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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 %& 年第一台计算机研制成功以来
,

人类的科技知识就呈现出了爆炸性发展的局

面
∋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
,

人类有史以

来
,

!(( 万年积累的科学知识仅占知 识总量

!()
,

而近 ∗( 年来积累 的却占 ∃( )
∋

另有某些

专家测算出人类知识在 !∃ 世纪是每 +( 年增加

一倍
,

#( 世纪每 !( 年增加一倍
,

’

,( 年代每 + 年

增加一倍
,

而 目前大约每 ∗ 年增加一倍
∋

而 ,(

年代后正是计算机由中小规模集成电路作逻辑

元件发展到由大规模及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作逻

辑元件时期
,

这个时期的集成 电路技术的发展

遵循著名的摩尔定律
,

即集成电路的复杂性 −性

能∀每 !. 个月就提高“倍 / 现在估计这个定律

仍将适用 #( 年左右
∋

可以说计算机的迅猛发

展直接推动了科技的迅猛发展
∋

它使人类由工

业社会进人了信息社会
一
计算机不但像蒸汽机

那样推动了经济领域的变革
,

还推动文化
、

科技

和生活等领域的变革
,

因此
,

计算机对人类社会

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当时的蒸汽机
∋

当然教育领

域也不例外
,

�声0 就是最好的例证
∋

一
、

��  技术的现状

为 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

教育必须作出

多方面的改革
,

计算机的迅猛发展为教育改革

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技术支持
,

计算机辅助教学

−� 12 环血
3
�4 45 467 8 玩仅9 : 65

; � 叼∀由此应运

而生
,

简单地讲
,

��  就是将计算机用作教学媒

体
,

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

使学生通

过与计算机的交互对话来进行学习的一种新型

教学形式
∋

它的基本原理就是计算机在程序的

控制下可以通过输出设备 −如微机监视器 ∀向人

们呈现信息−这些信息是数字化的
,

即一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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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以 ! 和 ( 的组合形式表示∀
,

