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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如何在 PPT 演示过程中快速缩放屏幕

部分学生在线学习过程中，常常通
过手机、平板电脑等屏幕较小的终端，
收看直播课程，会造成 PPT 课件的文
字和图片显示变小，导致无法看清文
字或者图片。针对这一问题，小编给
大家介绍一下如何使用 window 系统自
带的放大镜功能，实现在 PPT 放映模
式下随意的缩放屏幕，让学生看得更
清晰。
注：以下以 Windows 7 操作系统做截图
示例，其它版本操作系统的操作类似。

1
启动放大镜，进行基本设置

1. 启动放大镜
点击系统左下角的“开始”菜单，

找到【附件】，选择【轻松访问】，
再选择【放大镜】。操作如下图：

2. 设置缩放增量和“跟随鼠标指针”
缩 放 增 量， 是 指 每 进 行 一 次 操

作，放大的比例，可选 25%、50%、
100%、200% 等。

设 置 放 大 镜 跟 随“ 跟 随 鼠 标 指
针”，即鼠标（或光标）在哪，放大
的中心就在哪，放大的中心随鼠标（或
光标）移动，帮助教师在使用放大镜
放大幻灯片时，突出正在讲授的教学
内容。

操作如下图：

2
应用放大镜，进行屏幕缩放

1. 方式一：在放大镜图标，点击（+）
或（-） 键，进行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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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式二：应用快捷键，选择启用或
关闭放大镜。常用快捷键如下：
（1）启用放大镜：  按下 Windows 徽
标键  +  （+） 键；
（2）执行放大操作：按下 Windows 徽
标键  +  （+） 键；
（3）执行缩小操作：按下 Windows 徽
标键  +  （-） 键；
（4）关闭放大镜：  按下 Windows 徽
标键  +  （Esc）键。
注：Windows 徽标键图标为

在键盘的左下方
附：Windows 10 系统查找和启动放大
镜的操作步骤。

1. 点击系统的“开始”菜单。

3. 在电脑设置中，选择“轻松使用”。

（教发中心）

以上是简单的操作说明，希望能
对老师们有所帮助。

【我的教学笔记】以学生为中心：将互动测试融入在线授课

2. 选择“电脑设置”。

1. 基本情况

在线授课形式给教师和学生都带

来了新的挑战，同时也为借助最新技

术，采取更加丰富的手段落实“以学

生的学习为中心”，提高教学质量提

供了新的机遇。从教学理念来看，教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张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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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定位已经逐步从单纯授课，到学

生学习的陪伴者和促进者。因此，在

分享知识的同时，鼓励学生们在彼此

身上学到东西。设计更多渠道和机制，

搜集学生的基本学情、学习过程和最

终效果。

（1）准备工作：电脑双屏，一个

教师用做记录和应变，一个直播分享

用。手机观看直播，监测学生端的页

面情况。有线网络保证网络良好且稳

定，虽然监测可以发现直播从发出到

接收有 10-15 秒延时，但整体上在连续

3 个小节内可以保持稳定且顺畅。

（2）直播授课过程中的互动和反

馈搜集方式：问卷星（提前设计好问题）

学情信息搜集和课后测验。

（3）课程和学生的基本情况：课

程名称：《工程经济学》；授课对象：

物业 18；小班授课，22 人全部签到，

并在课后提交了自己的笔记。

02 具体操作及其效果

1

前测：暖场签到和基本信息搜集，

实现初步的学情预判。

其中特别关注学生对第一周在线

授课的总体感受，关于“开学已经一

周了，在线上课的感受如何？有什么

经验可以分享给同学和老师的？”

学生回复中，比较有参考意义的

回复有：

（1）积极反馈：

● 有趣，能互动。

● 这样上课挺好的，感觉效率会比

较高。

● 第一次线上上课感觉挺紧张的，

尤其也接触到新同学、新专业等新的

事物。

● 其实我们真的在听课，也有讨论，

真的真的不想出镜！

● 感觉挺好的，虽然也有局限性，

但参与性、积极性更高，被点名连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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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后巩固测试，针对本讲的要点

内容进行检验。

课后测验链接：

https://www.wjx.top/jq/59113811.

aspx

从目前搜集到的学生自评和总体

感受来看，整体效果良好，的确对促

进学生学习发挥了一定的积极贡献。

（1）课后的总体感受：咱们的第一

节课程之后，你的总体感受是怎样

的？

（2）学生对自己学习情况的自我评

估：对自己第一堂课的表现，如何评

价？满分 100 分，给多少分啊？有什

么经验和教训？

太可怕了。

● 个人觉得在线上课比在学校上课好，

在教室坐着我会打瞌睡。

● 在线上课其实可以听很清楚，ppt 也

很清晰明了，但可能老师得到的回馈

比较少…

（2）注意事项：

● 听不进去，躺着床上，半睡半醒的听。

● 线上上课有很大的偷懒空间。

● 感觉良好！还是要靠自觉。或许布

置作业会好一点 ?

