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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 利用多媒体技

术 进 行 物理 教 学
,

已 成

为物 理教学改 革中的一

个热 点 问题
,

也 是 物理

教学现代 化建设中的一

项 重 要 工 作
#

近 几 年

来
,

我们在 这 方 面进 行

了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和

实 践尝 试
,

取 得 了一 些

成绩
,

完成 了一套 大 学

叁叁基
才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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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制作多媒体课

件的硬件条件

多媒体计算机是多

媒体技术 的物质基础
,

合

理 的硬件 配置是充分展

现多媒体信息
,

发挥多媒

体优势的保证
#

简单说
,

对计算机的要求就是速
’

度快
、

内存多
、

硬盘大
#

∃% & 的速度是计算

物理教学 软件
,

并应用于教学 实践
,

取得 了很

好的效果
#

现结合我们的工作
,

就多媒体技术

的特点和制作多媒体课件所需环境等问题
,

谈

谈我们的体会
#

一
、

多媒体技术的特点

多媒体是指 以计算机为核心
,

能够产生
、

存

贮
、

传送
、

输 出文字
、

图片
、

声音
、

动画
、

视频等信

息的媒体系统
#

它的主要特点是
∋

(∀ 能呈现多种形式的信息
,

包括文字
、

图

片
、

声音
、

动画
、

视频
,

能全方位
、

立体式地展示

客观世界
#

计算机显示的画面色彩鲜艳
、

形象

生动
,

尤其是 动画演示
,

可 以真实地冉现客观

世界 的物 质运动
,

也能模拟 实际上并 不存 在

的物理模型
,

在解释物理概念 和原理方 面所取

得 的 良好效 果
,

是传统的教 学手段 所达 不到

的
#

)∀ 具有强大的人机交互功能
,

用户可以干

预
、

控制媒体的播放
,

自由 自主地学习
,

使传统

的学习变得轻松愉快
,

有助于提高学习兴趣
,

增

强学习效果
#

!∀ 能够与计算机网络相结合
,

实现远距离

教学
,

可以和几千里外 的学员交流思想
,

传递信

息
,

扩大了知识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

也加快 了知

识的传播速度
#

机运行快慢的关键因素
,

根据现在软件的情况
,

选取奔腾 ∗++ ,卜厄 以上 的机型
,

基本上能保障

流畅的媒体展示效果
#

微机内存要求在 犯, 以上
,

较快的 ∃%& 必

须辅以足够多的内存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

现在

的程序一般都比较大
,

在几个程序同时运行 的

时候
,

若内存不够多
,

运行速度就要受影响
‘

现

在 市 场上 的机 器
,

犯, 内存是 比较普 通 的
,

+− ,
,

∗). , 以上的内存也在逐渐增多
#

另外
,

显示卡要有 /, 以上的显示 内存
,

要

能在 0 12 3 4 5 6 下支持 ∗+ 位真彩色
,

)  + 色在演

示动画
、

视频方面是不够用的
#

硬盘要求在 78 以上
,

硬盘要装的东西很

多
,

包括应用程序和各种媒体素材
#

现在的应

用程序一般都比较庞大
,

动辄十几兆
、

几十兆
,

传统 的几百兆硬盘已是捉襟见肘
,

而媒体素材

尤其是音乐
、

视频材料
,

几秒钟的内容就需要几

兆
、

十几兆的空间
,

硬盘小了是不方便的
,

现在

市场上的硬盘一般都在 78 以上
,

当然是越大越

好
#

以上配置若能达到
,

制作运行 多媒体程序

的效果就能令人满意
,

如果达不到
,

可按下面列

出的最低限制配置
∋

机型
∋ − . + 9 : ; ++ ,比

<
内存

∋

∗+ , <
显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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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硬盘
∋
 −=,

#

另外
,

要使自己的多媒体课件更加丰富多

彩
,

贴近生活
,

还需配置扫描仪
、

数码相机等设

备
,

用以撷取丰富的实物图象
#

三
、

制作多媒体课件所需的软件

总的来讲
,

制作多媒体课件需要三类软件
∋

操作系统
、

多媒体集成软件和媒体素材编辑软

件
#

操作系统是管理
、

运行计算机软件的基础
,

主 要 有 7; ∀ +# ) )
、

中 文 01 23
4 5 6!

