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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概念的多媒体课件制作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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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指出现行多媒体课件存在的种种有待改进之处 ，提出新概念的多媒体课件的理念是非线性的设计特性 、分 

式的教学特性 、面向知识的导演方式 ，以及实现新概念的多媒体课件的基本技术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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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 新概念 多媒体课件主 旨就是 为多媒体教 学 

引进 新 技 术 ，提 供 新 概 念 ，探 索 新 思 路 ，开 创 新 路 子 。 

我们 在原有 多媒体课件制作技术 和理念 的基础上力 

求在 技术上采 取更 先进 的手 段 ，并希 望在应 用 中能 

探索这些 技术手段 的可行性 和实用性 。 

一

、现行多媒体课件对新概念的多媒体课件制 

作的启示 

1．力求 突破现 有 多媒体课件 的线性设计特性 

目前 的 多媒体 教学课 件 中 ，主流 的制作技术 是 

线性 的。这 种技术 是课 件制作 者 受 MicrosoR Power． 

Poini幻灯 片制 作 软件 的启 发 而形 成 的。线性 表 现 

在 两 方 面 ： 

① 知识演示 的顺 序线性 。演示者使用 最多的是 

按课件制作 者严格 安 排 的顺 序 进行 演示 ，这种 要求 

太严 格 ，以致 一次不小 心的操作 ，就会 搞乱整个 演示 

进程。从某种 意义上 讲 ，这 种 多媒体课 件在 教学顺 

序上 的严格 限制 ，严 重 防碍 了教 师在 教学 中 的想 象 

力和创造力 的发挥 。课 堂讲 学 的最高境界是创造性 

讲学 ，而这种线性多媒体课件在课 堂教学 中的出现 ， 

在 教学理念上是一种倒退 。 

②教学过程 的线性化设计 。 目前大多数走 上讲 

台的多媒体课件 只提供 “教 ”的引导 ，不 提供 “学 ”的 

引导 。多媒体 课 件 只是 一个 策 划 了一个 “教 ”的剧 

本 ，却 没有与学生 的“学 ”进行 交 互 的能力 。 因材施 

教 是 孔 子 几 千 年 前 就 提 出 的 教 学 理 念 。但 这 种 理 念  

还并 没有真正通过技术转变成现实 。未 来 的多媒体 

教 学 应 以学 生 的 “学 ”的 过 程 控 制 为 核 心 ，同 时 兼 顾  

“教 ”的策划 ，实 现教 与学的实时交融 。 

新概念 的多媒体课件应力求 突破现有 的线性 设 

计特性 ，实现多媒体课件 的非线性设计 和应用 。 

2．力求突破现有 多媒体课件 的集 中式教 学特性 

现行 的多媒体课 件还 多属 于集 中性教 学课 件 。 

集 中式教学采用 的是 一个 教师讲 、多个 学 生 听 的课 

堂教学。教师是课 堂 的 中心。随着 信 息技术 。特别 

是网络技术的普 及 ，集 中式 教学模 式 面 临分 布式 教 

学模式 的重大挑战 。 

① 从 理 念 上 讲 ，分 布 式 教 学 使 因材 施 教 的教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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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旨第一次得到真 正实施 。在基 于局域 网和分 布式 

