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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表明
,

采用课堂演示教学可明显 与传统的微机相比
,

多媒体微机需要处理

地刺激学生听课的注意力和求知欲
,

使抽象问 声音和图像信息
,

这类信息处理的特点是数据

题浅显化
,

有着丰富良好的教学效果
#

但限于 量大
,

而且要求具有实时性
#

实时图像和声音

以前的技术条件
,

我们已明显地感觉到课堂演 的处理需要有高速处理器
,

宽带数据传输装置

示手段还过于单调和落后
,

难以充分满足课堂 及大容量内存和外存等一系列硬件环境支持
#

演示内容多
、

时空范围广的要求
#

多媒体微机 这与 目前微型计算机所能提供的硬件环境产生

技术实现了将文字
、

数字
、

声音和图形图像等多 了相当大的矛盾
#

为了扩大外存容量需要采用

种媒体的统一管理
,

为改进课堂教学演示手段 ∃ % 一& ∋ ( 光盘存贮器
,

解决传输频带宽度问题

展示了光明的前景
#

的通用办法是对图像和声音进行压缩编码和解

一
、

微机多媒体技术 的主要特征 编码技术
#

从软件来看
,

多媒体技术除了需要

多谋体技术又称多媒质技术
,

是 ) � 年代计 多任务实时操作系统和窗口 系统支持外
,

还需

算机的一种特殊功用
#

以前的计算机只能处理 要一个软件环境来统一管理多媒体信息
#

多媒

数字和文字
,

而多媒体技术使得计算机除了能 体微机的最低规格要求是
∗

处理数字和文字之外
,

也能处理声音
、

图形和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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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

使用多媒体技术还可使计算机与音响
、

电
#

& 4 ( 5( 6

视
、

录像等设备相结合
,

组成各种强大的功能系
#

视频输出 7 8 4 显示器

统
#

多媒体演示系统是把文字
、

声音
、

动画
、

图
#

软驱 9
#

:: (6

像
,

特别是运动图像�影视图像 ∀存放在光盘 �磁
#

硬驱 !� ( 6

盘 ∀ 中
,

在播放时
,

通过人机交换方式进行选
#

光盘规格 ∃ % 一 & ; (

择
,

通过显示器显示图像和通过扬声器播放 出
#

声音规格 − 位 <样本
,

音乐合成

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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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技术能够将电视式的视听信息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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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与计算机的交互控制功能相结合
,

创造 出 在很多演示系统 中
,

还配置了触摸屏
,

以方

集图文
、

声像于一体的新型信息处理模型
,

使计 便用户 �特别是不熟悉计算机使用的人 ∀使用
#

算机多媒体化
,

具有数字式全动态
、

全屏幕播 实用多媒体演示系统有两大类
∗
一类是在

放
、

编辑和创作多媒体信息的功能 Η具有控制和 显示器上显示的图像
,

不包括任何运动图像 Η 另

传播多媒体电子邮件
、

电视会议等视频技术新 一类则是包括了运动图像
#

这两类系统的构成

范围的应用 Η 具有计算机与家用电器一体化的 以及所需要的制作工具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

多种功能扩展
#

多媒体技术是一项综合性的技 前者用图片和声音来达到演示的目的
,

由于没

木
,

涉及到极其宽广的专业范围
#

有引人运动图像
,

所以占用的存储空间量不大
,

微波直至紫外波段可调的 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 而生
#

这些基于等离子体物理基础研究的高技

成功建成
,

利用带电粒子束中等离子体波的强 术项目
,

有的已见成效并有可能在能源
、

国防
、

场胭速粒子的各种新加速器概念的提出等应运 通信
、

材料科学
、

生物医学中发挥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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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引人图像压缩及还原功能
#

