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物理辅导软件的研究与开发

摘 要

利用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MCAI)，已成为现代教育教学改革的一种新

模式。而教学软件的好坏直接关系到MCAI效果，因此，对教辅软件的研究和

开发一直是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首先简单的介绍了国内外MCAI发展状况，并结合我校工科物理教学

特点，指出编制一套适合现行工科物理教学需要的教辅软件势在必行。随后就

辅导软件的编制工作做了必要的理论探讨，并利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编制

完成了大学物理辅导软件中的部分内容。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对所做工作作了

简要的分析和评价，指出其中的优点和不足之处，并对后续工作做了简单的交

待。本文不仅对大学物理辅导软件的后续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其

它教辅软件的编制工作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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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and Development on the College Physics Assistant

Software

Abstract

The use ofmultimedia and computer assi sted instruction(MCAI)has

become a new model in the field of modern educational reformation．The

effect of MCAI i s decided by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software，so it i s

an important task for us to study the teaching and studying assi stant

software．

The statu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CAI i rl our country is introduced

in thi s paper，and some characters of col lege physi cs teaching in our

university are combined，and then the author points that it is imperative

under the situation to work out a college physics teaching software to

suit the exi sting needs．Some necessary theories are quested for making

the software．Some work i s fini shed in the making software by the way

of the theory relating the fact．In the 1ast，the analysi s and apprai se

are giyen and som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re pointed out，and next

work i s alSO giyen．The paper not onlY has some reference valUe to do

the next work，but also has some value to make other assistant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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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绪论

1．1引言

随着计算机技术曰益普及，各级各类学校在教学中广泛地使用了多媒体计

算机技术辅助教学(MCAI)，并以此作为教育技术现代化的突破口。⋯实践也证

明了，采用MCAI，能起到传统教学手段不能达到的效果。可以预测，在这个

世纪，多媒体技术将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MCAI也将会在各级学校中越来越

普及。大学教育作为人生教育中最高层次，在使用先进教育技术方面，应该起

到模范带头的作用。

计算机辅助教学的主{本是通过文本、图像、动画、视频等多媒体技术编制

出电子软件辅助教学，电子软件的质量高低直接关系到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的

好坏。因此，如何编制一套适合教学使用，质量高的电子软件，一直是广大教

育工作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大学物理》。作为高等院校理工科学生的一门重要的

基础课，在学生的整个大学学习阶段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针对它的教

学改革与创新的探讨从未停止过。《大学物理》涉及许多抽象概念、图形、物理

模型等，使用传统教学手段，不容易将这些内容展示得很透彻，而使用多媒体

技术，往往能比较容易的将这些内容形象化、具体化，使学生形成鲜明的物理

图像，留下深刻的记忆，并能使教学形式多样，课堂气氛更加活泼，从而更利

于学生掌握理解所学的知识，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利用计算机技术来开发物

理教辅方面的软件，虽然出现的时间不长，但已经在教学实践中发挥了传统教

学手段无法比拟的作用。与其它新生事物一样，MCAI目前毕竟还不成熟、不

完善，还有许多值得探讨、改进之处。当前，已正式出版的一些物理教学辅导

软件，虽风格不同，各有优势，但都仍处在初级阶段，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

瑕疵，未尽人意。所以，研究大学物理教学辅导软件，探索采用MCAI的具体

模式，编制出与教材配套，与教师教学风格配套的课件，仍然具有很重要的现

实意义。这也是本工作的缘起。

本论文源自导师邓铁如教授主持的省级重点教学研究项目“物理双语教

学探索””’和导师参与的“合肥工业大学物理系列本科课程专项建设”的子项

目。本工作主要围绕我校现行工科物理教学实际情况，并兼顾物理双语教学试

点，编制一套实用的软件。《大学物理》多媒体计算机辅导软件(PHY_MCAI

软件)的开发是～项艰巨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根据导师的建议，本

工作借鉴上届师兄研制PHY．MCAI软件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在此基础上每届都

提升一个档次，坚持下去，滚动开发，希望做到不断提高、不断完善。笔者对

合肥工业大学《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文件进行了调研，对照教育部“工科物理

本科教学指导意见”和我校现行教学大纲的具体要求，进一步探索PHY．MCAI



软件制作的完善之路。并利用理论探讨与实践操作相结合，在部分继承前届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并完成了整个PHY．MCAI软件的主体框架工作。与

前届师兄制作的“工科物理学习辅导系统”相比，这套软件使用起来更为简单，

并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和功能，如增加了教学辅导系统，使用两种语言文字编

写，交互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在以VB为主开发工具的基础上插入其它开

发工具，⋯⋯为了进一步在教学实践中探索、完善，本工作先行填充了《量

子物理》这一部分内容，待经过教学实践的检验，并据此做出修改补充后，再

填充其它部分的内容并完善界面的制作。这一后续工作将留待下面的师弟、师

妹们完成。所以，本工作是整个系统工程中的一环，为了体现阶段性的特点，

将软件命名为PHY．MCAI(2003)。

编制PHY．MCAI(2003)的指导思想，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能同时发挥教学和学习辅导两项功能

从使用功能上来说，课件分课堂教学型(又称课堂演示型)和学习辅导型

(又称自主学习型)两类。课堂教学型是在课堂教学中，在多媒体综合电教室

或多媒体网络教室的环境下，由教师在讲课时采用。其内容往往是课堂教学内

容的片断，具有形象性的教学情景、事物的过程、动作行为的标准示范等。而

学习辅导型是在课堂教学之外，主要是个别学生自习、复习时调用，让学生在

个人电脑或计算机房使用，即自己选择所要复习的内容并阅读屏幕上显示的内

容，按照所提问题进行思考与回答，观看其反馈信息，同时接受电脑的评判。

并进一步接受指导，修正先前的错误认识，正确理解所学知识。由于发挥的功

能和作用不同，因此，二者在内容选取和编制方法上也有很大的区别。目前市

面上流行的辅导软件一般只能发挥其中的一种功能，考虑到大学物理在教与学

中的实际需要，作者尝试的在本软件中编制了教学系统和复习系统两套系统。

两套系统都是以课件的形式来进行编制。教学系统主要以幻灯片的形式来展示，

其中在需要的地方适当的嵌套了音频、动画和视频，其教学效果要优于单一的

幻灯片展示效果。它主要发挥课堂教学型课件的功能，即提供给教师课堂教学

使用。复习系统主要发挥自学辅导型课件的功能，在编制过程中使用交互式的

界面，充分展示了计算机辅助教学的优势，内容包括大量的例题、习题，自我

检测题等。可以帮助学生预习和复习需要掌握的物理知识。该套软件改变了许

多软件教辅不分的局面，从而使其使用目的更加明确，面对对象更为具体。

第二，力求操作简单，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操作傻瓜化”

