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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视觉文化的角度
论网络教学视频的应用*

李振亭, 陈 中

( 河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系 , 河南 新乡 453007)

网络课程是进行规范化网络教学的基础, 是学生

在网络教学中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学习资源, 是网络资

源建设和应用的一个重点。目前的网络课程中提供了

大量的视频资源 , 主要用于系统授课, 解决教学的重

点与难点, 展示实验过程和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在远

程学习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视频教学资源在网络

课程中的呈现方式一般有两种: 一类是独立视频窗口

播放的流媒体视频; 一类是以小画面在 Web 页面中

呈现, 这类视频通常放置在浏览器窗口的左上方, 约

占据屏幕总大小的 1/ 6。

一、何谓视觉文化

“视觉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匈牙利电影理论家

巴拉兹的《电影美学》中, 其含义是“通过可见的形象

来表达、理解和解释事物的能”。 [1]20 世纪的众多学

者对此问题的研究也极大地丰富了视觉 文 化 的 概

念, 如本雅明对机械复制时代电影的讨论、麦克卢汉

对视听文化的见解等, 使视觉文化具有了更加深刻

的内涵和时代意义。南京大学周宪教授是国内最早

给视觉文化下定义的 , 影响也是最大的 , 他指出 , 视

觉文化的基本涵义在于“视觉因素, 或者说形象或影

像占据了我们文化的主导地位”。[2]南京师范大学张

舒予教授将视觉文化定义为“以图像符号为构成元

素、以视知觉可以感知的样式为外在表现形式的文

化统称为视觉文化”, 她认为视觉文化不只是艺术,
凡是人们可以通过视知觉感受而直接获取信息与解

读意义的文化样式都可以纳入视觉文化的范畴。[3]

二、网络教学视频的重要性

从心理学角度讲, 人类的学习是通过眼、耳、鼻、

口和身五种感官去感知而获取知识的, 而人类通过

视觉获取知识的比率最高 , 占 83%, 听觉占 11%, 这

两者加起来就占了 94%。[4]吉布森( Gibson) 通过实验

研究发现, 当来自视觉和触觉两种感觉通道的信息

发生冲突和矛盾时, 人类更相信视觉, 这说明视觉对

人类来说是占优势的感觉形式, 听觉次之。[5]

我国一直以来都是采取班级授课制的集体教学

组织形式, 学生普遍习惯了以教师讲授为核心的课

堂教学。现在, 网络课程将学习的场所搬到了网络

上, 教师与学生处于地理位置上的分离状态, 学生与

学生之间也缺乏交流, 各种学习障碍随之而生, 学生

的学习孤独感问题尤其严重。教学视频可以很好地

解决这些问题, 它为习惯于听教师讲授的学生提供

了最有效的信息传递方式, 弥补了文本资源直观性

不足的缺点; 教学视频在直接提供教学信息的同时,
还促进了同步文本信息的传递, 有利于文本信息的

正确理解; 网络课程中的教学视频还满足了人们看

到文字想听到声音, 听到声音便想看到形象的心理。

而且, 教师形象和声音的呈现, 可以有效增强学生对

课程的认同感, 激发学习动机, 拉近学生与教师的心

理距离。传统教育形式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 教师与

学生可以随时实现情感的交流, 教师与学生目光接

触的暗示教育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教学视频中教

师形象的呈现, 对学生而言, 体现了一种潜在的关

注, 也是一种无形的学习约束, 而且教师的形象和语

言将在很大程度上加深学生对教师的了解, 尤其是

优秀教师的学术和人格魅力往往会在教学内容的讲

述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引起学生的共鸣。

三、网络教学视频存在的问题

当前的网络课程中, 教学视频越来越被视为一

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 多级全学科网络

课程建设体系中, 80%左右的网络课程都存在着教学

视频。但是, 综观网络课程的教学视频, 大都存在一

些明显的共性问题。

1. 画面主体单一

摘要: 本文在系统阐述网络教学视频重要性的基础之上 , 从视觉文化的角度分析了网络教学视频在视听效果方

面存在的问题 , 并且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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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课程中的教学视频基本上是主讲教师对教

