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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ive design of PowerPoint courseware in TCS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oad theory.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es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characteris-
tics of the curriculum, this paper sorted out three extraneous cognitive load factors in TCFL: in-
structions and questions of written expression, and phonetic expression in reference or supple-
mentary video, and then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design of PowerPoint courseware 
in TCFL classrooms by using examples, translated words or unified learning in advance, teacher’s 
briefing and simultaneous presentation of video and new words. However, all these suggestions 
should be oriented towards the targeted groups; otherwise the countermeasures would have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intraneous cognitive load or turn into redundan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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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认知负荷理论的角度对对外汉语课堂PowerPoint课件探讨其有效设计。在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再考虑课程性质的特点，整理出对外汉语课堂独有的三点外在认知负荷因素，即文字表现的任务指示、

文字表现的题目和参考或补充视频里的语音表现，从此结果对对外汉语课堂PowerPoint课件设计提出相

应的对策，即利用样例、用翻译词或提前统一学习、教师的简述和课件里同时呈现生词。但所有建议要

在针对人群的课件里使用，否则这些对策给内在认知负荷带来不好影响或变成冗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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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PowerPoint 课件是各种教学中最常见的教具之一，由文字、图表、视频等各种形式的材料组成，应

用性很强，操作难度不大，在对外汉语课堂上的使用率相当高。PowerPoint 课件作为功能强大、覆盖面

广的工具，已有不同角度的相关研究。王娟亚、纪东[1]对 PowerPoint 整体设计开展研究，程英[2]对
PowerPoint 的应用和研究情况进行调查，总结说“国内教师虽然掌握了一定的 PowerPoint 软件使用技巧，

但在 PowerPoint 教学应用的具体化研究方面仍有待加强”，杨波、王建书[3]和李婷、汪琴[4]的研究对

PowerPoint 制作中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另外，李晶、郁舒兰、刘玮[5]对认知负荷的可视化进行

研究。PowerPoint 课件的教学意义主要是学习材料的呈现，但如何能提高输入有效性的研究还不够。 
关于学习材料与其输入的效率，我们可以用认知负荷理论来考察。认知负荷理论是工作记忆中进行

信息处理时付出负荷的理论，也是说明有效信息处理的理论。所以，认知负荷理论对 PowerPoint 的课件

设计有很大裨益。对此认知负荷理论和 PowerPoint 课件的研究，数量不多，仅有方国盟[6]，杨丽勤、郭

峰[7]，张雪、孟庆红[8]，赵宁[9]，范亚楠、王光明[10]等研究。这些研究都是概括性研究，其内容包括

视觉效果、导航、内容等多层方面，但没有针对对外汉语教育的研究。由于对外汉语教学中使用的

PowerPoint 课件有可能包含跟其他课程不同的认知负荷因素，需要有针对性的考察。本文将梳理以往相

关研究的成果，基于对外汉语课堂 PowerPoint 课件的特殊性，从认知负荷理论的视点对此类 PowerPoint
课件进行阐释，探讨提高其有效性的方法。 

2. 认知负荷理论与 PowerPoint 课件的有效设计 

本部分首先通过整理相关概念，确认认知负荷理论与外在认知负荷对 PowerPoint 课件设计的意义，

然后分析以往研究对对外汉语课堂 PowerPoint 课件设计的有效见识，最后指出以往研究的不足处。 

2.1. 认知负荷理论 

认知负荷理论是由斯威勒(John Sweller)等人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关于工作记忆的理论。认知负荷理

论认为，因工作记忆容量有限所以人们认知的过程中有时出现超负荷状态，这直接影响到工作记忆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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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效率。根据负荷产生的原因，该理论分为以下三种：有关认知对象难度的是内在认知负荷；有关认知