《大学物理》在大学一下、二上两学期开课，学生刚迈入大学校门不久，

计算机水平参差不齐，部分学生掌握的计算机知识甚少，甚至很少接触过。同

时考虑到部分教师的计算机使用不熟练，为了照顾到这一部分使用者的需求，

我们在制作时将使用者的计算机使用水平设在下限，力求以他们使用没有障碍

为基本原则，在操作上尽量做到简单化，即使用者只需要掌握少量的计算机知



识，稍加培训即可使用PHY．MCAI(2003)。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改进了原先

导航方式的单凋与不足，采用多种导航并进的方案，并采用按钮等一目了然的

图标。整个界面制作简单，意义不大的干扰信息少。在交互式练习题设置中，

作者模拟书本的编排，以期使用更为方便。即使是计算机知识很少的使用者，

也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使用PHY．MCAI(2003)。

第三，紧扣教学要求，针对性强

本软件教学内容深度按困家教育部原工科物理教学指导委员会1992年制

定的“工科物理(本科)教学基本要求”为依据，参考近几年国内推出的代表

性的教材，如程守洙等主编的《普通物理学》、张三慧等主编的《大学物理学》

等，并紧扣合肥工业大学现行教学大纲进行编制。力求使学生对物理学的内容

和方法、工作语言、概念和物理图像，对于物理学的历史、现状与前沿等方面，

从整体上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在注意自身的理论性、严谨性、科学性的同时，

特别注意学生科学素质的培养，引导学生由“学会”转向“会学”。因此在内容

的选取上，作者不仅参考了市面上流行的一些物理教辅软件，如东南大学主编

的“大学物理网络课程教学”等，还参阅了近几年来出版的一些教学和学习辅

导书籍，如《大学物理知识点精析与解题能力训练》”1等。力求做到不遗漏大

纲要求的每一个知识点，选取的例题和习题都是比较经典和具有代表性的，同

时还附加了一些选学内容和物理人物简介等，供学有余力的学生使用，以扩展

他们的知识面。

第四，使用中、英文两种语言文字编写，积极配合双语教学试点的探索

当前，许多高校都在实施双语教学试点，合肥工业大学也不例外。但是市

面上流行的辅导软件基本上都是中文版的，这就不能满足当前的教学需要。由

导师邓铁如教授主持的省级重点教改项目“物理双语教学探索”，已进入第二轮

教学试点，为了兼顾导师的教改项目，同时满足我校大学物理面上教学的实际

需要。我们尝试运用两种语言文字编制软件。由于受时间的限制，我们在搭好

框架，做好界面的基础上，只能编写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作为示范。下一步的目

标是对整套系统进行修改和完善。笔者即将走上新的教学岗位，如有可能，打

算在新工作岗位上继续这一工作，并希望与母校的师弟、师妹们合作。

第五，功能较强，修改方便，留下了进一步扩展和提高的接口

市面上的软件多数由于使用的制作工具环境较低，如PowerPoint，

Authorware等，制作的软件比较单调，同时扩展和提高的可能性不大。例如，

PowerPoint主要是用来演示文稿的，它的多媒体和动画功能不强，同时要想将

其制作成网络版的软件较为不便：Authorware是一种基于图标(Icon．base)以

流程线为结构的环境，它融合了编辑系统和编程语言的特色，在使用过程中不

用编程，正因为如此，所以它的功能不强，界面形式单调，只能做一些简单的

动画、视频等，用这套应用软件制作的辅导系统交互性较差。本套辅导软件采



用VB6．0编程语言，作为一套高质量的开发软件，VB6．0强大的多媒体功能可

以轻而易举地_丌发集声音、动画、影像和图片于一体的多媒体应用程序，它具

有的网络功能提供了编写Internet程序的能力，除此之外，它还可以插入一些

对象，如Word、PowerPoint等，它还支持用户自己开发ActiveX空间和制作

ActiveX文档，所以它基本上能够满足现行多媒体教学的要求，同时系统的更

新方便，维护简单。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在后继工作中，将这套辅导软件以网

络版的形式制作出来，在校园网上公布发行，扩大使用范围。

为了编制好这套软件，作者在导师的建议和帮助下，不仅进行了一系列的

实践活动(例如，先后为00级、0l级学生开设了大学物理重修课程l 00多学

时，参加我校多媒体教室设置情况调查等)，还在理论方面进行了一些探讨。在

接下来的各章节编写中，作者也将这些个人见解纳入其中。在本章的其余几节

中，主要综述了信息时代对教育提出的一些挑战，概要的描述了国内外MCAI

发展的概况，并调查合肥工业大学这几年来MCAI教学发展的情况。分析了编

制大学物理辅导软件的现实意义。在第二章中，作者主要对岳子辅导软件编制

作了一些理论的探讨，主要包括建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完善的评价体系等。在

第三章中，就这套辅导软件的开发和实现作了一些简介，以实际操作为例，概

要的说明了界面的设计原则、内容选取原则、编程原则等，这其中有许多是作

者在编制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体会。第四章中主要对软件的运行结果情况进行分

析，并就这套软件的优缺点作简要的评述。最后一章对作者所做工作作一个概

括性的总结，并对这套软件在后继工作中发挥的作用进行评估。

由于受实际条件和时间的限制，开发出的辅导软件还是很不完善的。还有

许多的后继工作要做。加之作者水平有限，其中有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PHY．MCAI(2003)的开发不仅工作量巨大，超出了一届研究生学为论文的工

作量，而且，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还应遵循从教学实践中来，在回到教学实

践中去，反复检验，反复修改的普遍规律，才能日臻完善。本工作只是阶段性

的工作，只是引玉之砖。作者希望所作的这部分工作能为PHY．MCAI软件的滚

动开发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1．2信息时代的教育

当今社会已迈入信息时代，信息传播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

了很多便利，但这也同时对我们的教育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和新要求，如何解决

这些问题，使教育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广大教育工作者所面临的共同难题。

1．2．1信息时代给教育提出的新问题⋯

1．教育信息量激增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说明：人类近30多年来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占有史

以来积累科学知识总量的90％。而在此前100万年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只占10％，



面对大量的，不断发展变化的信息，面对知识增长的无限性和学习时间的有限

性之间的矛盾，教育该如何判断信息的价值，如何选择有用的教育、教学信息

呢?又该如何处理、储存和传递教育、教学信息呢?