多媒 体课件 的新 型课 堂 中 ，每个学 生是 按 自己的兴 

趣 和顺序并通 过课 件．和教 师的正确 引导而进行 学习 

的。学 生提 出问题 ，教师解 决 问题 ；学生解答 问题 ， 

教师评估 学生 。所 有 学生都 在 进行 这个 过程 ，但每 

个过 程的 内容 因学生 的特 色 而千差 万别 ，并且 是 以 

异步 (不 同步 )的方式进行 的。这种 方式解 决了长期 

以来 学 生 想 听 的 地 方 听 不 到 ，不 想 听 的 地 方 又 花 费 

了太 多 时 间 的 问题 。 

②从技术上讲 ，现在通过 局域 网或广域网 ，实现 

对 同一数据 的同步 、异 步 、并 行访 问 ，已经成 为 网络 

技 术 所 具 备 的 基 本 功 能 。这 意 味 着 ，一 个 教 师 可 以 

同时 出现在成 千上万甚 至数 以亿计 的学 生面前 。从 

某种意义 上说 ，这 种分 布式 教 学是将 一个 教师数 字 

化 以后 ，再 加 以成 千 上 万 次拷 贝 ，发送 给 所有 的学 

生 。每个 学生都有 一个 教 师教 ，这 个教 师还 能按学 

生 的要 求教 。这 种方 式所 具备 的优 势 ，对 于远程教 

学 、大规模 教学很 明显 ；同时其所具有 的因材施教 的 

技术优势 ，也是传 统课 堂 、多媒体课 堂所不具备 的。 

新 概念 的多媒体课件应 力求突破现有的集 中式 

教学特性 ，向分 布式教学方 向发展 。 

3．力求 突破 现 有 多媒体 课件 的面向过程 的导演 

方 式 

现有 的多媒体 课件对教学顺序 的安排是 面向过 

程 的。课 件按时 间顺 序 进行 ，从 而 固定 了整个 教学 

步骤 的每一个 细节 。教师按这种顺 序被 导演成过程 

教学 的主角 。这种导演方 式所 产生 的一个最重要 的 

结果 就是 ：这种 固定过 程 的教 学顺序 背后所 隐藏 的 

教学方法 和教 学风 格 被 深 深地 打 上 了制 作 人 的烙 

印。任何 一个 教 师一 旦拿 到这个 课件 ，他 的教学 创 

造性 就基本被 中止 了 ，他必须 变成制作 人 ，而且要 花 

时间去学 习制作人 可能显得古怪 的思维方 式 。这种 

面向过 程 的教 学课 件 的通 用性 因此 受 到很 大 的 限 

制 。 

新概念 的多媒体软件设计是一种 面向知识 组件 

(知识对象 )的设计 ，而不 是 面 向过 程 的设 计 。用 一 

个形象 的 比喻 ，面 向过 程设 计 出来 的多媒 体课件 就 

像一次成 型的模 具 ，把所有 使用 它 的教师都 雕塑 成 

一 个模样 ；而面 向知识设计 出来 的多媒体课 件 ，就像 

给 了教师· 堆精 心 裁剪 好 的积木 ，任 由教 师按 自己 

的意愿组 装 这 些 积木 ，把 自己组 装 成 自己 的模样 。 

这 两 种 哪 一 样 好 呢 ? 不 言 而 喻 。 

新 概念 的多媒体课 件应力求突破现有 的面 向过 

程的导演方式 ，使课件 向面向知识方 向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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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现新概念的多媒体课件的基本技术途径 

1．实现 课 件 非 线 性 设 计 的技 术 途 径 

针对 上述分 析 ，非 线性 设计 力 图实现 的是教 学 

顺序 的非线性 和教 与学方式 的非线性 。 

关 于 教 学 逻 辑 顺 序 的 非 线 性 设 计 ，主 要 通 过 加 

大超 级链 接的用 量来实 现 。在 当前 页面 中 ，可 以用 

超级链接将文本 、图像 、声音 和视频 等素材联 人当前 

页。这种超级链接 的大量使 用可使一个 页面 中容纳 

大量信息 ，同时 ，给用 户提供 了按 自己意 愿浏 览信息 

的 自 由性 。用 户无 论 是 教 还 是 学 在 每 一 个 页 面 都 有 

很 多种对 内容浏 览方 式 的选择 ，这使 得非 线 性 的多 

媒体课件的逻辑体系具有扁平化特 征 。 

园  

圈 =====： 园 囡  

{页面 l {页 面l I页 面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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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线性逻辑顺序(扁平化 ) 

实现超级链 接 的软件 很 多 ，所有 用 于设 计 html 

文件 的软件 都可 以完成这种功能 。用 于专 门设计 多 

媒体演示软件 的软件如 Authorware也 可 以提 供 多种 

媒体素材的超级链接 。因此 ，从技术难 度讲 ，只要x,-／- 

网页设 计 有初 步 的 了解 能 力 ，或 熟 练 Authorware多 

媒体软件 ，教 师本人就可 以实现上述 功能 。 

关 于教学互 动 的非线性设 计 ，主要是 强化 软件 

与学生交互能力 的设 计 ，增加 软件 的交 互界 面 的设 

计 。如在讲述某 一基本 理论 后 ，设 计 一些填 空题 或 

选择题 ，让学生在线 回答 ；课件实 时地对 学生 的答题 

结果进行评 判总结 ，并 生成报 表反馈 给教 师 ；教 师根 

据学生答 题情 况 ，进 一步 调 整 下 一 步 的讲 课 内容 。 

这中间就经历 了一次教 与学 的交 互过程 。 

实现类 似上 述功能 的技术 要求 会稍微 高 一点 。 

懂得动态 网页设计 DHtml或 ASP网 页设计 的教 师会 

很容易实现上 述功 能 。Authorware软件 也 提供 这 种 

能力 ，并 提供完整的程序设计和计算语 言 ，让 教师通 

过编程 实现某些交互 过程 的 自动化 。随着网页设计 

软件和新 的多媒 体教 学制作 软 件 的不 断更新 换代 ， 

上述设计将会逐 渐通 过 面向对 象技 术得 以简 化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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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交 互 设 计 对 于 一 般 的教 师而 言 不再 是 不 可逾 越 的 

