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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情境兴趣的多媒体教学课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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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多媒体辅助教学中，运用情境兴趣的规律，优化多媒体教学课件 模 板、文 本 结 构 与 内 容、文 本 呈 现 方 式

设计，对于激发和维持学生的课堂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与质量至关重要。多媒体教学课件设计既要通过操作文本

结构与内容特征，也要通过操作多媒体模板设计本身来激发和维持学生的课堂学习的情境兴趣，同时要注意克服多媒

体教学课件设计中情境兴趣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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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多媒体辅助教学已

经成为一种广泛使用的教学手段。在多媒体辅助教

学中，如何设计好多媒体教学课件已经成为关系到

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课件设计得好，就

可以突出重点，激发学生的课堂学习的情境兴趣，

维持学 生 的 注 意 力，实 现 教 学 过 程 中 的 “情 境”
“协作”“会话”和 “意义建构”的统一，取得事半

功倍的效果。对多媒体教学课件的设计不仅要考虑

技术层面的问题，而且还要考虑呈现界面与模板设

计、文本内容设计、文本呈现方式设计等方面的问

题。本文就如何结合有关学习兴趣研究提出的情境

兴趣的规律，进行多媒体教学课件设计提出一些思

考。

一、情境兴趣对学习的促进作用

兴趣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是 个 体 在 活 动 中 形 成 的 力 求

探求某种事物或对象的积极心理状态。兴趣会影响

个体的 注 意 加 工、目 标 选 择、认 知 投 入 和 情 绪 情

感，从而影响个体的活动效率。许多研究发现阅读

者对文本的兴趣越高，能够回忆的信息就越多。海

蒂 （Ｈｉｄｉ）认 为 兴 趣 对 加 工 信 息 的 方 式 会 产 生 影

响，兴趣可能激发读者超越文本的表面结构，而集

中在主题思想和基本意义的理解上，兴趣会导致对

文本更精细化和更深层的加工［１，２］。一些研究表明

兴趣能够收敛人们的推断范围、集中注意力，使得

新的信息与以前的知识得到整合，从而提高学习水

平。研究发现，与兴趣相关联的注意是自动化的注

意，而不是选择性的、有意识的注意，自动化的注

意在加工中释放了认知资源，从而使信息加工速度

更快［１，２］。研究也发现主题兴趣影响了个体的认知

策略和文本加工深度，从而影响了阅读水平等［３］。

近年来，研究者提出兴趣有个人兴趣（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和 情 境 兴 趣（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的 不 同 类

型。［１，４，５］个人兴趣是具有特质性的兴趣，即个体在

学习与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稳定的具有一定倾向的

兴趣；而情境兴趣是指受特定的情境刺激、活动任

务的特性所引起的个体的暂时兴趣。情境兴趣是一

种唤醒状 态 的 兴 趣，具 有 情 境 关 联 性 与 内 容 具 体

性。研究提出在缺乏个人兴趣的情况下，可以通过

情境兴趣的激发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情境兴

趣与个人兴趣一样对于学生的学习具有促进作用，

在文本阅读与学习过程中能够充分占有与维持学习

者的注意力，调动深层认知加工，从而提高文本阅

读与学习的效果。［６］另外，情境兴趣可以发展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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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个人兴趣。因此，课堂教学中情境兴趣的激