2．教育信息的更新加快

信息社会中信息不断更新，而且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英国技术预测专家

詹姆斯·马丁的测算结果表明：人类知识在19世纪每50年翻一番，在20世纪

初每10年翻一番，20世纪70年代每5年翻一番，而今几年则不足3年翻一番。

如果不能以最有效的方法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和加工信息，就无法及时利

用这些信息，学生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在其步于社会工作时因陈旧、过时而失去

利用价值。那么如何处理学校教育中学生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二者的联系呢?

人们在探索着怎样提高学生的能力素质，帮助他们学会如何学习，去迎接未来

的挑战。

3．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元化

信息社会中很突出的特点是企业现代化、信息化、自动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劳动同益具有智力和科学性，企业设备和技术更新加快，新的行业不断产生。

这就需要新的教育培养机制和知识体系。使学生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

新方法以适应技术、设备和环境的变化或胜任新行业的工作。

由此可见，为了能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信息社会所需要的新型人才必须

具有很强的信息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加工和信息运用的能力。

信息获取包括：信息发现、信息选择；

信息分析包括：信息分类、信息综合、信息查错和信息评价：

信息加工包括：信息的组织与表达、信息的存储与变换和信息的控制与运

输；

信息的运用包括：信息的判断、信息检索和信息重组。

与信息的获取、分析、加工和运用有关的知识可以简称之为信息基本知识，

相应的能力可以简称之为信息能力。这方面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素质就是信息社

会经济发展对新型人才提出的基本要求。

信息社会是一个人才竞争的社会，是追求高效率、优化效果的社会，因此

它急切需要教育领域能多出人才出好人才。那么，如何改变传统的培养人的模

式、方法和程序，而利用新技术、新环境去进行教育、教学，以提高所需人才

的数量和质量昵?

综合分析以上信息申汇的要求，可以看到，教育、教学中迫切要解决的实

质问题是我们应采取什么措旌使人们接受效率高、效果好的教育。采用什么策

略教会人们“如何学习”，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适应社会的飞速发展。

1．2．2信息时代为教育提供的新环境⋯⋯

在信息时代，随着多媒体计算机及时的不断发展，教育的手段也在不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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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传统的教育模式正在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计算机辅助教学等为代表的

新的教育手段。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新科技，能够把大量的知识有机地储存起来，

并能够及时、快速、准确可靠的进行数据处理；同时通信技术可以将远距离的

教学环境传到每个学生的附近，从而，信息时代为教育提供了适应不同地区，

不同需要的教学手段。尤其是网络教育技术，使的知识信息的传送更加迅速，

人们的交流更为快捷方便，它打破了面对面获取知识的传统教学方式，在真正

意义上实现了资源共享，同时还具有不受时空限制，多相互动、协同互助、及

时反馈等优点。

信息时代也带来了教育方式的转变。传统教育中教学内容的重点是放在已

经发生的事和已经做过的事上，从小学到大学所有学生学习目标都是如何把过

去的东西学会学懂。这是一种“维持性学习”，即“通过学习去获得原先已经确

立的观点、方法和原则，以对付已知的事重复发生的情况”。这种学习模式必然

带来教育滞后性，当社会急需某种人才时，它无法及时适应需求培养出足够的

专门人才，而当人才按当时需要进行培养时，还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完成培养，

那时又可能事过境迁，不那么急需这方面的人才了。因此，要求教育成为一种

可以带来变化、更新、重建和重新系统地阐述问题的学习，这是“创新性学习”

模式。计算机技术可以根据科学家所研究的模型，产生对未来种种情况的合理

预测和模拟，从而使今日的学习者了解未来的需要和未来的情况，为进入未来

社会做好准备。而且，知识体系以生动、令人可信的方式表达出来。可以对学

习者提供探索发展自己思维的环境，使学生不仅学知识，还学会如何学习，而

这一点更是教育迎接多变时代需要的起码要求。

1．3国内外MCAI发展概况

为了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教育必须要走改革创新之路，尽快实现教育的

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实现是以教育技术现代化为前提基础的，因此，普及使

用现代化的教育技术是至关重要的。作为现代教育技术的代表，MCAI在近几

十年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3．1MCAI的定义

MCAI是英文“Multimedia And 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的英文缩写，

它的中文意义为“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MCAI作为一种现代教育技术，使

之利用多媒体计算机来执行部分教学功能，辅助完成教学任务的一种教育技术。

MCAI是CAI(计算机辅助教学)的一个较高阶段。80年代末，多媒体计算机

已出现就迅速进入了教育领域，给计算机辅助教学带来了革命。多媒体并不是

简单的媒体组合，而是由多种媒体有机的组合系统，其总体功能要强于各种媒

体功能之和，可以说，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是今后计算机辅助教学的主要发

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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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国外MCAI发展概况⋯⋯

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后期实际算计辅助教学的研究、试验阶段。在

这一时期，进行了各种类型研究与应用试验，探索了许多模式。对其效果进行

了测试于评价，从理论和方法上都为20世纪80年代MCAI的普及与发展奠定

了基础，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美国斯坦福大学与IBM公司联合在1966年研制成功的IBMl 500教学系统，

用可调节性操作练习的指导方式进行小学数学、英语等教学。通过长期的CAI

实践，跟踪小学生学习轨迹，得出了有关小学生的学习模型和基本活动模式等

重要成果。

另一个得到美国科学基金会支持的系统是德克萨斯大学、杨伯翰大学和

MEIRE公司量和开发的TCCIT系统。它是有小型计算机和彩电组成的中型CAI

系统。它的特点是将教学目标、内容组成一个大的教学单元，学生在教学中有

一定的控制活动进展能力。这种课件组织结构与控制方式对后来的计算机辅助

教学系统的设计与开发有着很大的影响。

除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开发。如加拿大从1968年开

始出国家研究院、安大略教育研究所等单位联合进行“计算机辅助学习工程”