对象信息提供方式的是外在认知负荷；促进图式建构的是关联认知负荷。这三种负荷累计计算，即合算

总量超过工作记忆容量时，会出现认知资源不足，由此引起处理上的困难。关于内在认知负荷，以往研

究指出：由于内在认知负荷取决于学习材料的性质及学习者的经验水平，反映了获得某种图式所必须的，

同时也在工作记忆中加工信息的量，所以在既定学习条件下，它较难改变[11]。内部认知负荷由学习内容

本身引起，是教学设计者无法改变的，而外部认知负荷和关联认知负荷则不同，它们都直接受控于教学

设计者[6]。另外，关联认知负荷是内在认知负荷和外在认知负荷所带来的负荷较低情况下，学习者使用

认知资源中剩余部分促进建构图式时产生的负荷。从中可见，认知负荷理论从工作记忆容量与负荷的角

度，使我们了解有效输入与信息处理，即为了创造出有助于学习的负荷状态，要把内在认知负荷控制在

适当范围之内、降低外在认知负荷和增加关联认知负荷，需要注意的是其中一线教师对教学过程的优化

可以采取的措施多是降低外在认知负荷。PowerPoint 课件因为具有学习材料呈现的功能，也是一个课堂

中输入的主要渠道，所以我们系统地探讨此有效设计时，认知负荷理论的概念对此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2.2. 以往研究的成果 

以往的相关研究也重视上述认知负荷的视点，从此探索有效 PowerPoint 课件的可能性。认知负荷和

PowerPoint 课件有关的研究已在引言中指出，数量不多但有几篇。这些研究中他们指出了如下 PowerPoint
课件中的外在认识负荷因素，这些因素有助于对外汉语课堂 PowerPoint 课件设计： 

1) 导航不清晰，逻辑性弱，是指频繁跳转、链接不符因而退出播放再找目的页等因素，从而阻断输

入与知识结构的顺利建构。对此问题，方国盟[6]，杨丽勤、郭峰[7]，张雪、孟庆红[8]提出以下建议：设

置合理的链接、选框；设计合理的框架；操作尽量简明。 
2) 内容杂乱，画面拥挤，是指一页里的素材过多、文字过多、颜色过多或过少、搭配不适当的图片、

风格不适当等因素，从而阻断学习者顺利输入与把握重点。对此问题，方国盟[6]，杨丽勤、郭峰[7]，赵

宁[9]提出以下建议：图片与文字的有效配合；风格统一；一页里内容过多时，利用动画效果逐渐呈现；

动画效果控制在合适的范围之内。 
3) 媒体素材使用不当，是指多用视频音频、采用相关性低素材等因素，从而分散学习者的注意力导

致输入和理解上的障碍。对此问题，方国盟[6]，杨丽勤、郭峰[7]提出以下建议：使用与关键内容有关的

素材。 
4) 冗余信息，是指学习内容或主题无关的信息(有趣但与学习无关的图画等)和重复的信息(用声音、

文字、图表等不同方式呈现的同一信息或两部分以上出现的同一信息等)，从而分散学习者的注意力导致

输入障碍。对此问题，杨丽勤、郭峰[7]，张雪、孟庆红[8]，赵宁[9]提出以下建议：删除与学习或主题无

关的信息；重复的信息选择一种信息源，例如图片可以表述清楚时一定不要用文字描述等。 
以上研究重点是外在认知负荷因素影响和如何降低外在认知负荷，这些研究中“他们所采取的所有

策略，都是以借助实验所揭示的各类认知负荷效应为基础的。”[11]这些以往研究结果对对外汉语教学中

PowerPoint 课件的使用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另外，这些以往研究的对象和对外汉语教学有明显的不同特点：1) 师生的母语一致，学习者在母语

环境下授课，学习者的语言能力不导致外在认知负荷；2) 上述所有的外在负荷因素，除了文字量多少的

因素之外都起于 PowerPoint 课件设计的技术方面，即是如何使用素材的问题而不是如何准备素材的问题。 

2.3. 以往研究的不足处 

以往研究提出的对策概括为，将不适合学习者认知风格的呈现方式变成适合学习者认知风格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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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对此适合学习者认知风格的呈现方式，我们还可以有另外的视点，就是时代的认知风格。 
例如，10 年前的学习者主要使用的通讯工具可能是原型手机的电话功能和短信功能，但现在的学习

者更多使用 QQ、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功能。对这些现代的学习者来说，PowerPoint 课件中的文字表示的会

话，如图 1、图 2 所示，哪一种更容易理解呢？ 
 

 
(来源 笔者制作    Made by the author) 

Figure 1. Presentation form of conversation (1) 
图 1. 会话呈现形式(1) 

