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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前  言

自１９４６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以来,以计算机多媒体和网络通信为核

心的信息技术得到飞速发展,计算机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展.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至６０年代,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将计算机引入教学领域,标志着计算机辅助

教学的出现.

“辅助”强调人的主导作用.在人的主导下,计算机和使用者构成了一个

人机密切交互的系统.计算机辅助教学是指用计算机直接来帮助教师或替代

教师的教学活动,指导学生接收或建构知识的活动.可以仅仅把计算机作为

教师讲解教学内容时媒体信息呈现的辅助手段,也可以用计算机课件来代替

教师的讲解,由“电脑教师”承担教学任务,使学生在这个不知疲倦的教师指导

下按自身特点进行个别化学习.

随着传统教学方法弊端的逐渐显现,计算机辅助教学成为促进教学改革

的途径.研究发现,计算机与教学的结合是当今乃至今后教学改革的一大趋

势.为此,研究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开发高质量的各种形式

的课件,将其应用于教学中,成为信息社会教育工作者应努力实现的目标.

本书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阐述了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相关问题.从计算机

辅助教学的产生、发展、现状、趋势等发展概况入手,接着分析了计算机辅助教

学的相关概念,并探讨了计算机辅助教学形成的理论基础,涉及学习理论、教

学理论、传播理论以及教育心理学理论等.多媒体课件是计算机辅助教学系

统的核心.计算机辅助教学所提供的教学信息,都是由课件展现出来的.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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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制作复杂,书中没有对制作软件进行详细描述,但是按照软件工程的思想和

方法对制作的基本流程和要求进行了阐述,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随着网络

应用的普及,利用网络开展教学活动,已经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优势,因此开

发网络课程也是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开发的重要工作,书中对其开发过程进

行了详细分析.计算机辅助教学能否顺利实施,需要对其进行严格评价,书中

指出了教学过程、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软件等方面.在一系列理论分析的基

础上,最后对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应用实践进行了探讨,期待计算机和网络技术

在教育教学中能有更大的突破.

本书在许多学者关于计算机辅助教学研究领域的成果引导下,得以顺利

完成,在此对相关书籍的作者和网络数据的提供者表示感谢.计算机辅助教

学具有学科交叉性,涉及范围广泛,加上作者学识和时间有限,书中难免有不

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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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发展过程

１．１．１　计算机辅助教学的产生条件

随着计算机技术应用以及教育改革的发展,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逐渐显露,计

算机辅助教学被人们重视起来. 计算机辅助教学与任何其他学科一样,需具备一

定的条件才能产生并发展起来. 总结其产生条件,主要包括社会条件、物质条件和

理论条件等.

１．社会条件

信息社会对教育改革的要求,构成了计算机辅助教学产生的社会基础. 这些

要求用传统的教育方法是很难实现的,这就促使人们借助于信息社会中发达的技

术手段来满足这些要求. 计算机辅助教学就是人们利用计算机技术解决教学中的

诸多问题的成功探索. 它的产生与发展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２．物质条件

计算机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计算机辅助教学产生的物质基础. 自１９４６年第

一台计算机问世以来,其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主要表现在数量增加得快,性能提高

得快,而价格却不断降低,越来越好用. 这为计算机的广泛应用提供了有利条件,

计算机对教育发展的重要作用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为教育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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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提供新的方法和技术手段,为计算机辅助教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坚实的物

质基础.

３．理论条件

行为主义心理学程序教学理论的提出,为计算机辅助教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

基础. 计算机辅助教学思想的形成受到机器教学和程序教学两个概念的影响. 利

用机器进行教学的概念是美国心理学家锡德尼普莱西(SidneyPressey)在２０世

纪２０年代提出来的. 他曾设计了一台自动教学机器,可以送出多个供学生选择的

问题,并跟踪学生的回答. 虽然,这在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这台机器的

出现是机器辅助教学思想的萌芽.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斯金纳(B．

F．Skinner)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学习材料程序化的想法,后来就发展成为不用教学

机器而只用程序教材的“程序教学”. 作为存储和处理信息的计算机,是实现这些

教学方法的一种理想工具. 正是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计算机成了教学的重要工

具,从而产生了计算机辅助教学.

１．１．２　国外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发展阶段

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４日,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ENIAC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诞生. １９５８年第一个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由美国IBM 公司的沃斯顿实验室设计

研发完成,开辟了人类利用计算机进行辅助教学的先河. 从第一个计算机辅助教

学系统诞生算起,国外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有代表性的

阶段.

１．兴起阶段

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７５年是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兴起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计算机辅助教学还是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探索与研究的内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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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是美国.

１９５８年,美国IBM 公司首先研制成功了用于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系统,该系统

以一台IBM６５０计算机为核心,以一台打字机作为教学终端,可以教授小学生二进

制算术.

