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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之我见 

唐 丙阳 
(国防科技大学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本文对什么是好课件、如何制作出好课件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就大学课堂教学中课件应用普 

遍存在的问题 ，以及如何处理好讲课与课件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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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y Views on the M aking of PowerPoints of Teaching 

TANG Bing—yang 

(College ofmechatronical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NUDT，Changsha 410073，China) 

Abatract：What is a good powerpoint of teaching(P}rr)and how to make them are discussed systematically．Then 

the problems widely existing in the PPTs used in the c]~sroom．and the relmions between teaching and the PIyr are 

diSCUSS~I 8s we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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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学教育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改革的深入，教员 

讲课普遍都使用了课件这种现代化教学手段，好课件无疑 

会对课堂教学形式增色不少，理所 当然提高了课堂教学质 

量、增进了课堂教学效果。然而，众多应用中的课件水平 

参差不齐，真正能称得上 “好”的课件不是很多，且课件 

应用不当的问题普遍存在。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甚 

至可以说是关系到教学质量的一个大问题。 

一

、 什么是好课件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课件在讲课中的地位和 

作用。 

所谓 “课件”，是指讲课用的文件 (课堂屏幕演示文 

件)。应该区别于其它用途的文件 ——学术论文报告演示 

文件、毕业论文汇报演示文件以及其他幻灯演示文件。 

教员讲课，靠的是讲。课件是讲课的辅助工具，和黑 

板一样，都是讲课的辅助工具。任何工具都代替不了教员 

讲课中 “讲”的主导作用。 

如何评价讲课的质量?国家教育部提出的十项评价指 

标中，只有一项涉及到 “课件”—— “能有效地利用各种 

教学媒体”。9o％的指标表明，教学质量的好坏主要取决于 

教员讲得好不好。如讲课是否有热情，精神饱满?是否有 

感染力，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是否能调动学生情绪，课 

堂气氛活跃?是否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等等。显然 

这些都体现在教员的现身说法，体现在 。讲”字上。千万 

不要认为，课件再不好顶多扣 1O分，不能机械地孤立地看 

问题。课件有点小毛病，也许影响不大，如果课件毛病大， 

就可能影响全局。比如有的课件相当于讲稿的翻版，讲课 

时按照课件解释，这种课件只会帮倒忙，肯定讲不好。然 

而，一个好的课件会辅助你把课讲好。总之，课件的好与 

坏都会影响到讲课的全局。 

因此，教员讲课 ，首要的问题是在 “讲”字上下功夫， 

然后在 “课件”上下功夫，制作出能辅助你讲好课的好课 

件。不能按照教科书的内容先制成课件，然后再想怎么去 

讲。 

本文不是全面讨论如何讲好课，仅是就课件而论，好 

的课件会帮助你讲好课，比之传统的板书用处更多，作用 

更大。不好的课件将会帮倒忙，副作用也很大。 

究竟什么是好课件?简单说就是能够辅助教员讲好课 

的课件。 

二、怎样制作出好课件 

为了制作出好课件，应遵循三个基本原则 ，这也是制 

作出好课件的三个要求。 

(一)力求简明清晰 

这个问题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说。 

(1)从内容上做到简职清晰。根据对讲课的要求，课 

件也要做到内容准确、条理分明、重点突出，才能达到简 

明清晰的目的。 

内容不准确、条理不分明，就谈不上简明清晰。有的 

课件连最基本的标题序号都表达不清楚，又怎么能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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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课要求突出重点、难点，那么在课件上也要突出重 