学内容的系统讲授, 教学视频从头到尾都是教师的

近景, 没有视点、镜头、景别的变化。画面中很少有非

语言符号的运用, 节奏平缓, 明显存在着对影视艺术

潜力挖掘不足, 画面内容单调、呆板, 缺少运动、激情

和美感。学生长时间地面对这种缺少变化的画面进

行学习时, 很容易失去视听兴趣, 产生厌倦情绪和逆

反心理, 失去进一步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2. 画面主体节奏变化缓慢

在视频画面中, 画面内的各种视觉因素相互呼

应、相互配合的有秩序的变化, 可以达到更高级的节

奏感, 给观看者以美的视觉享受。乔治·凯佩斯认为,

“要使图像保持有生命的机体, 内部关系必须经常改

变。必须为眼睛和思想提供变化的视觉关系。只有这

种多样的变化能够提供必要的刺激, 使注意力保持

在画面上。改变意味着运动。所以也必须把造型图像

明确表达在时间尺度上”。[6]目前网络课程中的教学

视频多以主讲教师的近景讲授为主, 从信息熵的角

度来分析, 教师近景的单一画面所传递的信息量非

常少。在每门课程学习之初, 学习者可能希望知道教

师形象等基本信息, 即对教师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

定性, 当教师形象在视频板块中出现过以后, 这一不

确定性也随之减少或消失。在后面的教与学中, 这一

板块如果始终是教师头像的话, 对学习者来说已无

太多信息可言 , 虽然教师授课过程中的表情、手势、

眼神等非语言符号也传递部分信息, 但这部分信息

所包含的教育意义已经非常小。[7]

3. 画面色彩搭配欠和谐

色彩都是通过人的眼睛来传递色彩信息, 并起

到刺激视知觉的作用。色彩之所以能吸引人的注意

力, 与人的视觉心理有关。色彩在引起人的视觉感受

之后, 能引起人的心理反应。如红、橙、黄色给人以温

暖、热烈的感觉 , 属于暖色系统 ; 绿、蓝、紫色给人以

寒冷和沉静的感觉, 属于冷色系统。暖色除给人以暖

的感觉以外 , 还显得吸引人 ; 冷色则相反 , 不仅给人

以冷的感觉, 还显得同我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好像

处于更远的地方, 甚至还好像在收缩。[8]在当前的网

络课程中, 教学视频仅仅是教师现场讲授课堂的实

录, 很少甚至没有经过任何的后期加工处理。授课现

场的教师主体、课堂背景及周围环境的色彩搭配往

往没有达到合适的配置, 背景色彩与教师主体画面

的色彩不能很好地配合、呼应。色彩的搭配不当还可

能造成学习者的视觉疲劳或者分散学习者的学习注

意力等等, 阻碍有效学习的进行。

4. 教师形象欠佳

教师的外表给学生的视觉效果是关系到教师教

学成败的重要因素。学生往往通过教师外在形象的好

坏来判断教师内在素质的高低, 学生年龄愈小, 影响也

就愈大, 教师的人格魅力, 与学生的亲疏距离等都和外

表有直接的关系。理论上说: 教师的形象一旦和学生理

想化的某些品质相符合, 就会成为他们的视觉中心, 教

师也就成了他们崇拜和模仿的对象, 教师讲授的内容

作为形象的一部分而更容易为学生所接受。[9]而在当前

的教学视频中, 大多数教师的着装比较随意, 不能体现

教师的风貌, 整体形象缺乏一种视觉冲击力、感染力。

学生在视听过程中很难获得视觉上的愉悦, 很容易失

去对主讲教师的信心, 导致中途终止学习。

5. 画面主体表现力差

教师不是演员, 但是在录制教学视频的过程中,
的确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镜头表现力。而实际上大多

数教师都不能在镜头前随意自如地表现自己。一个传

统教学中的优秀教师不一定能够胜任网络主讲, 在摄

像机、灯光等设备前难以发挥其正常的水平, 就是由

于缺乏上镜人员的专业化训练。[10]还有的教师则由于

过多关注自己的视频形象, 而忘记了网络学生的存

在, 使自己的语言主宰整个网络学习过程, 缺乏有效

的反馈; 还有的教师在没有现场学生的情况下, 很难

有现场教学的激情, 结果造成举止拘谨紧张、表情木

讷, 使教学视频成为照本宣科的现代化说教形式。

6. 环境噪音较大

教学视频中的背景噪音也是一个需要引起重视

的问题, 这主要是由于当前的教学视频的制作缺乏专

业的摄制环境所致。具体表现如: 拍摄场地不固定、照

度较差、自然光和人工光混合、背景设计简单、没有专

业的摄像布光设备和布光人员、没有专业吸声降噪功

能、环境噪声无法得到有效控制, 特别是有些课堂实

录型的教学视频, 摄制环境一般在普通教室里, 没有

专门的吸音、隔音设施, 以及背景杂乱、服饰随意等。[11]