的开发研究。英国从1972年开始执行“国家计算机辅助学习发展计划”，每年

投资200万英镑，研制了20多个计算机辅助学习系统。

到了20世纪90年代，多媒体计算机技术迅速发展，给信息传播带来了一

场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网络技术、超文本和超媒体技术的

实用化。MCAI内容的组织和呈现方式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MCAI在许多国

家和地区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推广和普及。

1．3．3我国MCAI的发展概况

我国MCAI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从7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开始了计

算机辅助教学的研究和实践。1978年，教育部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

首先成立了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专门从事电视和计算机等高新技术在教育领

域中的应用研究。80年代初期，有些高校研制了一些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如

华东师范大学的“微机辅助BASIC语言教学系统”。1987年上海成立了中国计

算机辅助教学学会，该学会对推动我国CAI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90年代，

我国许多师范院校成立了电化教育系和电教中心，同时，国家在“九五”科技

攻关项目中，投资了2000万元用于大中小学多媒体教学软件的开发，各学科出

现了一些较为优秀的教学软件，这些都为我国MCAI教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41目前，我国的各级各类学校都购置了大量的计算机和多媒体设备，同

时，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家庭配置微机也相当普遍，教师和学生使用计算机

将会越来越方便，MCAI的使用也将会越来越广泛。



1．4合肥工业大学MCAI的现状

作为教育部直属院校，合肥工业大学一直都是很注重MCAI的发展，为了

进一步加强多媒体教学硬件和软件的发展，学校在2003年5月成立了以刘光复

校长为组长的“合肥工业大学现代教育技术教学指导组”。其目的在于大力研究

和积极推广网络多媒体教学，促进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推动教学方法和

教学手段的更新，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推动我校教师多出优秀、精品课件，

进一‘步提升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

近几年来，学校在硬件和软件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改观。1995年底，我校开

始发展计算机辅助教学工作，到2000年之前，仅在电教楼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电

教室，而且配置也比较落后，主要由电视、音响等组成，最多只能算上简易的

多媒体教室。近几年来，学校在硬件和软件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观，在硬件方

面：为适应教学的需要，新建了一批多媒体教师和计算机房，开通了校园网等，

以南校区为例，作者通过调查了解到：西二教学楼四五层共有多媒体教室20

间，据管理人员介绍，这些教室的配置都是根据实际教学的需要，按标准多媒

体教室设计建造的。除此之外，有许多学院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多媒体教室，如

管理学院等。软件方面：越来越多的教师参与到CAI方面的研究，并申请到了

不少相关的研究课题，一些学院还在校园网上开通了网络课件，如化工学院的

“物理化学”、“分析化学”课件等。

这些有利的条件，都为我校MCAI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和良好环

境。也为开展PHY．MCAI提供了前提基础和必要条件。

1．5编制适合现行工科院校大学物理辅导软件的现实意义

1．5．1物理学在工科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81

大学物理是工科学生的一门基础课程，它具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

作为科学素质教育的基础学科，它应起到培养学生科学文化素质的作用；另一

方面，作为理学和工程技术的基础，大学物理应当起到服务于专业课程的作用。

这两方面的作用就确立了大学物理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因此，大学物理不仅

仅为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提供了前提和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具有独特的

作用。物理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几乎应用于自然科学的每一个领域，它不

仅是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基础，而且是产生科学技术，特别是近代高新技术的

主要源泉。此外，中外大量物理实践都表明，物理教育在培养学生科学素质、

科学思维方法及科学研究能力，尤其是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无法

替代的特殊作用。

1．5．2编制大学物理辅导软件的现实意义

我校《大学物理》教学大纲中指出该课程的教学目的为：使学生对物理学

的内容和方法、工作语言、概念和物理图像，对于物理学的历史、现状与前沿



等方面，从整体上有一个全面得了解。同时要求学生在学习高等数学的基础上，

能以微积分和矢量分析为工具，掌握和理解经典物理及近代物理中的主要原理，

主要思想、主要定理定律、主要方法以及主要结论。要求突出物理本质，树立

鲜明的物理图像。同时在注意自身的理论性、严谨性、科学性的同时，特别注

意学生科学素质的培养，引导学生由“学会”转向“会学”。

由此可见，大学物理的教学要求是比较高的，然而课时量却相对显得不足。

以我校为例，教学大纲中规定的课对量为工科120学时。然而内容却涉及力学、

热学、电磁学、振动和波、光学、量子物理，很显然，运用传统教学手段不容

易在这有限的课堂教学中实现大纲规定的目的。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当务之

急使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使用现代化的教育手段，即PHY．MCAI。PHY．MCAI

的教学主体是利用多媒体和计算机技术使用电子软件进行教学，所以，编制适

合现行工科院校物理教学辅导软件的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此外，目前

PHY．MCAI软件质量不高和数量不多也是我们开发PHY．MCAI软件的主要原

因。这主要体现在：市面上流行的软件较少，不能满足现行教学的需要；受开

发环境和开发工具的限制，许多软件的功能不强，不能满足现代教育提出的要

求：教学软件和学习软件往往不能很严格的分开，使用对象不明确等。所以我

们的这项工作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也是很迫切的。



第二章大学物理辅导软件编制的理论探讨

2．1 MCAI与传统教学之间的利弊分析及MCAI在教学中的地位”3

PHY．MCAI软件是直接为PHY．MCAI服务的，因此，研究MCAI的特性，以及

它和传统教学之间的关系，对我们编制PHY．MCAI软件的具有指导性的作用，这

可以使我们在编制时，注意哪些内容适合使用MCAI，哪些内容适合使用传统教

学手段。笔者在编制PHY．MCAI软件前，就这个问题作了一些探讨。

作为一种现代教育技术，MCAI改变了传统教学的单一模式，充分展示了它

在教学中的优越性。因此，一种普遍被接受的观点认为：随着MCAI的不断完善

和发展，MCAI将担当起教师的角色完成教学任务，从而打破并完全取代传统教

学模式。但笔者认为，MCAI固然有其在教学中的优势，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同时，传统教学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因此，MCAI不能，也不应该完全取代传统