点 、难点，不要把教材上的内容都搬到课件上去。只用板 

书讲课时，教员写在黑板上的东西，一定是关键的重要的 

内容，非常简明扼要。记得有个教员，课讲得很好，讲课 

中不擦黑板，上完一节课 ，黑板也正好写满了。若没有听 

课，光看板书上的内容，简直是 “天书”。正是这部 “天 

书”记录了教员讲课的精华。 

黑板受限制，不能写的太多 ，只能挑关键的重要的内 

容写，这倒是件好事，可以迫使你在板书 中突出重点。有 

了课件也不能丢掉讲课的这种特点。课件是个好帮手 ，比 

板书写得多还省去了写黑板的时间，字写得正规，图形画 

得也规范，还有好多黑板上无法做到的功能 ，如动画功能、 

多媒体功能。但是，决不能喧宾夺主，千万不要觉得课件 

上可以写得多就尽量多写。这就变成 了坏事。要知道 ，课 

件上的内容多了，翻页就得快，使得学员无所适从 ，顾听 

就顾不得看 ，顾看就顾不得听，甚至不听都看不过来 ，想 

记笔记也难。这样往往导致学员干脆既不 听、不看，也不 

记，底头看书吧。 

总之，课件的内容一定要少，尽量少，力求少而精， 

突出重点。 

(2)课件内容要看得清楚。这个简单要求往往被忽视。 

试问一个看不清或看起来费劲的课件，内容再好又有什么 

用?不清晰的原因有二 ： 

·图文过小。特别是数学式中字符的 “下标”，字小 

了就必须加大，宁可减少一页的内容。有的图形 占了整版 

也看不清细节，必要时就得作局部放大。 

·对比度差。是指图形 、文字的颜色和底纹颜色的对 

比度，对比度高 ，图文就看得很清楚，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课堂上为什么都用黑板 ，写字用白粉笔 ，因为黑底白 

字，对比度高，看得很清楚，从来没有其他颜 色的板。课 

件提供的基本模板是自底黑字 ，对比度也高。 

很多课件喜欢用彩色底纹和彩色字。有的把一个词或 
一 段话用彩色字，再加不同颜色的底，以示加强；有的把 
一 个表格分成不同颜色的区域 ，以示区别；课件真是五颜 

六色，有的教员把模板作得很复杂，很 “美观”，用彩色底 

纹，四周加边框 ，上边还 占用一大行制作了一个美术标题 

框。总之让人眼花缭乱!其效果是浪费了空间，降低了对 

比度，分散了学员注意力，不是吸引学员听课，而是吸引 

学员 “看课”(看课件)! 

当然不是禁用彩色 ，适 当地用彩色 ，也可以起到加强 

效果，黑板上也用到彩色粉笔。为了强调某个词、某句话 。 

可以适当用彩色字或加点彩色底纹，也可以用 “下划线”、 

“加粗”、。加边框”等办法 ，既起到强调效果，又不影响 

对比度。其实在 PowerPoint软件中提供了很多种添加强调 

效果的方法。 

力求课件的形式简明清晰，确保看得清。不要追求花 

哨，滥用色彩 ，画蛇添足。 

(二)不求完整。但求连续 

课件不是教材、讲稿的翻版，课件的内容往往是不完 

整的。 

教材上有的内容，课件上可能没有：如让学员自学的 

内容；宜用板书讲解的内容 ；一些叙述性的文字 ，主要靠 

教员的语言去表达，不要写到课件上。 

课件上有的内容可能重覆：如后面要用到前面的结论 

或图形，可以把前面的结论或图形复制到后面去；某个标 

题的内容没有讲完，中途需要翻页，如果需要，可以把标 

题和已有的结论复制到后页上，以便继续讲解。再譬如， 

推导出某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很重要，为了强调它，专门 

换一页，用整页来放大显示这个公式，然后再进一步讲解 

这个公式的物理意义。这种课件的重覆方式，无疑是辅助 

教员强调重点的一种表达方法，作为完整资料而言则是多 

余的。 

课件不要求完整 ，但要求连续，也就是说，播放课件 

的过程要连续。讲课 中，往往要用到前面的内容 (结论或 

图形等)。很多教员的做法是往前翻页去查找，然后再往后 

翻页找回来 ，甚至由放映状态回到演示文稿 ，从演示文稿 

大纲中查找，从而破坏 了课件的连续性，显得杂乱无章， 

也就破坏了讲课的连续性，使得中途打断讲解，严重影响 

讲课和听课的思路。 

解决这个问题有多种方法： 

·使用 PowerPoint软件中的 “超级链接”； 

·把前面要用到的的内容，复制到当前页上； 

·如果只用到前面简短的结论或公式，可以在前面讲 

解时，在黑板上抄写一遍，以示强调，也保留了下来。 

(三)不要 “整版播放” 

所谓整版播放，就是把课件一页的内容同时播放出来， 

这一页内容包含有待讲解的好多内容乃至几个标题的内容， 
一 上来就使人眼花缭乱，分散学员的注意力。当教员在逐 

条解释的时候，也许学员还在浏览课件。更有甚者，有的 

教员的逐条锵释就是逐条的念——照本宣科。 

可以肯定 ，凡是整版播放 ，就算你逐条解释得不错， 

效果是不会好的。 

用板书讲课时，讲述某个定理，首先提 出命题——定 

理及其意义，然后逐步推导求证，相应地在黑板上逐步写 

出来，教员讲到那儿，写到哪儿，学员 自然就跟到~IIJD。 

没有哪个教员先把定理及推导求证过程写到黑板上，然后 

再讲解。 

有了课件，就把定理及推导求证过程一股脑地播放出 

来，试问这有什么好处? 