这也降低了当前网络课程中教学视频的质量, 使教学

视频难以给学习者视听感官上的精神享受。

四、网络教学视频的改进策略探讨

从心理学意义上讲, 视觉刺激与听觉刺激同时

作用于人的眼、耳等器官时, 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接受

两种不同感官通道的信息, 对其整合分析, 做出反应;
视听结合比任何一种单一通道获取信息都更为有效、

准确。针对同一学习内容, 进行不同刺激方式下相同

时间内学习效率的测验[12], 测验效果如下表所示。

从下表可以看出, 视听结合的心理效应具有 1+
1>2 的优势。因此教学视频的运用对于网络课程的

优化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实际操作中, 要对视觉

和听觉的运用给予同等的重视, 针对具体情况, 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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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的最佳结合点, 开发高质量的视频教学资源, 最

大限度地发挥教学视频在网络课程中的优势, 促进

有效学习的产生。

1. 关注摄制环境的改善及合理布置

现阶 段 教 学 视 频 的 录 制 一 般 都 是 在 教 室 进 行

的, 由于不是专业的摄制环境, 所以往往存在着难以

消去的背景噪音, 要制作出给人视听感受良好的教

学视频, 就一定要尽力改善视频的录制环境。教师不

是专业演员, 往往缺乏一定的镜头表现力, 这就要在

进行摄制工作的同时尽量营造浓厚的 课 堂 教 学 氛

围, 使教师的教学技艺能够充分展现, 从而实现教学

信息的有效传递。在后期的视频编辑加工中, 还可以

以教学音频为主线加插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图片、动

画、视频资料及部分教学实景。这样可以减少或消除

网络学习者的孤独情绪, 使其产生学习上的归属感,
有利于学习兴趣的维持。

2. 重视视频的后期加工

当前的教学视频中一般都是以主讲教师的人头

像形式进行授课, 这样很容易使学生产生厌倦心理。

为改变这种状况, 可以在视频的后期加工上下点工

夫。教师人头像的视频不可缺少, 因为这样可以使学

生对主讲教师有个总体的了解, 但也没有必要一直

都是“人头像”形式 , 所以当教师形象在视频板块中

出现过以后, 在后面的教与学中, 可以减少教师人头

像的出现频率或者不再出现。也即是让主讲教师的

形象退居画外, 画面主要呈现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图

片、动画和视频资料, 主讲教师以旁白解说的方式来

讲授教学内容, 通过景别、镜头、机位等各种变化, 使

一成不变的大头像讲授画面变成丰富多彩的相关动

画和视频, 这样可以更充分地传递教育信息。在后期

加工的过程中, 同时更加要注意教学视频的可视性

及艺术欣赏性, 如对视频的构图、色彩选择等进行合

理的加工和统一协调; 根据网络课程内容的不同, 有

的教学视频还可适时加入一些背景音乐, 使网络课

堂集声、色、画、乐为一体, 拓宽学生的思维视野。

3. 注重教师素质的全面提高

主讲教师的镜前表现力不足, 会影响学生的兴

趣和接受效果, 所以教师自身素质的全面提高就显

得格外重要。外在素质即是要求教师注意自己的着

装 , 注意语言的运用 , 注意体态语的辅助教育功用 ;
内在素质要求教师要不断追求学识上的渊博, 要有

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行动, 做新时代教育理念的践行

者。如主讲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 要适时将视线移向

镜头, 让网络学习者能够产生被关注的感觉。因为教

师的注视能够影响学习者的心理和行为; 可以满足

学习者的自尊, 使学习者产生被重视的感觉, 从而增

强学习自信心; 还可以增强彼此间的亲切感, 使学生

产生被老师喜欢的感觉, 有助于激发学生对该门课

程的学习兴趣。总之, 除了以上所述的视频摄制环

境、后期加工及主讲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外, 还有诸

如网络是否流畅等问题也会影响到教学视频的视听

效果, 有待随着网络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得到改善。

五、结束语

可以说, 教学视频正日渐成为网络课程资源所不

能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它的重要性也日渐凸显。在

人类已经步入视觉文化时代的今天, 教学视频的制作

也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知识的传授, 本着人本主义和以

学习者为主体的教育理念, 网络教学视频的制作也要

日益重视它的视觉传播效果, 以期能够通过教学视频

的和谐视听效果, 激起学习者的学习热情, 保持学习

者的学习兴趣, 有效提升学习者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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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效率测验效果表

三小时后 三天后

视觉 60% 15%
听觉 70% 40%

视听结合 90% 75%

时间效率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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