教学。 ．

2．I．1 MCAI的主要特点及不足之处

I．MCAI主要有以下特点⋯“”⋯’

(1)MCAI具有集成性。MCAI能综合处理和管理文本、图形、图像、活动影

像和声音，能够把文字、图形、图像、视频图像、动画和声音等多种声音进行

集成。集成性使得教学内容极大丰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从而可以从多个角

度向学生传递信息。

(2)MCAI具有交互性。多媒体计算机技术利用图形交互面和窗口交互操作，

使人们能通过十分友好的人机交互面来操纵控制多媒体信息的显示，利用人机

交互功能，灵活地展示声、像、文并茂的教学信息，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创造

欲，增强对知识的认知和理解。

(3)MCAI具有网络性。网络技术使得教育的影响面不再局限于班级和地点，

而是可以大大的扩展，网络技术使得教育资源得以共享，从而打破了由于地区

和师资差异带来的不平衡。

(4)MCAI具有虚拟现实的功能。虚拟现实技术是运用计算机对现实世界进

行全面的仿真技术。它在立体空间的展示，展品的介绍，虚拟空间的营造与构

建，虚拟场景的构造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可广泛应用于那些情景性要求很

强的教学软件中，比如宏观宇宙天体的探测，微生物的研究，人体解剖实验，

太空飞行，文物考古学中的文物鉴赏等。虚拟现实技术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

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有利于学生获得直接经验。

2．MCAI的不足之处

(1)发展还很不完善。MCAI技术是上世纪末出现的教育新技术，出现不过

20年左右，无论是从理论基础还是从实践来看，都还处在初级阶段。由于缺乏



理论指导和实践操作，MCAI的使用效果并不理想。

(2)弱化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交互性特点使得教师参与教学的活动大为减

少，教师对学生的管理和影响力大为减弱。学生的学习是一个自主的过程，主

要靠学生的自觉性来进行，这对于自觉性较强的学生来说，还勉强可行，但对

于那些不自觉的学生来说，学习就很难进行下去。同时，由于缺乏教师的引导，

学生的学习可能会偏离学习目标，浪费了学生的时问和精力。此外，师生之间

缺乏面对面的交流，即不利于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也不利于学生的人格

教育。

(3)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不良后果。例如，集成性可以从多个角度向学生传

递知识信息，但如果处理不当，造成传递信息过多，以致出现大量无关信息，

不但不能起到提高教学效果的作用，反而由于干扰内容过多，学生不易抓住主

次，影响了对知识的接受。又如，虚拟现实技术虽然可以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

感觉，但如果不加选择的使用，不但不能增强教学的效果，反而由于接受了过

多的直接经验，而不利于培养学生抽象思维能力。再如，有些教学软件为了达

到吸引学生、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在制作上追求新奇。但笔者认为，这

种兴趣是很有限的，随着教学的深入，很难长时间的维持，因为要想将课件做

到象故事情节很浓的电影那样引人入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随着时

间的推移，学生也会感到乏味，此外，一味的追求新奇和复杂，在无形之中增

大了传递给学生的信息量，而且，过分的新奇就会变成离奇，离奇就会造成学

生的分心和误解。

另外，MCAI灵活性较差，修改不便。MCAI一般使用超文本结构，实现了程

序化管理，这虽然方便了使用。但是由于程序一般是在课前被编好的，教师在

授课过程中如果发现其中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想要做出修改和调整，不但不方

便，而且还会浪费大量教学时问。此外，一旦出现机器故障和停电之类的事故，

教学便很难进行下去，应急处理极为方便。

2．1．2传统教学的优势所在

传统教学主要以“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教师在教学中处于主导

地位，教学中运用的传媒也仅局限于课本、黑板、挂图、幻灯片等，相对于MCAI

来说，这种教学效率较为低下。但是，传统教学也有MCAI所不具有的优势。

1．传统教学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但在理论研究上趋于成熟和完

善，而且还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容易充分发挥它

的优势。而MCAI还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对它的研究和运用还处在初级阶段，所

以，在一段时期内，传统教学仍将在教学中发挥主要作用。

2．传统教学以面授的方式向学生传授知识，这一方面便于教师组织教学，

教师可以通过同学生的直接交流和观察学生的反应．及时了解学生接受知识的

情况，并根据这一情况，适时的调整教学的进度和难度；”1另一方面，师生之



间面对面的交流，有利于学生的人格教育和和思想教育，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

时，也能将育人融入其中，使学生在接受知识的同时，也学会了许多做人的道

理，陶冶了思想情操。这些是MCAI很难同时做到的。

3．传统的教学注重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学在教师的组织下，有目的、有计

划、有秩序的进行，因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掌握学习的方向和目标。而

在MCAl教学中，教师的主导地位被大大的弱化，学生在学习中‘，容易偏离学

习目标。

2．1．3 MCAI应该与传统教学相互结合

由上面的分析可见，MCAI虽然具有传统教学无法比拟的优势，但也存在许

多不足之处。MCAI不是万能的，并不是所有的教育内容都适合用MCAI的形式

加以承载，并不是所有的教学环节都能用MCAI来实现，并不是所有年龄段的学

生都能接受这种教学形式。”1而传统教学虽然存在不足之处，但也存在一些MCAI

所不具有的优势，因此，笔者认为：不能简单的用MCAI来否定和取代传统教学，

而应当将二者结合起来，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选择适当的教学方式和合适的

教学传媒。具体体现在以下两点。

1．传统教学与MCAI相互融合和交替进行。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由于长期以来，我们进行的都是传统教学，学生已适