障 碍 。 

2．实现课件 分布 式教 学的技 术途径 

集 中式教学 的主要手段是通过投影仪将多媒体 

课件 一次性地演示 给所有 的学生 。这种信息 的集 中 

传送 方式 ，从课堂秩序 组织上表现为技术简便 ，易于 

操作 ，控制严格 ，便于管理 。学生 通过课 件被授课教 

师严格地控 制着 。它 的不足之处也是 明显 的。新型 

的课 堂 教 学 正 在 对 这 种 课 堂 教 学 的组 织 方 式 提 出质 

疑 。给 学 生 和 教 师 更 多 的 灵 活 性 ，充 分 发 挥 两 者 的 

创造 性 ，调动两者 的积极性 ，是新 型教 学一直追 求的 

方向。为 了给 每一个 学 生提供 灵 活性 ，就需 要 为每 

一 个 学生提供 不 同的教 学组 织方 式 ，这就需 要教 学 

方 式 的分 散 化 ，它 可 以 通 过 网 络 来 实 现 。 下 图 为 实 

现 分 布 式 教 学 的模 式 图 。 

分布式教学的模式图 

图 中 ，分 布 式 教 学 分 远 程 、近 程 两 种 ，这 两 种 方  

式还都包 括集 中和分 布两 种交叉 使用模式 。例如河 

南 大学本校 学生可在 多媒 体教室 内由教师通过投影 

仪 的集 中式播放从整体 上主控教学 的进程 ，同时 。学 

生通过 多媒体教 室的局域 网计算机从局部 上参 与教 

学 的进 程 。集 中和 分散 相 结 合 ，自由和控 制 兼 有 。 

而远 程 的学 生 是 通 过 网 络 浏 览 器 访 问 Intemet上 的 

这个 多媒体课 件站点进行 同步远程学 习。 

目前 ，Authorware软件 已经提供 了基 于局域 网的 

多媒体课件并 行访 问机制 ，用 于学 生联 网学 习。 同 

时 ，该 软件还 能将课 件转化成 网页格式 ，用于 web站 

点上发 布。另 外 使 用 Javascript技 术 和各 种 网 页设 

计软件可 以直接将 课件 设计 成 网页格 式 ，提供更 为 

强 大的远 程教 学功 能。可 以说 ，未来 的多媒体课 件 

将 主要是 以 web站点 的格式 存在 的 ，它提供 了强大 

的远 程 访 问 和 移 动 访 问 的 能 力 ，学 生 和 教 师 可 进 行  

在线 的实时教 与学 ，包括在线讨 论和 同步视频教学 。 

学生也 可 以在任 何 时候 、任何 地方 通 过访 问网站来 

自学 课 件 。 

课 件 应 该 具 有 课 堂教 学 和 学 生 自学 两 种 独 立 功 

能 。一般来说 。课 堂教 学多用 于本 地 教学 ，远程 异地 

教 学 多用 于 学 生 自学 。 

3．实现 课 件 面 向 对 象导 演 方 式 的技 术 途 径 

面 向知识对象 的导演方式是 以知识 的组 织方式 

而不是按讲 述过程 的组织方 式来制作 软件 和控制演 

示 进 度 。基 于 这 种 方 式 ，软 件 制 作 者 首 先 要 做 的 是 

将各个 知识点尽 可能分割为 (而不是 割裂 )相对独立 

的 知识 组件 。 这个 组 件 应 尽 可 能 准确 地 描 述 该 知识  

点的内涵和外延 ，并 确定 其所 有 的可 能 的关联 知识 

点。可以这样 比喻 ，一个 完 整 的知识 组件 是 一个设 

计完好 的配件 ，提供 了各种 各样 的插 口、接 口 ，并 提 

供一个该组件 的装 配指南 (相关 知识 连接指南 )。对 

于一 门课程 ，可 以建 立一个 该课 程 的知 识 组件 列表 

索 引 ，学生或教师可 以针 对某 一专 题迅 速 生成 一个 

有相关 知识组件 连接 起来 的知 识链 ，并 通 过 页面形 

式演示 出来 。这实际上是实 时生 成 了一个多媒体课 

件 ，并且是应教 师或学 生 的特殊需求 而生 成 的 ．它提 

供 了知 识 演 示 的 巨 大 灵 活性 。 同 时 ，这 种 知 识 组 件 

方式构建 的 多媒体 课 件 的扩 展 性 将 得 到本 质 性 提 

高 ：只要有一个统一 的知识组 件制作标 准 ，任 何知识 

组件都可 以随时加入 ，而 且 ，知识 组 件越 多 ，形成 的 

课件 的形 式和种类 就越多 ，提供 的灵活性就 越大。 

实现上述功 能 ，主要是 采用 数据 库 技术 。利用 

MS SOL Server或 Oracle数据库 服 务器 软 件 ，提 供 对 

知识 组件的操作 ，并利 用动 态 网页技术 实 现实 时 生 

成用户所需要 的演示 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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