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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针对传统多媒体教学存在的不足，应用双 Ｓ（ｓｅａｒｃｈ，ｓｈｏｗ）多媒体教学方法，在
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优势的基础上，鼓励学生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强化教师与学生之间的

交流互动，促进学生对知识的自主探索，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可供广大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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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多媒体教学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根据教学

目标和教学对象的特点，合理选择和运用现代教

学媒体，通过教学设计，以多媒体信息作用于学

生，达到最优化的教学效果。多媒体教学以声音、

图像为主，具有声图并茂、视听结合、直观形象

及真实感强等特点，能够将抽象的知识变成具体

的画面，调动了学生多感官学习，有利于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注意力；

同时多媒体教学节省了教师授课时的板书时间，

并可以进行远程教育，使授课方式变得方便、快

捷，提高了教学效率。

然而多媒体教学就像一把双刃剑，过度的依

赖或使用不当，往往使教师学生之间失去互动性，

难以发挥教师在课堂上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

地位；此外多媒体课件中信息量大，节奏快，难

免出现重点不突出的情况；同时在课件中插入过

多的动画或视频文件，喧宾夺主，容易分散学生

的注意力；还有教师课堂上从头至尾都是使用多

媒体课件，习惯于 “照屏宣科”，一旦离开多媒体

课件就无法进行教学实践，而大量信息不能在屏

幕上长时间停留，导致学生注意力不集中，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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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思维和教学内容的脱节，或者部分学生无视

教师的存在，没有压力，不去思考、发问而影响

课堂教学质量［１］。

幸运的是，“双Ｓ多媒体教学法”的提出为上
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

二、双Ｓ多媒体教学法

双Ｓ多媒体教学法，是一种综合利用幻灯、实
物投影仪、电脑、录像机等多媒体技术和互联网

技术，进行 “展现”（ｓｈｏｗ）和 “探索”（ｓｅａｒｃｈ）
的教学方法［２］。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

模式，与传统的教学法相比，具有开放性、探究

性、实践性等特征。

 Ｓｈｏｗ：分为教师主体的 “展现”和学生主

体的 “展现”两种形式，其中教师为主学生为辅。

对教师来说，就是要充分利用投影仪等工具 “展

现”实物、“展现”教具，“展现”教学内容，尤

其是教师要善于特定问题情景下角色的扮演，关

键时刻 “展现”自己。对学生 “展现”而言，就

是要积极参与，与教师互动，“展现”出自己的真

实感受与知识掌握的程度，便于老师随时掌握教

学的效果，发现存在的问题。

 Ｓｅａｒｃｈ：源于布鲁纳的 “发现学习”理念，

要求教师针对某些教学内容的特点，不要把主要

内容和结论提供给学生，而是由学生独立去寻找

“探索”问题的答案。一种便利的手段是利用互联

网的 “探索”功能，由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寻求答

案或解决问题的方式，例如通过目前互联网广为

流行的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学生可以很方便

地找到许多问题的答案。

值得一提的是博客技术的出现，可以说是一

种将 “展现”和 “探索”有机结合的教学形式。

一方面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安排，将相关的教学内

容、辅导材料以及课后习题等通过网络平台 “展

现”出来，使学生能够在一个感兴趣的课题下阅

读与之相关的更多内容，获得对某一个领域知识

较全面的信息内容和结构，方便了学生的 “探

索”；另一方面，学生也可以把自己对教学内容的

理解，存在的疑惑等通过博客 “展现”出来，方

便教师掌握教学的情况。

“双Ｓ多媒体”教学方法与目前流行的慕课
（ｍａｓｓｉｖｅｏｐ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ＭＯＯＣ）、私播课
（ＳｍａｌｌＰｒｉｖａｔｅ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ＰＯＣ）等都是利用