应并掌握了传统教学的学习方式和方法，而MCAI对学生来说还是一个新生事

物，虽然绝大部分学生在刚接触MCAI是会被这种新颖的教学方式所吸引，但随

着教学的深入，由于不能适应这种新的教学，许多学生对MCAI感到乏味甚至反

感。因此，一开始就让学生接触大量的MCAI是不可取的，而是应当将它融入传

统教学，二者相互融合、交替进行。这不仅能给学生一个适应过程，而且还可

以维持学生对MCAI的兴趣。

从教师的角度考虑，由于许多教师还不能熟练的掌握和使用MCAI，运用

MCAI教学无疑会花费这些教师大量的时间，尤其是当前的许多教学软件质量还

不尽人意，教师如果个人制作，必将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如果勉强使用

他人的课件，又会因为教学风格不同，而影响教学水平的正常发挥。因而，运

用MCAI完全代替传统教学是不现实的。在教学中适量使用MCAI，不但有利于

教师逐步掌握和适应MCAI，而且还能保证教学正常、有序的进行。

2．应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适当的教学方式和教学传媒。

(1)年龄层次不同，选择媒体的侧重点应当不同。不同年龄和知识层次的

学生，对媒体的要求不同，一般来说，年龄较大和知识层次较高的学生，运用

传统的教学传媒，如书本、黑板、挂图等要比运用MCAI中的动画、虚拟现实等

教学效果要好。因此，对于大学生来说，运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能起到较好教学

效果的课程，一般没有必要使用MCAI。

(2)教学内容不同，选择媒体应有所不同。不同的教学内容对传媒的需求
是不同的，因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教学传



媒，丽不能干篇一例。例如：文学欣赏配以轻音乐、朗诵和文字符号就可以了，

如果穿插图形和动画，不但不能起到好的教学效果，反而由于出现了过多的无

关信息，影响了学生对知识的接受。但在物理教学中讲解质点的运动时，配以

动画、讲船、图形是很有必要的，而轻音乐则是不需要的。

(3)教学目标不同，选择的传媒应有所不同。不同的教学传媒在教学中发

挥的作用往往不同。例如：虚拟现实技术所做的动画有利于学生获得直接经验，

而传统教学中的言语符号，对于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在教学中，运用教学传媒时一定要考虑到传媒与教学目标是否相符。如

果在教学过程中一味追求使用MCAI，往往会适得其反。例如：利用虚拟现实技

术模拟一些在现实条件下无法进行的实验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可取的。但如果

不加区分的将所有的实验都编成教学软件的形式，让学生通过上机操作来完成

本应该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实验，这就与实验教学的目标不符，它不利于培养学

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1．4结论 ·

MCAI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对它的研究和探讨还处在很不成熟的阶段，因此，

运用MCAI还需慎重。针对目前各学校出现开发、运用MCAI的热潮，笔者认为，

“热”并不是坏事，但要注意有限度，而不能盲目的夸大。MCAI毕竟只是辅助

教学的一个工具，它也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MCAI并不是万能的，因而，我们

不能错误的认为MCAI可以取代传统教学、取代教师，面盲目的修建MCM教室，

这不但不能达到预计的效果，反而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浪费。所以，我们要确

信以下几点观念：第一，计算即使工具，可以辅助教学，但不能代替教师；第

二，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是人，不是设备；第三，是用先进技术的根本目

的是为了提高效果效率，不是避免劳动。

2．2多媒体课件在MCAI中发挥的作用

2．2．1多媒体课件的定义及特点”圳”1

“多媒体软件”简单来说就是：运用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用多媒体技术编制

而成的，用于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应用软件。多媒体主要包括：文字、声音、图

形图像、动画和视频。这些文字、图像、声音、动画、视频及其间的交互控制

是构成一个多媒体软件的基本元素。在多媒体课件中，将这些基本元素有机地

组织起来，可以有效地进行知识表达。

多媒体课件具备以下特点：

第一，丰富的表现力：多媒体课件不仅可以更加自然、逼真地表现多姿多

彩的视昕世界t还可以对宏观和微观事物进行模拟，对抽象、无形事物进行生

动、直观的表现；对复杂过程进行简化再现等等。这样，就使原本艰难的教学

活动充满了魅力。



第二，良好的交互性：多媒体课件不仅可以在内容的学习使用上提供良好

的交互控制， 而且可以运用适当的教学策略， 指导学生学习、更好地体现出

“因材施教的个别化教学”。

第三，极大的共享性：网络技术的发展，多媒体信息的自由传输，使得教

育在全世界交换、共享成为可能。以网络为载体的多媒体课件，提供了教学资

源的共享。多媒体课件在教学中的使用，改善了教学媒体的表现力和交互性、

促进了课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的全面优化，提高了教学效果。

2．2．2多媒体课件在MCAI中发挥的功能和作用

由于课件具有以上所说的特点，所以在现实教学中，尤其在MCAI教学中，

它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首先，运用计算机技术编制的多媒体课件，

可以将文本、图形、动画、音频、视频等有机的组合在一起，其操作大为简单，

教师在教学中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意志决定、处置临场事件，而不必口干舌燥地

表述原本具有形象性内容，不必手忙脚乱地去操作各类媒体，不必担心课前涉

及的内容遗漏或运行失败，因为对教学过程控制的策略和方法等是事先预制到

课件中的。同时这种多媒体的集成性有利于学生更好的掌握所要学的知识：其

次，利用其交互性制作的学习辅导课件，能使学生能自由的展开学习，相互完

全独立，不受任何影响，即使学习时出现了某些错误也不怕别人取笑，不受别

人干扰。而且这种即使的反馈与评价对学生的学习是大有帮助的。

一套好的课件，可以充分发挥课件在MCAI中的作用和功能，它可以起到

传统教学无法比拟的作用。然而，一套编制质量低劣的课件，不仅不能发挥课

件应该发挥的功能，而且很有可能使用它的教学效果还不如使用传统教学手段，

甚至有时起到误导的作用。所以，编制一套质量高的课件是很重要的，同时也

是不容易的。

2．3编制中应该建立正确的指导思想

一套教学辅导软件是有大量的课件有机的组织起来的，它的编制与课件的

编制原则和方法是息息相关的。如上所述，编制一套课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同样，要想编制～套好的教学辅导软件，更是～件不容易的事。这首先要建立