通过输人设备

−如键盘∀接收使用者输入的各种信息
,

并对输

人信息进行判断
,

根据判断结果进行转移和提

供有针对性的提示信息
∋

因此
,

把具有教学功

能的软件 −即课件 ∀配置到计算机上之后
,

计算

机就能像人类教师那样与学生构成教学系统
,

完成一定的教学任务
∋

!
∋

�户0 系统中的硬件

硬件是指计算机系统中各种实际的物理设

备
, 、

包括主机
、

!> ( 设备 −输人 > 输出设备∀
、

外

存储器
、

教学终端和通讯线、习惯上把主机以外

的其他设备统称为外部设备
,

而硬件是实现 ��  

的物质基础
,

其中主机的诸多性能指标是计算机

系统是否先进的标志
,

如中央处理器 � ? ≅ 5从

 血怡!公司的 .(. & 到今天的声Α 65 切叮2
,

其主频已

达 %+ (Β任七 以上
,

并增强了浮点运算
、

并行处理

和因特网功能
,

内存 −咒机∀也向 <11 Χ 以上发

展
,

硬盘容量更大
,

达  ΔΕ 以上
,

这些指标的迅

速提高
,

使计算机处理速度大大加快
二
除此之

外
,

�� 系统对硬件有它自身的特殊要求
/

计算机的母语是英语
∋

在我国科技人员的

努力下
,

现在中文的输人
、

输出已不在是间题
∋

目前用作外存储器的主要是硬盘
,

近年来

发展起来的光盘
,

具有信息密度高
、

保管方便的

特点
,

是一种理想的存储介质
∋

教学终端亦称学生工作站
,

它是学生与计

算机进行通讯 的媒介
。

现在 已 出现 了多种输

人
Φ
愉出

、

设备构成的多媒体终端
,

例如
,

由键

盘
、

�卫0
,

文 图形显示器
、

光笔
、

‘

随机存取幻灯机

等构成的多媒体教学系统终端
∋

#
∋

系统软件

它是指在计算机系统中
,

所有供用户使用

的 软 件
,

它 包 括操 作 系统 −如 <∀ ( + 系 统
、 Γ

Η5 Α8 1Ι
4 系统以及现在的 ϑ5 Α 9 Κ 系统∀

、

程序设

计语言系统及其处理系统
、

数据库管理系统
∋

课 件 写 作
·

系 统 −� ;
Ι Λ37 �叨比35 Α=

4Μ 4加2 代澎诏∀是各种写作工具中功能最强的系

统
。

由于许多课件不仅要求具有正文
、

图形
,

而

且还要有声音
,

因此现在的写作系统都能支持正

文
、

图形和声音的编辑
∋

��  课件在发展初期只

现代物理知识



能由懂得计算机高级语言的计算机专业人员编

写
,

由于受跨学科知识的限制
,

其开发出的课件

难如人意
,

而现在 已有许多公司推出界面友好
、

简单易学的课件写作平台
,

如 Ν1Ι 73? 15 Α6∋ 方正

奥思
、

� 9 6Ο 1
3Ι Λ37 及 Α 37 : 61 3

等
,

对于不懂高级

语言的非计算机专业的教师来说
,

这些课件写作

系统也是容易掌握的
,

使非计算机专业教师编写

本专业的课件成为易事
∋

课件是 � � 系统中的核心部分
,

它是为进

行教学活动
,

采用计算机语言
、

写作系统或其他

写作工具所产生的计算机软件以及相应的文档

资料
,

包括用于控制和进行教学活动的
一

计算机

程序
、

帮助开发维护程序的文档资料以及与软

件配合使用的课本和练习册等
∋

二
、

��  与教学改革

传统的教学方式是老师讲
、

学生听的书本

教育
,

这种
“

填鸭式
”

教学方式正在被越来越新

的教学形式所替代
,

��  由于 它的交互性与个

别化特点
,

必将给传统教学方式带来一场革命
∋

首先
,

教学对学生而言不在是被动与灌输
,

而是提供较好条件 由学生 自己主动试探
∋

其

次
,

不同的学生能得到较好的区别对待
,

达到一

定程度的因材施教
∋

第三
,

教师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摆脱重复性劳动
,

把精力转移到更有创造

性 的活动中
∋

第四
,

教学课件可以集中多数优

秀教师的智慧
,

因此优于一般教师水平
∋

由于 ��  具有上述优点
,

所似的它的发展

必将改变现有的教学模式
,

在 ��  教室中
,

学生

在教师精辟简练的讲解指引下
,

自己动手操作

计算机进行学习
、

实验
、

人机对话
,

或与教师互

相讨论 问题
,

或通过学生间分组讨论等方法进

行学习
∋

这是一种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
,

教师在其中起的是 组织
、

引导和释疑的作用
∋

这种方式取代了教师单方面大量讲授的传统的

教学方式
,

在 目前 国内已开展 ��  教学的高校

中
,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三
、

� �  的未来

� �  的理论基础经历了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 年代初至 ,( 年代末 ∀
,

认知主义学习理论

−,( 年代末至 .( 年代末 ∀
,

建构主义学习与教学

理论 −∃( 年代至今∀三次大的演变
,

建构主义学

习理论是认知主义学习理论的最新进展
,

它强

调以学生为中心
,

不仅要求学生由外部刺激的

被动接受者和知识的灌输对象转变为信息加工

的主体
、

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 Φ而且要求教师

要 由知识 的传授者
、

灌输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建

构意义的帮助者
、

促进者
∋

这个阶段被认为是

��  理论发展的成熟阶段
,

但是我国 ��  的发

展大多停留在 ��  教学模式 Π 传统的灌输式

教学 Θ ��  课件的阶段
,

于是就有了拥有 ��  

教学就等于进行了教学改革的错误观点
∋

而目

前比较成熟并 占领市场的仍是基于行为主义学

习理论的 ��  课件系统
,

这种课件系统的技术

特点仍是基于框面
、

采用小步骤的分支式程序

设计
,

学生作为软件使用者
,

被动地接受知识的

灌输
∋

有资料表 明
/

现在市场占绝对统治地位

的是单机环境下运行的 � 叼 软件
,

这类软件以

光盘做信息载体
,

明显存在 以下不足
/

第一
,

缺

乏网络支持
∋

第二
,

缺乏智能性
∋

第三
,

缺乏教

师的参与
∋

基于上述不足
,

所以智能 �户0
、

网络 ��  以

及基于 网络环境的智能 ��  是 ��  的发展方

向
,

它是 Ρ Σ��  与  ��  相互取长补短
,

以有机

方式构建的一个新的系统工程
∋

在 Ρ Σ �� 」系统中学生通过使用学生机房

或是家中的计算机登录到 Ρ Σ ��  的
473Τ 73 −服

务∀端
,

Ρ Σ  ��  会按其不同的认知水平为其准

备不 同难度的教学 内容
∋

完成学习时
,

系统通

过各自适应的测试 −� � Υ∀ 确定学生新的认知水

平
,

作为其下一次登录学习时为其准备学习的

内容的依据
,

并向学生提 出一些安排学习的建

议
∋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实时地与其他在线

的学习者进行讨论
,

并可通过
7

观
Λ 5<的形式与

教师进行交流
∋

教师使用 自己的计算机在教研室或家中登

录到 Ρ Σ  ��  的 47 3Τ 7 3
端

,

检查学 生的学 习进

度
,

并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
,

有针对性地对教学

内容
,

测试 内容进行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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