 

 
(来源 笔者制作    Made by the author) 

Figure 2. Presentation form of conversation (2) 
图 2. 会话呈现形式(2) 

 

笔者认为，图 2 显示的模仿 QQ、微信等聊天画面的呈现方式更合适，因为它更接近现代学习者的认

知方式。人类的认知风格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学习者的认知风格也同样变。所以本文认为，应

该树立寻找更适合学习者认知风格的呈现方式的意识。 

3. 对外汉语课堂 PowerPoint 课件中的外在认知负荷 

本部分针对对外汉语课堂 PowerPoint 课件进行探讨，集中探索对外汉语课程特点有关的外在认知负

荷因素及其对策。 

3.1. 对外汉语课堂 PowerPoint 课件独有的外在认知负荷因素 

首先，对外汉语教学有一个跟其它课程不同的特点，是师生母语不一致。在中国国内的对外汉语课，

一般母语老师教多国籍留学生的形式较多。这情况会给 PowerPoint 课件产生什么影响呢？ 
PowerPoint 课件可以利用文字、图表、声音、视频等素材，理解这些材料的前提是学习者的理解能

力，但是对外汉语课程中看课件的学习者汉语理解能力不强。师生母语一致情况下使用的 PowerPoint 课
件里的所有素材都是传达内容的媒介工具，但是对外汉语课程因有其特殊性，课件里的部分素材也是媒

介工具的学习对象。于是本文认为，对外汉语课堂 PowerPoint 课件独有的外在认知负荷因素，在于文字

或语音呈现的部分。 
PowerPoint 课件有以下用文字呈现部分：1) 教学对象；2) 任务指示；3) 课文、单词、语法、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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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大小题目。其中教学对象是指课文、例句、语法结构、语法解释、单词解释与翻译词、练习题、知识

点说明等内容，是应当被学习的内容，也该有适当的内在认知负荷。所以，本文需要关注的对外汉语课

堂 PowerPoint 课件里的外在认知负荷，从文字呈现的角度来看，在于任务指示和题目部分里。其次，

PowerPoint 课件有以下用语音呈现部分：1) 教学对象；2) 参考或补充视频，其中教学对象是指配教材的

朗读语音、练习题里的听觉输入，此部分跟文字表现一样，不应该看作外在认知负荷的因素。所以对外

汉语课堂 PowerPoint 课件里的外在认知负荷，从语音呈现的角度来看，在于参考或补充视频里。 

3.2. 对策 

在 3.1 中指出对外汉语课堂 PowerPoint 课件里的外在认知负荷的三个可能性：1) 文字表现的任务指

示；2) 文字表现的题目；3) 参考或补充视频里的语音表现，下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1) 针对文字表现的任务指示 
首先，对文字表现的任务指示的对策，需要考虑学习者的实际水平，需要这些对策的学习者是看

PowerPoint 课件里的任务指示时较难了解其任务要求完成形式的学习者人群。如果其他学习者的课件里

也出现同样对策，则这些对策没有实际意义，也可能会变成另外外在认知负荷、冗余信息。针对以上条

件，本文对其问题提出利用样例的对策。例如下面造句练习中，图 3 只有任务知识和练习题，图 4 用第

一题的答案来呈现样例。 
 

 
The figure made by the author and the illustration cited from “いらすと

や”. 来源 笔者制作，插图来自“いらすとや” 

Figure 3. Presentation form of sentence-making exercise (1) 
图 3. 造句练习呈现形式(1) 

 

 
The figure made by the author and the illustration cited from “いらすと

や”. 来源 笔者制作，插图来自“いらすとや”  

Figure 4. Presentation form of sentence-making exercise (2) 
图 4. 造句练习呈现形式(2) 

 
图 3 学习者首先需要考虑任务要求的完成形式，或根据教师的口头说明完成任务，学习者除了需要

https://doi.org/10.12677/ml.2019.76109


叶山起久枝，赵学德 
 

 

DOI: 10.12677/ml.2019.76109 825 现代语言学 

 

