件制作精美，文字、动画、视频、音频完美结合，这样的课

件很容易吸引学生，也能活跃课堂气氛。但引起学生注

意的，究竟是课件的内容，还是课件的形式？很多情况

下，学生只是由于看见表面新奇的东西而变得异常兴奋

活跃，至于课件承载的内容，即知识点究竟是什么，往往

并不关心。并且，不是所有教师都有能力制作出精良的

课件。如果投入巨大精力到教学形式的制作上，钻研自

己专业知识提高自己专业水平的时间就少了，某种意义

上来说，也是加大了教师的工作辛苦程度。因此，在多媒

体课件上花尽心思的做法，不适合一般教师。

笔者建议，多媒体教学课件的制作应坚持少而精的

原则。教师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扎实教学基本功、用

于提高教学艺术以及用于深厚自己的文化底蕴上，完全

没必要舍本求末地去追求过于花哨的多媒体课件。教师

个人水平的不断提高才是有效课堂的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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