一种正确的指导思想，要从本质上去认识教学辅导软件，然后才能采取适当的方

法进行设计。

2．3．1教学辅导软件是一种教育软件

教育软件有作着同于一般软件的特点，它的开发、运行和维护活动有自身

规律和特点，具体体现在：第一，面向特定的对象是学生；第二，需要对所授

学科知识体系做出透彻的分析和合理的组织；第三，在编制过程重要体现出学

生学习过程和认知活动的一般规律；第四，由于学科知识和教学要求变化较大，

同时要面向不同的使用者，所以要求它的扩展、更新和维护方便：第五，要求



有特殊的评价标准：第六，一套好的辅导系统的研制开发人员需要心理、美工、

计算机、影视和管理等专家密切合作。

一套教学辅导软件的编制，还应该注意到它的教学性、科学性、艺术性和

技术性。具体的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从教学性来说，它必须符合学课的教学规律，反映学科的教学过程

和教学策略。这就需要它的内容选取恰当，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并适合媒体表

现，注意符合学生的一般特征，教学信息编排合理，并能考虑到教学节奏的变

化，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并能方便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

其次，从科学性角度来看，它必须能正确表达学科的知识体系。具体体现

在：它所展示的内容必须符合科学原理，保证信息内容的准确性，对概念的阐

述、观点的路政、事实说明、材料组织要符合科学逻辑，视觉、音乐和造型必

须有利于正确表达科学知识。

再次，从艺术性的角度出发，要求它具有别具匠心的艺术处理，对教学内

容赋予一定的艺术表现形式，同时善于挖掘教学内容的诱惑力，巧妙地运用计

算机媒体的特长，注意美工设计，注意画面和声音的基调安排，创造良好的寓

教于乐的教学环境。

最后，从技术性角度来考虑，它要求程序结构尽可能简洁，控制技巧尽可

能巧妙，运行环境低，可移植性强等。

2．3．2教学辅导软件是一种计算机程序

作为计算机程序，它的制作必须遵循一般生产过程，也就是系统分析和系

统规划、设计、编程、调试、运行维护五个阶段。⋯

第一，系统分析和系统规划由计算机软件开发人员和用户以及双方的管理

人员共同完成，结束使用文件的形式体现，一方面提供给用户，由用户来鉴定

这是否是他们所需要的系统；另一方面，这些文件是下一个阶段的输入，设计

阶段将严格按规划进行。

第二，软件设计是整个软件生产中的重要阶段，传统的设计方法是画流程

图。即先画粗框图，然后画细框图，最后编程。

第三，编程使用高级语言或汇编语言编制程序，实际上事对设计阶段的结

果细化，然后写成计算机执行的程序。

第四，调试的目的时发现和修改程序中的毛病以得到可靠的软件。其过程

如下：根据规范结构，设计调试用输入数据，上机操作，产生输出结果，将结果

与预定的正确结果比较，看是否一致，如不一致，找出出错之处，修改错误，

如此进行，直到产生正确结果。

第五，运行维护实施以验收和交付使用的软件系统继续运行，并不断改变

其性能。它包括修理、更改和升级。

2．3．3教学辅导软件是一种教学系统



作为一。套系统，它应当具有自己的完整体系，同时它还要以一定学科知识

的学习作为目的。学生经过该系统学习后，应能达到教学目的的要求。如何让

学生通过一定的学习，达到教学目标要求，主要有教学指导过程、指导顺序所

决定。它的没计内容也就是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的设计，软件中呈现怎样的教

学内容，如何呈现等，都是软件设计应该解决的问题。

另外，任何一个系统总是某一大系统中的一部分，即系统中的系统。以大

学物理辅导系统为例，其中包括以教为主的教学系统和以学为主的复习系统，

同样在这两套系统中有包括一系列的小系统，如中英文系统等。这些系统的有

机组合就构成了大学物理辅导系统。所以在编制是要注意分析教学系统的层次

结构，寻求～种方法将他们有机的组合起来，以发挥软件的最大功能。

2．4编制辅导软件应该注意的问题

2．4．1当前流行的教学辅导软件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

当前，许多教学辅导软件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可

以对我们的工作起到警示的作用，以免在编制的过程中再犯。这些问题归纳起

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传送的信息量过大，干扰信息多，学生不易掌握主次。同时，许多

软件缺乏必要的停顿，没有留下足够的时间让学生去思考，往往使问题一提出，

结果就出来，无形之中剥夺了学生思考权利。

第二，交互性不强。主要体现在交互功能不强，不能体现不同课型交互性

的差异，交互功能与学习内容不符等。大多数软件，尤其是学习辅导型的软件，

由于交互性闯题，就很难发挥出应有的水平。

第三，修改维护困难，扩展空间不大。主要体现在运用开发软件环境低。

第四，导航技术不高。许多软件在操作时极为不变，例如，为了下一步的

操作要重新回到主界面等。

2．4．2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研制应该注意的问题⋯1

MCAI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技术的应用和推广，面临着许多问题，如教师队伍

的培训、硬件环境的建设、教学软件的研制开发等。我们认为教学软件的研制

开发是发展我国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关键。根据软件研制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谈几点看法：

第一．教学软件是多门科学综合运用的结果。教学软件的研制不但需要丰富

的专业知识和理论。而且需要掌握多种现代技术(如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多

媒体技术等)，同时还要求有较深的教育学理论和美学基础。教学软件既不是

“教材搬家”，也不是资料堆积，它的设计必须要有一种创新思维，要从历史

的角度，运用唯物主义观点，对知识和理论进行分析、探讨和总结，并对其未

来的发展和应用作出科学的展望，即教学软件内容的组织要“有横有纵”。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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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教学软件研制开发是一种创新，要运用高科技手段。