造句之外，还需要理解任务要求的完成形式或听懂教师的说明，此时就存在外在认知负荷。对此相反，

图 4 任务指示更清楚。学习者一看就可以理解任务要求的答题形式，因此可以集中思考答案，图 4 情况

下的练习更顺利，对有效输入有更大作用。 
从这些学习者的心理来看，一部分学生怕自己没理解清楚任务答错问题，于是不愿意积极回答，结

果使学习者的学习动机逐渐降低。这是任务指示因素带来外在认知负荷的最大的问题。样例用呈现解答

的例子来可以帮助学习者的理解因而解决其负担，使他们可以更集中做练习、回答问题。现在，很多教

师为了帮助学习者的理解使用口头说明，但是，因为初级课教师可以使用的语法与词语有限，所以教师

如何做口头说明有时也出现学习者不能够理解任务的情况，加上初级课经常出现学习者之间的听力能力

差异，这种情况下样例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种对策应用到适合的人群时才有

意义，例如零起点开始的学习者也做了几次同样形式的练习后可以理解它要求的任务，所以学习者对任

务要求的完成形式的理解上有困难时才采用其对策。 
2) 针对文字表现的题目 
教师设计 PowerPoint 课件时为了帮助学习者的理解，一般附上课文、单词、语法、练习等大小题目。

这些题目有利于学习者的整体理解，若没有它，学习者就像黑暗中步行一样在学习过程中“寸步难行”。

所以，这些题目对教学过程与学习者理解的意义很大，但并不是学习对象。因此，本文建议题目里的汉

语词汇还未学习时，并用翻译词或提前统一学习这些题目里常出现的词。 
这点外在认知负荷所带来的问题是学习者集中力的分散。一般来说，现代汉语学习者，特别是多数

中高级学习者已熟悉 PowerPoint 文件形式，一看课件就可以理解其基本结构，所以看不懂“语法”的词

也可以理解它表现的是题目。但若是初级学习者想学习教师提供的课件里的所有汉语，学习者看不懂的

题目也会变成严重的外在认知负荷。但题目本来不是课件里的主要学习对象，也是在初级课程里会被学

习的词汇，所以本文认为，为了清除这一点外在认知负荷提出并用翻译词或提前统一学习。 
3) 针对参考或补充视频里的语音表现 
这些视频通常是为了提高学习者的理解或促进理解提供的材料，但其中未学的词有时引起外在认知

负荷，即这些词中用上下文或已学的知识来可以理解或猜测的词不能看作外在认知负荷，是一种学习对

象，但除此之外的未学词汇可能会导致外在认知负荷。本文对此问题提出教师的简述和课件里同时呈现

生词的对策。 
教师的简述是指，观看视频之前教师用学习者可以理解的词语和语法来进行的简述，学习者在此过

程中可以使相关知识活跃、变成能够使用的状态，从此防止发生巨大外在认知负荷。课件里同时呈现生

词是指，视频旁配置生词的页面结构，学习者可以边确认生词边看视频，见图 5。其好处是可以一起呈

现拼音的结构，因此，比教师的简述更容易理解。 
 

 
(来源 笔者制作，视频画面笔者拍摄  The figure and the inserted video 
made by the author) 

Figure 5. Simultaneous presentation of video and new words  
图 5. 视频与生词同时呈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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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对策需要注意的是，需要的时候使用，即它也跟上述对策一样应该用到针对人群的课件中，否

则，这些对策也变成冗余信息或导致损害需要学习的内容，即对课程中需要的内在认知负荷造成阻害。 

4. 结语 

本文从认知负荷理论的角度对对外汉语课堂 PowerPoint 课件进行了研究，发现了以下成果： 
1) 以往的相关研究虽然领域不同，但其成果之中有很多可以用到对外汉语课堂 PowerPoint 课件上，

因此对外汉语教学界也应该关注这些成果。 
2) 对外汉语课堂因有其特殊性，其 PowerPoint 课件也有跟其它课程不同的三点外在认知负荷因素：

即文字表现的任务指示、文字表现的题目和参考或补充视频里的语音表现。 
3) 对上述三点因素本文提出了相应对策，即利用样例、用翻译词或提前统一学习、教师的简述和课

件里同时呈现生词。但所有建议需要在针对人群的课件里使用，否则这些对策给内在认知负荷带来不好

影响或变成冗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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