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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 I 及其简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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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教学 ( C o m p u t e r

今
s i s t e d In s t r u e t i o n ,

简称 c A I )作为一种崭新的教育技术
,

近

3 0 年来在一些发达国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

国内 C A I 的开发和应用近几年也呈澎湃发展之

势
。

不少高校
、

中小学建成了 C A I教室 ; 国家教委组织开发成功了数部大型 C A I课件 厂
· ·

…
。

尽

管如此
,

由于种种原因
,

C A I技术在高校教学中还运用甚少
,

不少教师还没有接触 C A I 的机会

和条件
。

因此
,

C A I技术巫待普及
。

本文简要地介绍了 C A I 技术及借助 U C I〕0 5 的文件阅读器实现 C A I 常用教学流程的简

易方法
。

一
、

C A I 及其模式

C A I 集计算机科学
、

信息科学及教育学为一体
,

是教师控制下的学生与计算机之间的人机

信息交流的教学活动
。

教师
、

学生
、

教材通常被称为教学系统的三要素
,

三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如

图 1 所示
。

C A I 系统一般由通用计算机系统
,

再配上能实现教学功能的课程软件组成
,

可以纳

入教材的范畴
。

C A I 系统作为教材
,

它是一种智能化的教材
,

通常能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对学习进程作适当的调整
,

并及

时反馈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评价
;
它又是一种集成化的教材

,

通常能把文字教材
、

音像教材有机地组合起来
,

形成多媒体

C A I 系统
。

运用 C A I 技术
,

能够充分体现教师在教学系统中

的主导地位和学生在教学系统中的主体地位
,

充分体现教师

灵活多样的教学策略
,

提供学生更多的自我探索尝试
、

主动

学习的机会
。

教师对教学过程的控制表现在先期融入课程软

件 (简称课件 ) 中的教学策略以及教学现场与学生的直接交

图 1 教学系统中的信息流

流
。

在 C A I 教学活动中
,

学生与计算机间进行一对 ` 的人机对话
,

充分体现了因材施教原则
,

并且极大地减轻了教师与学生间直接交流的负担
,
可以使抽象的概念和理论形象化

,

对那些难

以用语言及板书等形式表达的教学内容和复杂的动态过程
,

可通过计算机演示生动地表现出

来
。

因此
,

C A I技术是一种高效率的教学手段
。

目前
,

C A I理论研究归纳起来有三种方式
。

第一种是以程序教学和视听教学为理论基础

的经典研究方式 ;第二种是以信息论和信息控制为哪仑基础的系统研究方式
;第三种是以人工

智能科学
、

认识科学
、

思维科学为理论基础的职能化研究方式
。

C A I教学系统的核心是 C A I课件
。

C A I 课件按不同分类原则
,

可以归纳为不同的模式
.

按

课件的性质可以分成
:

( l) 以形象化模型或动画等
,

配以必要的文字来揭示事物内在联系和本

质
,

使抽象概念变得易学易懂的讲授演示型 ; ( 2 )运用计算机模拟实际进程
,

让学生进行实际操



盐城工业专科学校学报 1 9 9 6 年

作的模拟实验型
; (3) 给学生提供学习材料和动态习题集

,

让学生自学
、

复习
、

测试的学习测试

型
。

按人机交互界面可以分成以帧面形式提供学习材料
、

反馈信息的帧面型和以窗口形式提供

学习材料
、

反馈信息的窗 口型
。

按教学策略可以分成
:

( 1) 基于程序教学法原理的程序型 ; ( 2) 基

于信息论和控制论原理的生成型 ; ( 3) 基于人工智能
、

认知科学
、

思维科学原理的智能型
。

按应

用场合可以分成课堂教学型
、

远距教学型
、

个别辅导型
。

二
、

程序型 C A I课件常用结构

当今
,

程序型 C A I 课件仍是一种最常用的 C A I模式
。

这里介绍几种常用的程序型 C A I课

件结构
。

1
、

直线式程序型课件结构 这是一种根据循序渐进原则直线式组织教学单元的课件结

构
。

其教学流程图如图 2 所示
。

一区司
一

仓
“ `

呵一任必
一

l巫于 (亘)一
图 2 直线式程序型课件教学流程图

2
、

索引式程序型课件结构 这是一种把各相对独立的教学单元并列组织
,

由学生 自主确

定学 习各单元的先后次序的课件结构
。

这种结构用于复习
、

自测场合也是很合适的
。

其教学流

程图如图 3
。

甲旦今画 甲
回

图 3 索引式程序型课件教学流程图

3
、

分支式程序型课件结构 这是一种根据因材施教原则
,

对各教学单元采取不同教学方

法和教学要求
,

最终达到不同 目标的课件结构
,

其教学流程图如图 4
。

4
、

复合式程序型课件结构 灵活运用上述三种课件结构而形成
。

这种课件结构可以贯彻

学导式及导学式的教学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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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