发，是促进学生对于文本的理解水平与文本学习效

果的重要途径。

二、影响情境兴趣的因素

研究发现影响情境兴趣的因素主要有来自文本

的因素、任务的因素和先前的知识经验，因此研究

者也把情境兴趣划分为基于文本的兴趣、基于任务

的兴趣和基于知识的兴趣。［１，７］

１．基于文本的兴趣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文本的兴趣是指对要学习的文本的某些方

面引起了 兴 趣。基 于 文 本 的 兴 趣 取 决 于 文 本 的 特

征，如文本信息的意外性、人物身份、文本的结构

如连贯性与完美性、文本的具体性、生动性、悬念

性、富有想象性、容易理解性等都是构成基于文本

兴趣的重要特征。影响文本兴趣的主要因素为：

（１）诱人性。诱人性是指那些能引起读者浓厚

兴趣但并不一定是对主题最重要的文本部分。这些

文本通常包含故事主题外围的信息但容易记住，因

为它们是一些具有争议性的或敏感性的话题，例如

死亡或浪漫情节。最初的研究发现，文本的诱人性

细节会影响对文本主题的记忆与回忆水平，但后来

的研究也发现，文本的诱人性细节对于文本主题理

解的影响会因为文本的不同、个体运用认知策略的

不同而不同。

（２）生 动 性。生 动 性 是 指 具 有 突 出 特 征 的 文

本，这些文本是能够引起读者的悬念、使人感到惊

奇或具有吸引力的文本。研究发现人物的身份影响

悬念，悬念影响对故事的喜欢性，悬念与奇异性是

一个方面，而兴趣与喜欢是另一个方面。文本的生

动性是多层面的，包括了富有想象性、具体性、未

知性以及悬念等。这些方面都有助于提高读者对文

本的兴趣和学习热情，并且个体对具有这些特征的

文本进行回忆时，成绩会更好。

（３）连贯性。连贯性主要是指文本信息及其组

织结构的完善性。如果文本的各部分组织得较好，

不需要读者去进行大量的内容推断，那么这个文本

的连贯性就高。连贯的文本比不连贯的文本容易引

起读者的兴趣，因为连贯的文本容易建构与主题相

关的命题 表 征，连 贯 文 本 的 信 息 也 容 易 编 码 和 提

取，与相关的信息容易整合。连贯性与容易理解性

能够解释兴趣对阅读理解水平影响的大多数变异。

２．基于任务的兴趣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任务的兴趣是指通过编码指令如改变读者

的目标和改变文本操作从而去影响学习者的兴趣。

人们通常把通过改变学习者目标或学习策略，从而

提高学习者兴趣的方法称为任务编码的操作；通过

对指定的 部 分 加 以 强 调，或 者 使 整 篇 文 本 更 加 紧

凑，从而提高学习者兴趣的方法被称为改变文本的

操作方法。

（１）任务编码的操作。一些研究发现，如果让

读者从不同的观点出发阅读同样的文本，读者都会

把与自己观点相关的文本内容评价为有兴趣的，与

自 己 的 观 点 无 关 的 文 本 内 容 被 评 价 为 无 兴 趣

的。［７，８］这说明 信 息 的 相 关 性 是 影 响 兴 趣 知 觉 的 重

要因素。研 究 提 出，个 体 如 果 知 觉 到 任 务 的 控 制

性、自主性，对于活动任务的内在兴趣就会提高。

研究也发现，学习令人厌烦的内容时，个体会通过

自我调节，内部生成一些策略来增加兴趣，如与自

己比赛、变化操作任务的程序、对问题进行分类和

增加操作的巧妙性等。研究提出情境兴趣具有吸引

与维持的作用，主动地变换操作活动方式能够增强

兴趣的吸引性与维持性作用。这都说明情境兴趣可

以通过内部与外部的方式予以控制，改变从事任务

的方式、提供具体的认知目标、给出坚持活动任务

的理由都能够影响选择性注意，增强发现任务的兴

趣，从而增强情境兴趣。

（２）改变文本的操作。所谓通过改变文本的操

作提高兴趣是通过使文本更容易被读者理解而实现

的。关于改变文本操作的研究表明，改变文本可能

会提高读者的兴趣以及有助于他们对文本的回忆。

但是另一方面，文本的改变也可能会干扰学习者对

文本主题思想的学习，因为读者可能会把注意力集

中于阅读那些不重要但很有趣的诱惑性细节上。此

外，文本的改变可能也会改变读者对文本的理解。

３．基于知识的兴趣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知识的兴趣主要是指先前的知识经验对兴

趣的影响。知识经验对个人兴趣和情境兴趣都有影

响，但对个人兴趣的影响更大。研究发现背景知识

与主题熟悉性对于兴趣都会产生影响，读者对于难

以理解的文本总是不感兴趣的，缺乏相应的背景信

息是影响兴趣的一个显著的变量。研究认为知识经

验与情境兴趣是呈倒 “Ｕ”型的关系，［１０］对于学习

者而言，与文本相关的背景知识过多或过少都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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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引发其兴趣，只有适度的相关背景知识才会引起

学习 者 比 较 高 的 兴 趣。知 识 图 式 理 论（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ｃｈｅｍａ　ｔｈｅｏｒｙ）提出了与倒“Ｕ”型相似的观点，［７］认