１９６０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研制出了PLAT０ＧI(ProgrammedLearningandTＧ

eachingOperationＧI)系统,该系统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发展到 PLATOＧIV 系

统. PLAT０ＧIV 系统以两台CDC公司生产的大型计算机为中心,通过数据通信网

络与１０００多个终端连接,形成了区域性的大型计算机辅助教学网络系统,其终端

分布于２００多个地区,存储了１５０个专业、大约７０００学时的教学资源,内容涉及数

学、物理、化学、天文、历史、地理、语言等众多学科门类;该系统一年可以实现１０００

万人次的教学能力,其规模相当于拥有２４０００名学生的大学. 该系统所采用的基

本教学方式是让学生对计算机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学生回答时可以触摸屏幕上

的适当部位或按下键盘上的相关按键.

１９７２年,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下,美国 MITRE公司与得克萨斯大学

及杨伯翰大学共同合作,开发了 TICCIT(Timeshared,Interactive,ComputerＧConＧ

trolled,InstructionalTelevisionSystem)系统. 在该系统中,计算机与经过改装的

带有键盘的有线电视机相结合,主要用于小范围的语言教学. 在此期间,世界上一

些发达国家,如英国、日本、法国等,也都相继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并进行了一系

列有关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研究.

在这一阶段,程序教学思想占统治地位,产生了如斯金纳、普莱西、克劳德及凯

伊程序教学模式. 由于这一阶段的计算机辅助教学是基于程序教学思想发展起来

的,而且其理论基础基本上来源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按照这种理论设计出来的计

算机辅助教学系统常常会忽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因此这一阶段的计算机辅

助教学系统还很不完善.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阶段,智能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得

到了一定的发展,有代表性的智能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是１９７０年由卡玻耐尔(J．

R．Carbonel)研制的SCHOLAR系统,其主要用于教授南美洲地理,利用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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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以提出问题,系统自动给予回答.

由于当时还处于大型计算机系统阶段,因此计算机主要是在一些大学、科研机

构以及军事单位中使用,普通学校和个人一般不使用计算机,因此计算机辅助教学

的应用并不普及.

２．形成阶段

１９７６年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为计算机辅助教学形成阶段.

由于个人计算机(PC)的出现,计算机进入普通学校和家庭成为可能,其教育

应用的价值得以展现.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美国高校掀起了名为“高等教育的计

算机革命”的计算机应用高潮,各类学校纷纷尝试用计算机辅助教学来提高学生的

思维水平. １９８９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当年美国很多学科的

计算机辅助教学率都达到了１/３以上.

在这一阶段,认知主义学习理论等相关的教育理论也得到了发展,并开始应用

于计算机辅助教学. 与此同时,计算机开始向微型机和巨型机两个方向发展,分布

式计算机系统、通信网络系统以及数据库系统也逐步发展起来,这都大大地促进了

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的应用.

３．普及应用阶段

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０年为计算机辅助教学普及应用阶段.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网

络化教育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普及开来. 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建立了校园网.

１９９６年, 当 时 的 美 国 总 统 克 林 顿 提 出 了 “ 教 育 技 术 行 动 纲 领 ” (Education

TechnologyInitiative),内容包括到２０００年,全美国的每间教室与图书馆都联通信

息高速公路,使每个美国孩子都能够在２１世纪受到教育. 该行动纲领还着重提到

实现这一目标的四个支柱,包括:

①每个学生都能使用计算机.

②每个教室都能连到Internet上.

③能够整合课程中的优秀教育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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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鼓励愿意使用和善于使用新技术进行教学的教师.

英国从１９８９ 年 开 始 在 全 国 高 校 实 施 了 一 项 名 为 “计 算 机 用 于 教 学 创 新”

(ComputersInTeachingInitiative,CTI)的项目,该项目所要实现的目标是:通过

计算机、多媒体与远程通信技术的结合,实现对高校所有学科从教学模式、教学内

容到教学组织形式的彻底变革. 这个项目对英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日本在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５年期间组织了１０多个教学软件开发团体开发教学软

件,投资高达４．２５亿日元. 此外,其计算机硬件的配置目标是到１９９９年小学生平

均每两人一台计算机,中学生每人一台计算机. 在这一阶段,日本不仅在教学软件

以及硬件上进行了大量投资,还积极借助Internet进行教育改革. １９９５年,日本文

部省和通产省联合开展了一项对基础教育具有重大影响的实验项目,即“１００所中

小学联网实验研究”,这个项目的目的在于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活动,探索计算机网

络时代的教育体制与教学模式.

在这一阶段,与计算机辅助教学相关的教育理论和信息技术,如认知主义学习

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人工智能理论、软件开发与设计理论等得到了进一步的

发展.

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应用于计算机辅助教学,表明计算机辅助教学进入了集成

教育学、心理学、人工智能等多个学科的综合发展阶段. 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

为智能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的开发与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软件开发与设计理论,尤其是软件工程理论以及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理论的发

展与应用,使得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的开发得以按照工程化的方法进行,从而大大

地降低了系统的开发成本,缩短了开发周期,提高了开发质量.

