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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s in our social life, multimedia technology has developed 
rapidly. The learning of multimedia technology is helpful to improve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
cy.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setting up multimedia technolog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1].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and meet these chal-
lenges, this paper intends to discus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ultimedia technology teaching, the 
design of teaching principles, the design of teaching contents and links, and the design of teaching 
assessment,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o improve lesson efficiency, enhance stu-
dent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teracy [2] and improve students’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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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计算机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多媒体技术得以快速发展，多媒体技术的学习有助于提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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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信息素养。与此同时，高校设置多媒体技术课程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1]。为解决这些问题，应对

这些挑战，本文拟从多媒体技术教学现状、教学原则设计、教学内容和环节设计以及教学考核设计几个

方面进行讨论，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以提高课堂效率，提升学生信息技术素养[2]以及提高学生的创新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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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现状 

我校的《多媒体技术与应用》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放的计算机选修课程，其主要教授内容是多媒

体制作所需的设计软件，如动画设计软件、音频制作软件、图像处理软件和视频制作软件等。该课程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与技能紧密联系，让学生在学习多媒体理论内容的同时进行多媒体软件操作，深

入体会多媒体软件的基本技术与基本原理[3]。 
综合分析《多媒体技术与应用》课程的教学现状，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1. 教学时长与教学内容的矛盾 

我校《多媒体技术与应用》课程理论授课时间为 32 学时，实践课程占 32 学时。课程量相对较多，

但因为涉及软件较多，一个软件的理论教学平均占用 8 个学时，因此教学时长并不宽裕。多媒体制作过

程所需的软件工具基本功能众多，对于初学者来说课程的核心环节上机操作初期效率偏低，且操作原理

对初学者来说偏理论化不易于理解与记忆。 

1.2. 学习技能的重要性与应用能力之间的矛盾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课程处于选修之列，大部分学生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且因授课面向全校学生，

偏文科专业的同学与偏理科专业的同学因学科思维差异，对同样的授课内容理解程度也不同，造成了课

堂两极分化的现象。如今社会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要求全能型人才，且学科交叉日益普及，人

们对多媒体技术的需求体现在方方面面。但不少学生对技能的学习程度并不能满足以后实际工作需求。 

1.3. 教学思维的固化与创造性思维要求的矛盾 

计算机模块选修课相比理论内容更注重上机操作[4]，但一味强调上机操作，侧重单个技能的学习，

不了解多媒体技术表示和处理的基本原理，将会导致学生自我提升和课后创造性思维发展的空间局限性，

学生对软件操作继续学习的可持续性较差。 

2. 教学原则设计 

2.1. 教学内容优化处理 

由于《多媒体技术与应用》课程讲授内容中存在大量生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和教学用语，会给学生学

习过程和学习兴趣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广大任课教师应该借用大数据技术的优势对课程内容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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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整合。此时，讲授内容的难易尺度标准的建立就显得尤其重要，即既要兼顾学习内容的实用性，又要

兼顾多数同学的领悟能力、学习兴趣。相比之前根据自己前几学年的教学经验进行调整，前一种方式显

得更加权威且能够兼顾当今快速变化的时代潮流的需要。 

2.2. 教学内容及时调整 

传统的教材以多媒体基础操作为主要内容，实例操作都非常经典。但任课教师应将基础教学内容与

课外资料紧密结合，不仅能得到学生的认同，还能随时将多媒体技术与新的创意、新的技术紧密结合。

所以，任课教师应将基础教学内容与课外资料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随时补充更新教学内容。 

2.3. 课堂管理更加个性化 

为实现课上课下的方便管理，任课教师应建立一个线上平台，完成对学生方、教师方、管理模块和

答疑模块的统一管理。网络平台，如“课堂派”APP 等平台的使用可以增加同学与老师在课后的交流，

形成课下老师与同学交流问题的便利通道以及老师向同学传达通知、点名等互动的平台。 

3. 教学内容和环节设计 

教学内容和环节设计是整个教学设计中最重要的部分，其是否合理安排直接关系到学生对课堂内容

掌握的效率以及学生对课堂内容的兴趣。教学内容和环节设计应将实用性和学生的兴趣两者相结合，争

取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和动力。 

3.1. 教学内容 

笔者认为任课教师备课时应将《多媒体技术与应用》课程备课内容分为三大模块，即理论模块，实

操模块和创新启发模块。理论模块备课时力求做到以下几点：首先，任课教师选取的内容应既包括课程

的基础知识，以便为学生打下良好的基础，又要兼顾较难的知识点，以便前期引导学生兴趣；其次，任

课教师选取的内容应有一定的体系化，具体做法为用相关的实例展示如何串联知识点，使学生将所有知

识点前后联系，融会贯通。实操模块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基础知识点的掌握，二是串联知识点的实例