为对于学习者而言，如果与文本相关的知识经验过

高或过低都不会对兴趣产生影响，只有适度的相关

背景知识经验才有助于提高兴趣水平。因此，当读

者拥有适当的相关的先前知识时，会增加对于文本

的兴趣，包括情境兴趣。

综上所述，文本信息的意外 性、人 物 身 份 性、

文本的结构连贯性与完美性、文本的具体性、生动

性、悬念性、富有想象性、容易理解性，尤其是改

变个体的认知目标和活动的操作方式会极大地影响

情境兴趣。如同样的学习材料，如果改变呈现的方

式，就会调动个体的情境兴趣，设置一个新的认知

目标也就可能增强个体的情境兴趣等。这些研究结

论的教学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能够运用到课堂教

学中去，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促进学生的学习。

但有些因素虽然与情境兴趣高度关联，却对学生的

学习效果没有增强作用，反而会有干扰作用。比如

文本的诱人性、意外性等特征，操作这些特征也能

够引发学生的情境兴趣，但这些特征引发的情境兴

趣对于学习效果却有减弱的作用。因为这些特征会

分散对主题的注意，或者干扰工作记忆中的信息编

码，或者唤醒不适当的知识图式。在课堂中引发学

生的情境 兴 趣 时，操 作 哪 些 特 征 是 需 要 认 真 对 待

的，否则会出现学生的情境兴趣很高、学习效果却

不好的情况，课堂情境兴趣的激发就失去了意义。

三、运用情境兴趣规律进行多媒体

教学课件设计

研究者认为在网络界面设计中，运用情境兴趣

的规律可以提高读者的信息搜索效果。［１１］同样在多

媒体辅助教学中，运用情境兴趣的规律制作多媒体

教学课件也可以激发学生课堂学习的情境兴趣，提

高学生学习的效果。结合上述情境兴趣的规律，在

多媒体教学 课 件 设 计 中 应 考 虑 以 下 几 个 方 面 的 问

题。

１．多媒体教学课件的模板设计

多媒体课件的模板应该选择一个背景简单、色

彩柔和明亮、能够引发学生愉悦心境的模板。模板

设计不宜过于复杂，不能负载额外的信息，尤其是

模板设计中的背景不能够有动画画面，要避免与文

本内容无关的诱人性、意外性等特征，否则会把学

生的情境兴趣引向这些方面。这些信息与文本主题

无关，尽管可以引起学生的情境兴趣，但如前所述

这些特征会分散学生对主题的注意，或者干扰工作

记忆中的信息编码，或者唤醒不适当的知识图式，

对文本的主题学习与理解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把多媒体课件做得很花哨从

表面上看学生的兴趣好像很浓，但实际上只是在看

热闹，学生完全陷入课件的视听觉刺激忘记了学习

的主题，课堂教学信息的传递受到影响使本原的知

识传递 功 能 受 损。”［１２］在 多 媒 体 教 学 课 件 设 计 中，

经常会看到有些课件的模板背景信息过多，设计了

一些与主题无关的吸引人的意外的特征，这样会分

散学习者的注意力，或者把学习的情境兴趣调动到

与主题无关的信息上去了，这样的多媒体课件设计

肯定是不好的。

２．多媒体教学课件的文本结构设计

如前所述，文本的连贯性是影响情境兴趣的主

要因素之一。由于连贯的文本容易建构与主题相关

的命题表 征，连 贯 文 本 的 信 息 也 容 易 被 编 码 和 提

取，与相关的信息容易整合，因此，连贯的文本比

不连贯的文本容易引起读者的情境兴趣。在多媒体

教学课件设计中，一定要注意文本的连贯性，提炼

出主要 的、核 心 的 信 息，又 要 重 视 文 本 的 组 织 结

构，使得文本结构清晰、连贯与完整。有些教师制

作的多媒体教学课件经常是结构零乱庞杂、条理不

清，有些教师将多种信息无规则地组合在一起，缺

少对教学目标和学习主线的体现。正如研究者指出

的：“许多课件在进行内容加工时对内容结构关注

不够，没有充分利用课件制作工具对内容进行结构

化的呈现和传递，具体来说就是各部分信息之间的

承接、并列、概括、分解等层次关系以及由此组成

的框架脉络 没 有 在 课 件 中 得 到 充 分 展 示。”［１３］这 就

限制了多媒体教学课件的优越性，对激发学生课堂

学习的情境兴趣不利。文本的连贯性不仅要重视意

义的连贯性，也要重视语境的连贯性，正如语境理

论所指出的那样，“语篇连贯起码要满足 ‘语义关

联 性、主 题 关 联 性、语 境 关 联 性’等 基 本 要

求”。［１４］多媒体 教 学 课 件 中 文 本 结 构 要 充 分 体 现 文

本的连贯性，只有这样，一方面能够使得文本结构

清晰简洁，同时有助于维持学生学习的情境兴趣与

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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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多媒体教学课件的文本内容设计