前面讲到某个教员，上完一节课，黑板上写满了字， 

简直是 “天书”。看起来尽管杂乱无章，然而学员不会感到 

眼花缭乱 ，反而会赞赏那个教员讲得好 ，板书也写得好， 

因为这部 “天书”是教员在讲解过程中，逐步写出来的。 

整版播放 ，尽管排列有序 ，井井有条，但是对学员来 

说，是陌生的，因此看起来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对着整 

版内容讲解的时候，也会影响学员注意力的集中，影响学 

员紧跟教员的思路，影响重点突出，不可能把课讲好讲活。 

当然，“整版播放”也不是绝对禁止 ，在不是重点、难 

点的地方，可以把几个并列的内容同时显示出来，通盘介 

绍，一目了然。逐条显示可能反而显得繁琐。 

课件不要整版播放，要做好逐步播放是要下功夫花时 

间的。如果图省事，只是把原来整版播放的内容拆开来逐 

步播放，是远远不够的。 

要做好逐步播放 ，使之跟随教员的思路，是有很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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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技巧的，是要作精心设计和考虑的。比如， “标题”、 

“结论”，是在讲解之前还是在讲解之后播放出来?是有讲 

究的。有的教员在讲解某个标题内容之前，先作了启发引 

导性的讲解 ，然后才写出这个标题；有的教员 ，讲述某个 

问题，在得出重要的结论之后，才显示出结论 的字幕。这 

种先讲后写的做法，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 

上面提出的三个要求，概括为一句话 ：课件的内容一 

定要简明清晰，紧紧配合讲解思路，做到跟随教员思路的 

连续逐步播放。 

三、结束语 

从严格意义上说，教员都应该根据承担的教学任务亲 

(上接第 101页) 

过程均用英文实践。一开始在学生不熟悉双语教学的情况 

下，可以讲得慢点，多重复几次。渐渐的，学生的思路就 

打开了，思维方式得到充分锻炼。 

f四)作业与测试 

我们采用国外流行的综合评价方式—— “1—3—6”模 

式，即平时作业占 10％ ，增加三次单元测验 (Quiz)，各 占 

10％，期末考试占60％。无论是作业的题 目布置上，还是 

测试的题目设计上，都紧密围绕课程的核心知识点，不出 

偏题怪题 ，旨在典型题 目的掌握与运用。我们将作业分为 

书面作业与非书面作业。书面作业布置适度，既要求学员 

数学推导与演算的正确性，又要求英语写作的规范性。非 

书面作业包括阅读英文教材的内容与上机仿真模拟计算， 

以提高学员的专业英语阅读能力与实际动手操作能力。为 

了确保学习效果，在课下我们采取动态跟踪的方式 ，了解 

学员的学习情况及所遇到的困难。我们了解到，大多数学 

生能适应这种双语教学模式，但个别学生仍然存在 困难。 

针对这一情况，一方面，我们派英语基础好的有博士学历 

的年轻教员做助教，加强课外辅导与作业批改。另一方面， 

努力减轻学员负担，提高学员的学习效率。在我们学校的 

网络教学平台上，还有专门的概率统计双语教学讨论社区。 

社区内互动气氛活跃，主讲教师和助教定期在社区内为学 

员答疑解惑。 

三、结束语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作为高等院校各专业开设的一门重 

要的数学课程，与双语教学的结合是大势所趋。本文从概 

自设计和制作课件，别人再好的课件，不一定会适合你的 

讲课风格。诚然，把别人好的课件拿来用，不失为捷径， 

但在使用过程中应不断地改进，精益求精，才会达到讲课 

与课件有机融和，收到相对满意的教学效果。 

本文是针对大学课程而言。对于某些课程，如科普性 

的课程、讲座；军事性质课程等，可能有它的特殊性，要 

求把课件制作得美观一些，要求使用多媒体的其他功能 

(添加声音效果，插入影片或视频剪辑)。 

(责任编辑：阳仁宇) 

念、处理方法和内容倾向性等方面对中英文教材进行了比 

较研究 ，从学生水平、教学模式和学习效果跟踪等方面探 

讨了教学组织与策略，提供了一些双语教学实践活动的经 

验。如何在双语教学中彻底贯彻概率统计的教学意图，如 

何在概率统计的学习中彰显双语教学的优势，需要我们进 
一 步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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