由于计算机网络应用的普及,人们逐步突破了早期的程序教学思想,开始尝试

依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来开发与设计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

调以“学”中心,将以往的以“教”为主的教学过程转变为以“学”为主的学习过程,从

而改变了计算机辅助教学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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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深入发展阶段

２１世纪为计算机辅助教学深入发展阶段.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多媒体技术迅

速兴起、蓬勃发展,其应用已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正在给人类的生活方式带

来巨大的变革. 特别是由于多媒体具有图、文、声并茂的特点,能提供最理想的教

学环境,它必然会对教育、教学过程产生深刻的影响. 这种深刻影响可以用一句话

来概括:多媒体技术将会改变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最终导致

整个教育思想、教学理论甚至教育体制的根本变革. 计算机辅助教学广泛应用于

教学的各个环节,其已经成为当代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１．３　我国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发展阶段

我国计算机辅助教学起步较晚,但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日新月异,计算机理论的

日益成熟,我国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理论与实践也在不断发展,其发展大体可分为以

下４个阶段.

１．开始阶段

７０年代后期到８０年代中期是我国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开始阶段. 在对国外计

算机辅助教育有了初步了解之后,一些学者提出我国应加快发展计算机辅助教育.

发展就需要有物质基础作为前提,所以硬件配置成为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开始

阶段以介绍和引进国外经验、理论为主. 我国计算机辅助教学起步较晚,加之硬件

设备和理论基础薄弱,因此可以说在此之前,计算机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几乎是

空白,而此时国外计算机辅助教学却发展极为迅速,成效极大. 为加快我国计算机

辅助教学的步伐,我国采取积极引进的态度,这个阶段的计算机辅助教学主要是介

绍、翻译国外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的先进经验和成果.

２．应用阶段

８０年代后期到９０年代初期是我国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应用阶段. １９８６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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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委基教司成立了“全国中学计算机教育研究中心”,专门负责中、小学校 CAI

的应用与研究,组织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的评审和推广,对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发展

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当时计算机的价格下降很多,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和学校

有条件配置了一定数量的微机,我国计算机辅助教育进入了具体的实施阶段.

３．快速发展阶段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期为快速发展. １９９０年以后,随着个人计算机的普及与国家

在政策上的支持,全国计算机教学应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各类学校开始开设

计算机普及课程并尝试运用计算机辅助教学. 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４年１月,国家教育委

员会高等教育司分别组织高等工科学校和高等理科学校成立计算机辅助教学协作

组,组织和指导高等学校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研究和应用工作. «中国电化教育»«电

化教育研究»等期刊也设立了“微机教学”“计算机辅助教育”等栏目,支持计算机辅

助教学的普及与发展.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后,Internet的崛起使得计算机辅助教学从单机时代走向

了网络时代. 大中小学教师积极参与研发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许多科研机构及

企业也纷纷加入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开发的行列,大批系列化、商品化的教育软件

推向市场;各级各类学校、各学科教学纷纷采用计算机辅助教学. 这一切使得计算

机辅助教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为了适应多元化的教学模式,计算机辅助教学需要有不同的模式. 针对这个

问题,我国学者对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类型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研究,并于１９９７

年提出了积件的思想,对当时我国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积

件的核心为“把教学内容以知识点为单位保存于积件库中,同时提供一个简单易用

的组合平台. 利用这个组合平台,教师即使不懂编程也能够按照自己的思路,像组

装积木一样把从积件库中选出来的基元组装成教学用的课件”.

在这一阶段,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和超文本技术是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所采

用的主要技术. 多媒体技术使教学信息能够以文本、图像、声音、动画和视频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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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呈现,网络技术使合作学习成为可能,而超文本技术更加适合人类的思维特点.

这些技术的应用为计算机辅助教学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理论方面,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相互结合、相互影响,即

使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得以完善与发展,又进一步推进了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的开

发与应用.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在认知主义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强

调“情境”“协商”“会话”和“意义建构”,强调以“学”为主,这非常适合计算机辅助教

学. 因此,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计算机辅助教学的主要模式都强调“建构”. 这

些模式强调设置一定的学习情境,突出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和合作学习对于意义建

构的关键作用等.

４．深入应用阶段

进入２l世纪,我国的计算机辅助教学进入了蓬勃发展与深入应用阶段. ２０００

年１１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在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教育的通知,计划用５年至１０

年的时间在我国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教育,并全面启动中小学“校校通”工程,使全

国９０％左右的中小学都能够上网.

到２００２年,约有１．５万所高中开设信息技术教育课程,７０％以上的初中也开

设了相关的课程,约１．５６万所中小学建立了校园网,各学科教学普遍采用计算机

辅助教学手段.

在高等教育领域,清华大学等多所大学开始了远程教育的实践. 同时,国家也

组织建设了远程教育课程资源库. 一些高校也涌现出了一些典型的计算机辅助教

学系统. 例如,中国科技大学设计开发的物理虚拟实验平台被称为国内第一个物

理虚拟实验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发的“虚拟北航”系统,可以实现用户在计算机

生成的虚拟校园中的实时漫游和交互操作;吉林大学与长春工程学院共同运用虚

拟现实建模语言(VRML)与Java技术设计出了远程虚拟教学平台,为远程虚拟教

学的实践提供了范例.

目前,计算机辅助教学已经成为教育教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现代教育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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