多媒体 教 学 的 最 大 优 势 是 能 够 通 过 声 音、动

画、图像、影视、文本等媒体形式，完成教学内容

的呈现，实现师生之间、师生与学习内容之间的会

话。操作多媒体教学课件中文本内容的具体性、生

动性、悬念性、富有想象性、容易理解性 等 特 征，

对于抓住学生的注意、激发学生课堂学习的情境兴

趣非常重要，会使得教学情境与师生达到交融，构

建一个学习实践场域。在多媒体教学课件设计中，

如何呈现学习内容及其情境是多媒体教学课件设计

的难点。“一个多媒体课件呈现给学生的画面并不

是越多、越复杂越好，重要的是如何在把握教学重

点和难点的基础上，设计出符合学生认知规律思维

特点情感特 征 以 学 为 主 的 内 容。”［１５］在 多 媒 体 文 本

与声音图像中，哪些信息需要呈现、哪些信息不需

要呈现要 留 给 学 生 一 些 悬 念，以 便 引 发 学 生 的 想

象，促使学生积极地思考，需要认真和仔细地加以

考虑。此外，呈现的信息内容在语言表述上也要简

洁明了，哪些信息需要概括、哪些信息需要具体、

在适当的时候如何提供生动的例子等，都是非常重

要的方面。在多媒体教学课件设计中，要避免把所

要学习的内容全部用课件呈现出来，教师在上课时

只是读课件，这样就不是多媒体辅助教学了。在多

媒体辅助教学中如果这样做，就会使得学生失去学

习的兴趣，更谈不上调动学生课堂的情境兴趣了。

多媒体文本的内容设计可以最大限度地体现文本内

容的具体性、生动性，最能够体现教学直观，这是

传统的教学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在多媒体教学课件

的文本内 容 设 计 中，可 以 通 过 一 系 列 的 技 术 与 方

法，直观而生动地呈现文本内容，演示某种现象发

生、发展的过程，从而引起学生课堂学习的情境兴

趣，这也是传统的教学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４．多媒体教学课件的文本呈现方式设计

多媒体教学课件的最大优势在于可以灵活地设

计文本的呈现方式。文本的具体性、生动性、悬念

性、富有想象性等特征都可以通过改变文本的呈现

方式而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文本内容的呈现要有

变化，应该使用一定的动画效果。有的内容需要一

次性呈现，有的内容要渐次呈现。尤其是一些重点

内容、难点内容或者重要的过程，需要更好地设计

呈现方式，激发起学生课堂学习的情境兴趣，增强

学生的注意。但在呈现方式的设计上也要考虑情境

兴趣的负面效应，因为多媒体教学课件的最大缺点

也可能表现在文本的呈现方式上，如果以动画的方

式呈现内容 或 者 呈 现 一 些 诱 发 学 生 学 习 兴 趣 的 内

容，就会使得学生的注意点投放在一些不重要的信

息上，偏离主要的和关键的信息。另外，盲目地使

用丰富的图片、炫丽的色彩和强劲的音乐或视频等

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会削弱对关键信息的注意与

认知加工。

总之，多媒体课件是多媒体教学的载体，课件

将文字、图像、声音、视频、动画等多种媒体信息

集于一体，通过投影仪等设备展示给学生。多媒体

教学课件能够有效地创设情境，为学习者提供尽可

能真实的 学 习 情 境；多 媒 体 教 学 课 件 化 抽 象 为 直

观，结构化呈现教学内容。但多媒体教学要发挥其

应有的作 用，多 媒 体 教 学 课 件 设 计 的 优 劣 非 常 重

要。在多媒体辅助教学中，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课

件的优势，通过操作文本的连贯性、具体性、生动

性、悬念性、富有想象性、容易理解性等特征，操

作文本任务的呈现方式，从而调动与激发学生课堂

学习的情境兴趣，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同时，在多

媒体教学课件设计中要结合课堂情境兴趣的规律，

优化多媒 体 教 学 课 件 的 文 本 结 构、内 容 和 呈 现 方

式，增强课堂情境兴趣对学习的正面促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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