这类系统也

不需 要视频卡
,

只需要用扫描仪作为图像的输

人设备
,

使用的制作工具也很简单
#

因为对于

声音和画面之间的同步非常容易实现
,

只要把

一个静止画面保住
,

直到相应的声音文件堵放

结束
#

这类系统在技术上已经非常成熟
#

目前已有各种硬件制造厂提供多种完整的

多媒体微机 �( +∃ ∀ 系统
,

或者提供多媒体 +∃

升级套件
,

出现了大量视听软件及视听材料
#

据

有关资料介绍
,

多媒体微机技术正在迅速发展
,

)� 年代将是多媒体技术不断地完善和 扩 大 应

用的时期
#

借助多媒体技术
,

我们不但 可以利

用微机编辑处理文字和数字
,

而且可以很方便
一

地编辑和处理 声音及图像图形
,

创造出动画效

果
,

形成色彩逼真
、

集声图文为一体的高质量综

合谋体
,

因此
,

多媒体技术被称为 )� 年代微机

技术的一次革命
#

二
、

徽机多媒体技术为演示教学提供了新

的方向

课堂教学的传统演示手段总是以演示模型

或演示仪器为主
,

其次配以投影或幻灯
,

达些演

示手段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足和缺点
#

由于每一件演示仪器总会有一定的重最和

体积
,

课堂教学又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

课

堂演示内容势必受到极大的限制
,

如果考虑到

财力的限制
,

一般学校也难以配置数 目可观的

教学演示仪器
,

因此尽管演示仪器有形象直观

的特征
,

能够大大提高教学质量
,

但在购置
、

保

管私Ι使用上均受到了很多约束和限制
,

’

色会直

接影响课堂演示内容的多样性和广泛性
#

作为

辅助手段的投影和幻灯
,

虽然价格低廉
,

也不难

实现演示内容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

但由于其缺

乏色彩层次及动画效果
,

直接影响到演示内容

的形象生动性
,

显得过于呆板
#

不难看出
,

目前课堂教学的演示手段还比

较陈旧
、

落后
,

集中体现在演示信息的知识传递

效率比较低
,

以及在时间性
、

空间性
、

形象直观

性
、

广泛性和价格上存在着不少难于克服的矛

盾
,

这些矛盾又直接阻碍演示教学的广泛而深

人地开展
,

影响着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

根据有关资料统计结果显示
,

声音和圈故

是人们生活中最直观
、

最常用的交流手段
#

人

类获得信息的最有效最重要的形式是图像
,

它

是周围的景物在人类眼睛视网膜上的映象 Η 人

类最方便的信息交流方式是听与说
#

多媒体技

术能够将电视式的视听信息传播能力与计算机

交互控制功能相结合
,

创造出集图文
、

声像于一

休的新型信息处理模型
,

使计算机多媒体化
,

具

有数字式全动态
、

全屏幕播放
、

编辑和创作多媒

体信 包的功能
#

随着计算机设备价格的大幅度

下降和各种高质量
、

高欢率软件开发工具的不

断涌现
,

在今天看来
,

将多媒体微机技术用于课

堂演示教学不再是一种希望和设想
,

已经是完

全可能的
#

从技术上看
,

充分利用多媒体微机

的声音
、

图像
、

文字
、

动画
、

多色彩
、

多窗口
、

多任

务及编辑功能
,

非常适于创作高质量的教学演

示软件
#

这种模拟演示
,

既可保留实体演示的

直观生动性
,

又 可以较好地克服课堂教学所受

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

深人广泛地组织演示体裁 Η

这种演示软件不仅可以反复使用
,

易于保管和

编辑修改
,

而且是声图文一体化
,

可以大大提高

演示信息的知识传递效率
,

实现课堂教学知识

信息的多渠道
、

全方位传递
,

必然会提高课堂教

学的演示效果
#

作为一个多媒体微机演示软件
,

应该包含

如下一些特征 Η 声
、

图
、

文集一体并易于编辑修

改
,

具有生动
、

形象直观
、

层次分明
、

色彩丰富逼

真
、

对比性强的特点
#

当前
,

多媒体系统被人们认为是一种
“

豪

华
”

系统
,

其应用还不普及
,

尚属于起步阶段
#

随

着多媒体及相关技术的进步和多媒体产品 价格

的下降
,

多媒体系统以其高质量的服务和 良好

的性能价格比
,

必将赢得众多的用户
#

多媒体

技术将越来越成熟的数字音频
、

数字视频及其

它多种多样最先进的技术与计算机 融 合 在 一

起
,

以其强大的功能
,

无比灵活的输人输出方式

和集图
、

文
、

声
、

像
、

动画为一体的诱人魅力
,

为

计算机研究开发和使用人员展现 出了一个全新

的领域
,

也为微机演示教学注人 了新的活力
,

提

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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