操作。任课教师可以在课前将任务列表列出向学生展示，使学生明确自己的任务并提前做好准备。创新

模块可以融入到前两个模块，即将网络上流行的多媒体作品，如某些网红产品的广告、宣传片等的制作

方法演示给学生，激发学生的创作和学习热情，将哔哩哔哩、YouTube、微博等流行元素融入课堂，让

学生真实体会到多媒体技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以及多媒体技术的实现原理。 

3.2. 教学环节 

结合《多媒体技术与应用》这门课程教授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首先在学习了多媒体相关基础

知识后，然后结合多媒体的相关元素如图像、声音、动画、视频等，进行模块化教学。在每一模块教学

中，采用由简到难的案例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以研究者的心态置身于教学活动之中，审视分析教学

理论和实践上的各种问题，对出现问题进行探究，对积累的经验进行总结，形成规律性的认识。通过案

例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4. 教学考核设计 

作为一门实践操作性强的课程，《多媒体技术与应用》课程的考核形势应不拘泥于纯理论考试[5]。
最终成绩的组成应该是由 30%的平时成绩加上 70%的考试成绩。其中 30%的平时成绩中应包括考勤、笔

记以及作业上交情况，70%的考试成绩中包括理论与实践操作两部分。其中实践操作部分试题可以设计

成同一类型中选择一道以供考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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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教师与学生共同考核模式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课程的考核模式可以分为教师考核和学生考核两部分。学生考核部分如上所

述，而教师考核可以是在课程结束以后，每个教学班以调查问卷的形式由学生评价自己任课老师从授课

风格到授课效果多个方面的能力。问卷采用无记名形式，但要填写自己的性别、年级与学院，以方便从

大数据角度分析每个年级、每个专业和不同性别对自己授课的评价，以便于下一学期制定更加个性化的

教学方案。同一个教学组的老师之间可以相互交流，共同讨论调查问卷出现带有共性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4.2. 考试附加题得分 

上机考试既要体现出学生对课程教授内容的掌握情况，又要充分兼顾学生的创意与技能整合能力，

因此可以设置附加题。这样可以很好的考察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学习情况，学生能够更好地展示自己的创

新能力[6]，并且能够给学生提供更好的机会展现自己超出其他同学的实力。附加题的分值的设置应在

5~10 分之内，既能提升学生的成绩等级，又不会占据过多考试分数比例。附加题应被允许学生在考试之

前完成并上交，要求整个作品能用到多个学习过的知识点，以不少于 2 分钟的动画方式呈现。 

4.3. 小组合作互帮互助 

任课教师可以在上课伊始便将教学班内的同学分组，保证每个组内成员可以起到相互监督、相互激

励的作用。每组选出组长，定期向老师汇报自己组内同学反映的关于老师授课方式、授课内容的疑惑以

及其他意见和建议，组长还应在每周实验课结束之后将小组成员的作业一起打包发送到服务器中，方便

老师检查；每两周收一次课堂笔记并统一交给老师批阅。小组合作的方式可以让老师的管理工作变得更

加方便，管理力度也更大，并加深同学之间的交流，使思维碰撞出更有创意的火花。 

5. 结束 

为大学生开设《多媒体技术与应用》课程既能提高大学生的信息技术素养，提升他们对多媒体软件

的应用水平，同时又能丰富他们的学习生活，并且为未来职业竞争添加砝码。现阶段笔者对多媒体教学

围绕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使学生更好的将《多媒体技术与应用》课程中的内容融会贯通进行了深入思考，

在教学设计上如现状分析、原则、内容环节、考核等部分多次对比试验，以希望能够呈现出更好的课堂，

为社会提供更多高信息技术素养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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