分支式程序型课件教学流程图

三
、

C A I课件开发平台

C A I课件开发平台是指用于 C A I课件开发的工具软件
。

开发高水平
、

高质量的 C A I课件
,

需要有良好的 C A I课件开发平台和精通电脑和学科教学的课件开发人员
。

良好的 C A I课件开

发平台应该具备下列特征
:

( l) 具有良好的
、

面向对象的编程环境
;

( 2) 具有较强的支持多媒体数据输入能力
;

( 3) 具有能播放由外部程序制作的动画并具有简单动画制作和处理功能
;

( 4) 能实现超文本链接
;

(5 )具有应用程序链接能力
;

〔6) 具有能形成安装文件或可执行文件的功能
;

( 7) 具有良好的技术支持
。

选择 C A I课件开发平台
,

要综合考虑开发任务
、

软件用途
、

使用者水平以及开发工具本身

的功能
、

使用的复杂性
、

难易程度等因素
。

在当前许多高校使用
、

开发 C A I课件的教师队伍还不庞大的条件下
,

我们认为宜推广使

用简易的工具软件
,

以使得 C A I 在高校的普及与计算机应用的普及同步进行
,

我们使用大众

熟悉的工具软件— W P s( 文字处理软件
,

在非文本方式下编辑课件
,

利用 U C D O S 的文件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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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器 ( RE A E M E
.

E E X)实现了程序型 CA I课件的常用结

构流程
。

因此
,

我们推荐广大教师使用并希望 C A I在普及

中提高
。

下面介绍的利用 W P S 和 U C (D 〕S 系统的文件阅

读器 ( R E A D M E
.

E X E )开发出的 C A I 课件可以实现文本

教材的呈现
、

练习测试和程序型 C A I课件的各种结构
。

a\
z t l a\

a\
z tZa\

四
、

实现 C A I 常用教学流程的简易方法

.

伪
n t e Xt 名 t l

\t < 正文 >
,

U C I) 0 5 所附的文件阅读器具有快速索引式阅读功

能
。

它提供了 5 个格式控制符
:

( l) \a — 标注主题索引
;

(2 ) i\ — 其后的文本以与正常文本不 同的颜色显

示
,

以达到增强的作用 ;

(3 ) \t — 其后的文本为正常文本
;

(4 ) v\ — 定义主题
,

通常与
a
\连用

;

(5 )
·

co
n et xt

— 其后跟主题索引
,

以确定主题跳转

的地方
。

在文件阅读器下
,

用
“

令
”
键和

“
P g D n ”

键可以实现图 2

所示的直线式教学流程
。

用
“

T a b
”

(选择主题 )
、 “

E nt e r ”

(确定主题 )及
“

F 2" (返回 ) 可以实现图 3 所示的索引式教

学流程
。

其文本结构如图 5所示
。

其中
“
主题 i( )

”

为一个主

题
, “

tZ i( )
”

为该主题的主题索引
。

应注意
,

主题索引是一

个 A S C n 码串
,

每二个主题都是不同的
,

每一个主题应对

应 一个唯一的书题索引
, “ .

oC nt ex t zt i( )" 应单独上占一

行
,

且紧跟左边界
。

图 6 所示的文本结构是图 4 所示文本

结构的一个子结构
,

共中在帧面显示时采用 < 引导词 > 控

制教学流程
。

文件阅读器文本用 W P S 的
“

非文本文件
”

编辑方式编

辑
。

w P S 具有多窗 口编辑功能
,

对于帧面显示的设计是非

常方便的
。

用 W P S 开发 C A I 课件
,

先录入文本文件
,

然后

分屏显示和跳转设计插入格式控制符
,

易如电脑写作
。

因

此
,

推荐广大教师使用并希望更多的教师踊跃投身到 C A I

的开发与应用中
。

.

C b n t e x t zt Z

\t < 正文>

图 5 实现索引式教学流程
的文本结构

.

C加 l t e书 t s刀
\t < 是非题 1>

v\ 是选项知钦 1 a\
v\ 非选项a\ BI S l l a\

.

Cb
n t e n t

砚 S刀
< 帮助信息>

卜 < 引导提示 > a\ T S Za\

.

Cb
n t e Xt S几

\t < 是非题2>

.

C . l et xt X勺
\t < 选择题 1>

v\ < A选项> a\ 班 X刀 a\
v\ < 母选项> a\ X D叭

a

v\ < C选项> a\ BZ X勺 a\
v\ < 【验项 > a\ BZ X n a\

.

0 〕n et x t
BZ X n

< 帮助信息>

v\ < 引导提示 > a\ … a\

.

0 拍 t . 沈 X D Y

< 下单元正文 >

图6 多支式教学流程文本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