● “被老师疯狂的视频连线，这位同

学请你连一下视频。”

● 还可以，但不自觉的话还是不太好，

效率不高，在学校会更想学习。大概

心怀梦想会更认真吧。线上课其实有

点爽！因为离 ppt 很近很清晰而且可以

自由选择上课地点。

2

课前说明过程检测的要求，关注学

生的课程笔记和学习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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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指点）

【在线教学进行时】直播授课的三个

关键词

https ://www.b i l ib i l i . com/video/

av89882209

注重（需要）交互；要求学生做笔记（纸

质版，课后提交）；身边的课程元素。

【在线教学进行时】在线教学准备的

十个“有没有”

https ://www.b i l ib i l i . com/video/

av89261218

3. 小结与改进

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应对

第一，实时互动目前不太好实现。不过，

所幸班级人少，可以考虑点名后微信

群内语音作答，正好适合简单问题。

第二，过程中的检测点多设置一个，

三小节连上，中间容易疲惫和松懈，

后续尝试在每个小节的 45 分钟内均随

讲随练，这就需要提前做好更多设计

和准备。

第三，提前设置好了手机和电脑各种

通知静音，但直播分享屏幕过程中，

右下角邮件提醒弹窗，今后这类信息

都应该屏蔽杜绝。

★推荐给教师伙伴们的参考资料

（特别感谢清华大学冯鹏老师的“云 ( 教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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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学笔记】以学生为主体的网络教学“四步法”

疫情防控期间，学校鼓励广大教师

采用多种教学模式，保证在线教学质

量。我从承担的《保护生物学》课程

入手，结合多年来的教学经验，设计

并摸索出了“大纲指导资料 + 电子版

教材集及相关的阅读资料 +PPT 资料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李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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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课 + 网上答疑和讨论”的模式，

即网络教学“四步法”。使用这种教

学模式上课，学生学习状况很好，提

问积极有针对性，讨论有深度热情高，

比课堂授课的情况还要好。现将自己

的一点体会与大家分享。

一、网络授课思路和体系的思考

为确定适合自己的网络教学模式，

我也试用过大家分享的各类技术方法，

渐渐感到应先设计一个结合网络教学

授课的思路和体系。作为一门保护区

专业的重要课程，自学教材和教学大

纲是必备的基本资料；大学生基本的

自学能力也是足够的；大学的教学强

调学生应该是课程主体，而且学生更

喜欢讨论式和研究型教学；教师指导

和思想引领更是十分必要的。通过指

导学生课程学习，掌握知识理论，提

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关注

国家自然保护的关键问题和战略决策，

树立未来投身国家自然保护乃至构筑

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的崇高理想，是

培养新时期生态保护人才的目标。

基于上述教学思路和思考，通过多

次尝试我确定了使用网络教学“四步

法”（见下图）。此方法的设计意图

是为突出：一个主体，以学生为主体；

四个学习步骤，即自学、教师微课、答

疑讨论以及具体作业和案例分析。通

过网络教学，达到培养学生自学能力、

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目的。

二、“四步法”网络教学步骤

★提前发送学习资料。

课前提前把自学教学内容与要求

等相关教材资料、教学内容、参考资

料发给学生进行自学，学生通过自学

教学内容体系和基本知识和理论，做

好学习笔记并记录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微课录制。

我采用微软听听文档这个小程序，

对每次上课PPT的重点内容进行整理，

结合重点、难点以及重点案例进行讲

解。微课的优点是操作简单，学生可

多次重复播放，便于学生掌握重点及

将来复习使用。

★微信群答疑讨论环节。

      通过学生自学和微课学习，针对学

生学习中的问题，组织学生提问和讨

论。这个环节的难度在于：如何 hold

住现场和接住学生五花八门的问题。

我加大了备课工作量，尽量做好充分

的准备，也提前准备了一些学生学习

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随时提出问题，

帮助学生准确把握关键点，发挥教师

指导与引导的作用。同时，也达到督

促学生学习和抽查学生上课情况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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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和案例分析。