#

) 和 中 文

01 23
4 5 6>  等

,

首 先 必 须 装载 :4
6

,

然 后 在

0 12 3 4 5 6!
#

) 和 01 23 45 6>  中选其一
,

最好是

0 123 45 6>  
,

它是当今最流行的人机界面
#

多媒体集成软件又叫制作平台
,

是用来管

理各种信息素材的
#

如果说一个多媒体课件

是一部话剧
,

那么制作平台就是这出话剧 的导

演
,

正是它决定了各个演员
—

各媒体对象在

什么时间
、

从什么位置
、

以什么方式出场
<
出场

之后完成什么动作
、

停在什么位置
<
什么时候

、

以什么方式退场等等一切行 为
#

这个过程又

像搭积木
,

媒体素材就是一块块的积木
,

由集

成软件把 它们搭起来
,

积木块多种多样
,

组合

方式千变 万化
,

搭制 出来的形状 也就丰富多

彩
#

现 在 流行 的 平 台 主要 有
“

方 正 奥 思
” 、

?2 ≅Α 4 Β5 ΧΒΔ
、

Ε 4 4 (Φ4
4 Γ

、

31 ΒΔ Δ≅4 Β
等

,

其 中 以

? Η ≅Α 4
Β5 ΧΒΔ 为 最 佳

#

这 是 一 种 基 于 图 标

�Γ
4
企ΦΧ6 Δ∀

、

以流 程 线 为结 构 的 制 作 系 统
,

和
“

Ι Χ6 1ϑ
” 、 “

∃
”

等语言不 同的是
,

它不需编程
,

各素材对象都以图标的形式放在桌面上
,

用 鼠

标拖到流程线上
,

赋予各种属性 即可
#

同时
,

它

可以调用
“

∃
”

等生成的可执行文件
,

这极大程

度地扩展了它的功能范围
#

? Η ≅Α 4 Β5 ΧΒ Δ
在 0 12 3 4 5 6 下运行

,

其成果

可包装成可 执行 文件 �ΔΚ Δ ∀
,

这些 Δ
ΚΔ 文件能

够 在 0 12 3 4 5 6 下单独运行
,

不需 ? Η ≅Α 4
二

Χ二

的环 境 支持
,

这 是 其他 多 媒体软 件 做不 到

的
#

媒体素材编辑软件主要用于制作具体的文

字
、

文本
、

图片
、

动画
、

音乐和视频材料
#

文字
、

文本可在多媒体集成软件中直接写

屏输人
,

也可以用 0 %Λ
,

0 4 Β3 等软件编制
,

然

后在平台中读取
#

图片有两种
,

一种是 色彩 比较简单
、

仅 由

点
、

线
、

面构成的图形
,

另一种是色彩丰富
,

反映

客观风景
、

事物的图象
#

图形又分位象图形和

矢量图形两种
,

矢量 图和位象图相比
,

有着可以

随便放缩
,

占用磁盘空间小
,

移 动
、

编辑方便等

优点
#

位象图形可 以用 01
2 3 45

6 的小画笔制

作
,

也可 以用功能 较为强大的 ,6 %Χ1 2≅
、

%Φ ΒΗ6 Α

等软件制作
< 矢量图则应用∃ 4 ΒΔ (3 ΒΧ5

、

ΜΒΔ
Δ ΑΧ2 3

等制作
,

这些软件在市场上都很常见
#

图象一般靠外界输人
,

可以用数码相机照

相
,

然后拷贝到机器上
,

也可以直接从某些光盘

中读取
,

然后用 %Α4 ≅4 6≅Ν(
Δ 4 %Α 4 ≅4 6Α 叩 等编辑

、

渲染
,

以达到理想效果
#

动画是最具特色的多媒体素材
,

分为二维

动画和三维动画
,

制作二维动画的工具主要有

? 2 1ΟΧ ≅4 Β %Β4 和 ? 21 Ο Χ≅4
Β Λ≅4 31 4

#

前者运行于

Π � ∀Λ 环境
,

适合于作简单动画
,

其创作速度 比

后者快
,

后者在 01
2 3 4 5 6下运行

,

功能 比前 者

多
,

适合于作较为复杂的动画
,

还可制作带音乐

的视频 �? Θ 7∀软件
#

制作三维动画
,

!:Λ 最 为

流行
,

其 !
#

�
、

−# � 版本在 7; ∀Λ 下运行
,

!:Λ ,?;

在 0 12 3 4 5 6 ’

>  下运行
#

!:Λ 的优点是色彩渲

染能力强
,

画面逼真自然
,

视觉效果极佳
,

缺点

是难 以用数学的精度描述客观事物
,

这一点可

以用 ? Η

≅4ϑ Δ3 等工具来弥补
∋

先在 ? Η

≅4ϑ Χ3 中创

建精确 的物体结构模型
,

以 : ; Μ格式输人到

! : 中
,

再生成立体图形
#

制作音乐程序的软件很多
,

一般的声卡驱

动程序中都带有音频编辑软件
,

0 123
4 5 6 中的

录音机就能编制声音程序 �0 ? Θ ∀
,

它还可用麦

克风直接录制外界声音
#

随着微机技术的发展
,

硬件将越来越完善
,

软件将越来越丰富
,

而它们的价格则会越来越

便宜
#

我们坚信
,

在今后的实践过程中
,

经过进

一步 的努力
,

就一定能够找到更为得心应手的

工具
,

制作出更为精美的多媒体课件
,

促进物理

教学现代化的深人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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