移动互联网技术与多媒体技术对传统课程教学的

创新实践。区别是前者教学方法是老师引导，通

过问题追踪、案例牵引等手段鼓励学生独立去探

索知识，老师根据学生的学习效果在授课过程中

对教学模式进行适应性调整，师生之间不断形成

闭环反馈，此外教学平台以传统教室为主，授众

范围有限；慕课与私播课教学方法要求老师对知

识精心组织，以学生感兴趣的方式集中传授，师

生之间更多是一种开环控制，一般授课完成后老

师综合学生的反馈意见进行闭环调整，教学平台

则以互联网为主，具有更加广泛的授众范围。

三、应用实践

根据上述方法，笔者对 “双 Ｓ多媒体”教学
法在 “面向对象仿真”实际教学中进行了应用。

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课堂教学：首先对教学课件进行 “瘦身”，

去掉大量结论性论述条目，补充一些启发式描述，

引导学生课堂上积极思考，同时结合课件内容强

化自身扮演角色的设计，将一个重在解惑，而不

是简单地传道和授业的教师形象 “展现”出来；

在此基础上，在课件中设计研讨型案例，鼓励学

生积极参与，“展现”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对回答

正确的予以褒奖，对存在的问题，精心设计，引

导学生一步步 “探索”，直到找到最终的答案；最

后在平时作业及课程设计中，在传统固定命题的

基础上，鼓励学生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自主设计

题目，自己 “探索”设计方案，给学生最大的自

由发挥空间，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

 课后交流：由于课堂讲授时间有限，因此
笔者将 “双 Ｓ多媒体”教学方法充分应用于课后
与学生的交流中。一个重要的途径是开展网络课

程建设，将大量参考资料、教案、教学大纲、课

件、课后习题、以往学生设计较好的范例等放到

课程主页上，极大地方便了学生对本课程内容的

了解，可以在短时间内 “探索”出课堂讲授内容

的背景、关联知识等等；同时学生的意见、建议、

遇到的问题都可以电子邮件或留言的方式 “展现”

出来，笔者由此了解到学生对课程各部分内容学

习掌握的情况，获取了许多在课堂上难以获得的

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对课程讲授进度、内容深浅

的安排等具有极大的参考作用。从上述情况可以

看出，“双Ｓ多媒体”教学法在发挥传统多媒体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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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基础上，需要综合利用计算机网络、电子邮

件、博客等技术。

四、方法应用教学效果分析

在进行充分的理论与实践准备后，笔者将该

方法引入控制工程学科仿真工程专业本科生的教

学实践中，班级２采用 “双 Ｓ多媒体”教学方法，
班级１学生比班级２高一个年级，由于当时条件尚
不够成熟，授课采用传统多媒体教学方法。笔者

对两个班级同一门 “面向对象仿真”课程教授的

情况进行了分析，重点对两个班级课程设计选题

及期末考试成绩进行了对比。

（一）课程设计对比

１课程设计选题情况对比

表１　课程设计选题情况百分比

选题

班级　　　
自主命题 固定命题

班级１ ２９．２６８２％ ７０．７３１７％

班级２ ５１．２１９５％ ４８．７８０４％

　　学生自主命题在课堂教学完成一半后开始布
置，到课程设计正式启动前两个星期基本完成。

从表１可以看出，采用 “双 Ｓ多媒体教学法”后，
学生自主选题的积极性显著提高，超过一半的学

生选择了自主命题的形式。

２自主选题的内容
笔者从学生自主命题中选择了一些典型的题

目列举如下，包括：

 门禁系统
 公司人员管理系统
 五星级饭店服务系统
 智能赛车
 对高楼层安装电梯数的决策仿真
 物业管理系统
 自主投资店面的经营方向
 世界杯结果预测系统
 石头剪子布预测系统
从这些题目中可以看出，学生的选题涵盖了

社会日常生活中各种类型仿真系统，可以说学生

的自主创造力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二）各题型考试成绩对比

两个班级期末考试中各类型题型最终的成绩

对比如表２所示。其中设计题考核了学生从选题、
设计到最终实现的过程，概念题考核了学生基本

概念的掌握情况，应用题基于课程知识对典型案

例进行分析，综合设计题要求发挥创造性，自己

设计典型的面向对象仿真系统。

为了便于比较，对各题分数进行归一化处理，

采用计算公式：

Ｓｆｉｎａｌ＝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ｔｏｔａｌ（Ｓａｖｅｒａｇｅ表示该题学生的平
均得分，Ｓｔｏｔａｌ表示该题型的总分）

表２　两个班级各题型得分情况对比

班级

题型类别　　　　 　
班级１ 班级２

１ 设计类 ０．８１０６６７ ０．８５６０５４４

２ 概念类 ０．８２６６６７ ０．８３６０５４

３

４

５

６

应用类

０．８６３３３３ ０．８３３３３３

０．８４ ０．８５９７２２

０．８８６６６７ ０．８２９１６７

０．８１６６６７ ０．８０１３８９

７ 综合类 ０．６５６ ０．７１５６２５

　　各题型曲线对比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两个班级各题型成绩对比图

从图１可以看出，班级２的综合成绩比班级１
有一定的提高，尤其是在两类题型中取得明显的

优势，即图１中题１和题７。分析这两类题型的类
型，分别是课程设计题与综合设计题，这两类题

型重点是考查学生发挥自主能动性，独立设计面

向对象仿真系统的能力。图１成绩曲线对比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学生在经历 “双 Ｓ多媒体”授课后，
掌握基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获得了一定

的提高，而这也是本科教学授课所追求的一个重

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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