      我结合课堂中一些重要保护问题、

案例，给同学布置作业，指导学生查阅

文献资料，完成作业和具体案例分析，

掌握解决问题的途径。这部分也可以

作为检查学生学习效果和平时成绩的

评定。

三、初步效果 

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三次网络

授课，总体感觉不错，也解决了课堂

教学中的一些问题：教师很难组织学

生展开讨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发

挥不够等。网络教学“四步法”的优

势在于： 

1. 凸显了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网

络课程中，学生自学的效果很好，特

别是从学生提出的问题中可以看出，

学生对微课讲解形式乐于接受。

2. 促进了教学相长。微信群答疑

讨论中，学生很积极，提出的问题既

与教学目标契合，又有一定的深度和

广度，还紧跟当前相关领域的热点，

这表明学生既能按照教师指导和大纲

要求学习教学内容，也拓展阅读了相

关参考资料，反映了课堂教学中难以

体现的学习自主性和积极性。同时，

学生提问的深度和广度，也促使教师

既要注重自身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学术

素养的提升，更要充分做好课程准备

工作，以备随时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

真正实现了教学相长。

3. 实现了共同提升。学院教学管

理人员以及若干同仁均通过微信群观

摩了整个教学过程，及时发现优点及

存在的不足，大家集思广益，取长补

短，实现了共同提高。

四、存在问题和解决方案

从目前上课情况看，网络授课也

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无法组

织课堂秩序，无法全面、准确地把握

每位学生的参与程度等。初步想法是

加强班级上课网络打卡管理，建立网

上课程学生学习的评价方法等，希望

能对教学效果有所帮助。

网络授课不是新生事物，但对于

习惯于课堂教学的我，确实是一个巨

大的挑战。感谢学校和学院及时把很

多网络教学模式以及相关技术的资料

发给大家，可谓“雪中送炭”；也感

谢老师们每天在微信群分享的在线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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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发中心）

课经验和体会，让我一点点领悟，有

底气用好“炭”。网络教学，技术是

必要的，但首先应该考虑课程特点和

教学目标。实现课程教学目标，培养

学生必要的能力，是教学之本。

【我的教学笔记】在线教学初体验（一）

充分准备，多措并举充分准备，多措并举
《英语国家社会文化》在线教学授课体会《英语国家社会文化》在线教学授课体会

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 祖国霞

 2 月 17 日是国内很多大学和中小

学春季学期开课首日，也是我们学校

新学期的第一天。对于有着 20 多年教

龄的我而言，今天的授课与以往完全

不同，因为我要借助现代网络技术对

祖国各地的同学们进行在线直播教学。

经过前两周学院组织的培训，我最终

选取了腾讯课堂作为授课平台，以企

业微信作为联系平台辅助教学。并且

在正式开课前，跟学生进行了三次试

用，效果良好。

但是，真的到了上课的当天，我开

始不断担心：

网络怎么样？会不会出现卡顿？

PPT 在腾讯课堂上是否能流畅使

用？

学生们能准时、顺利登陆课堂吗？

教学能顺利开展吗？

虽然我的课是上午的 345 节，但是

早上 7 点多就开始反复检查教学设备

的我还是各种担心，心中万分忐忑。

9 点 35 分，我准时开启了网络课堂，

同时在课程微信群里通知学生们也要

提前准备好学习资料，并登录腾讯课

堂和企业微信。

9 点 50 分， 课 程 正 式 开 始。 班

级出勤率 100%，教学顺利开始。但

是腾讯课堂在 5 分钟之后出现网络问

题，自动断开连接。因为早有应急预

案，我立刻通过企业微信群告诉同学

们稍安勿躁，先看手头的学习资料。

另一方面，自己马上尝试再次登录腾

讯课堂并很快解决了断线问题。这个

小插曲让我当时急出了一身汗，好在

后面的教学顺利完成。宣布下课后，

同学们还发了很多小花花给我，那一

刻，真的感觉这些网上的小花比收到

真花还让人觉得幸福！

通过直播教学，我对自己所教授

的课程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也期待

下次课还能收到来自学生们肯定的小

花花！

( 教发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