第二．多媒体计算机教学软件不同于～般的多媒体软件，它讲究科学性。也

就是说教学软件的内容要科学合理，问题的分析论述必须有科学依据。教学软

件脚本的编写是软件开发的基础，其编写必须由全国的专家教授和在教学第一

线的优秀教师来承担。软件开发必须立足于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和全国～流的

中小学教师，而一般的多媒体开发公司难以承担此项工作，但在具体的技术上

可以让他们参与合作。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和出版机构在软件的科学性方面必须

严格把关，以保证教学软件具有较高的质量和水平。

第三，多媒体教学目前在我们国家还属于一种辅助教学，因此软件的选题

必须按教学大纲的要求，以教材为基础，以深化教材内容为目的。要充分发挥

多媒体教学的优势，把那些抽象难懂、传统教学媒体难以表达和传授的知识和

理论作为选题的主要方向。教育部门可组织发动各学科的专业教师，推选出一

批有创意的主题，为开发一流的教学软件奠定基础。

第四，软件的研制开发必须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制定不同的策略。按教育

理论的要求，对于不同的使用对象，软件在媒体的选择、内容的组织和呈现的

方式等方面都应该有所不同。同样一个选题，对于不同特点的学生．应该有不

同的要求，开发出不同的教学软件。软件的研制还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因此要

加强新教育技术形势下的教育理论研究，这是开发高水平教学软件的根本保证。

第五，教学软件的研制开发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各

级政府和教育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中小学校必须联合起来，统一组织，

合作开发。同时我们还应该把教学软件的开发作为一种产业，引入市场机制，

以提高教学软件自身发展的能力。

2．5建立完善的教学辅导软件评价体系

一套辅导软件制作完成之后，不应该立即被投入使用，我们还需要对它进

行必要的评价，看它是否能够满足教育的需要，发挥应有的功能等。通过评价，

得出软件的优点和不足之处，指出需要修改的地方，这为进一步提高软件的质

量，提供可靠的保证。

2．5．1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迫在眉睫

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运用，改变了传统教学的单一模式，加快了

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它对教育的巨大贡献是不可估量的。然而，计算机多媒体

技术的教学功能主要是由教学辅导软件(包括课件等)决定的，教学效果的好

坏主要取决于教学辅导软件质量的高低。因此，如何提高教学辅导软件的质量，

防止质量低劣的教学辅导软件出现市场、走向课堂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随着多媒体计算机技术在教学中被广泛的运用，教学辅导软件的需求量也

在不断的增加，大量的教学辅导软件也随之而出。这其中不乏有许多优秀的作



品，但也有不少存在着严重的质量问题，它们的存在，不仅无益于教学，反而

会带来一些误导作用。这种情况的出现，同教学软件评价体系的不完善有很大

的关系。目前，教学辅导软件的评价还处在各自为阵的境况，许多评价标准缺

乏科学性和合理性，不能客观的反映出教学辅导软件质量的好坏，这难免会导

致目前所出现的这种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的情况。因此，建立完善的教学辅导

软件评价体系是很有必要的，也是迫在眉睫的。

2．5．2建立健全的教学辅导软件评价体系的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规范评价。

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建立完善的评价标准，教学辅导软件的评价一直都很

不规范。评价标准五花八门，其中许多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作者收集

了几套评价标准，发现了其中或多或少的都存在一些问题，有些过于简单化，

有些只注重教学辅导软件的形式，如是否有动画等，而对其内在的内容关注甚

少。类似的这些评价标准在教学辅导软件的评价过程中很难做到合理和公平公

正。完善的教学辅导软件评价体系能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善目前所处的状况，它

可以为教学辅导软件评价标准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并能对评价标准的科学性

进行评估，有利于评价标准走向规范化。

第二，能为教学辅导软件制作者提供理论参考和思想指导。

当前的大多数教学辅导软件都存在着科学性和教育性不强的通病，咎其原

因，主要是因为制作者在制作教学辅导软件时往往无章可循，有很大大的随意

性。制作者常以自己的主观臆断编制教学辅导软件，这是导致许多教学辅导软

件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建立完善的教学辅导软件评价体系，制定统一的标准，

能够为教学辅导软件制作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和指导思想，同时对教学辅导

软件的制作具有规范约束的作用。这些都能为教学辅导软件质量的提高提供一

定的保证，从而能从源头上防止一些质量低劣教学辅导软件的产生，减少不必

要的人力和物力浪费。

第三，为制定相应的监督管理法律法规提供参考。

大量粗制滥造、质量低劣的教学辅导软件涌现市场，不仅严重损害了消费

者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很有可能给教育带来负面影响。要想从根本上杜绝质量

低劣的教学辅导软件出现，打击非法盗版品，维护教学辅导软件市场秩序，建

立建全相应的监督管理机制、制定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是至关重要的。然而，

教学辅导软件不同一般的商品，相应的法律法规要体现其特殊性，而完善得教

学辅导软件评价体系能为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提供必要的参考。

2．5．3几点建议

教学辅导软件是一种具有一定教学功能的计算机软件，它具有一般教学软

件的本质，同时又具有计算机软件的特征。因此，针对它的评价体系应该体现这

些特点。以下是笔者对这种体系建立的几点建议。



第一，评价体系开放化。

由于教学辅导软件与教学和计算机技术密不可分，这就需要教学辅导软件

的评价体系具有开放性。这是因为，一方面，从教学的角度来看，不同的学习

阶段，不同的课程和不同的教学科目，其教育目的和要求不同，对教学辅导软

件的要求自然也不同，统一封闭的教学辅导软件体系显然不能满足这些不同的

要求；另一方面，从计算机技术发展角度来看，教学辅导软件的质量与计算机

技术密切相关，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教学辅导软件的质量也在不断的

提高，这就需要评价体系不能一成不变，而是需要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以适应

这种变化要求，开放性的评价体系在一定的程度上能满足这些要求。

第二，评价方法多样化。

教学辅导软件的类型有很多种，典型的有课堂演示型、自主学习型和资料

查询型三种，不同类型的教学辅导软件发挥的教育功能不同，因此，评价的方

法也应该有所区别，这就要求对教学辅导软件的评价方法也要多样化。多样化

的评价方法也是保证教学辅导软件形式多样化的一个前提条件，它有利于鼓励

制作者创作不同风格的作品，避免刻板单一、千变一例。另外，教学辅导软件

具有教学功能，而对教学的评价一直以来都是很复杂的，方法也是多样的，课

件的评价自然也应如此。目前被普遍使用的量化评比方法，相对来说就显得僵

化、简单化和表面化，很难从实质上反映出教学辅导软件教学功能的好坏。因

此，如何在评价方法上实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实现评价方法的多样化是值得

探讨的一个问题。

第三，评价主体多元化。

既然教学辅导软件具有教育实践和软件开发两个方面的特点，那么，一套

好的教学辅导软件的研制开发就需要教学、心理、影视、美工、计算机和管理

等多类专家的密切合作。同样，要想客观的评价教学辅导软件的好坏，不能仅

仅依靠教育工作者，而应当有更多的主体参与评价活动，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元

化。参评主体除教学、心理、影视、美工、计算机和管理等多类专家外，受教

育者也应当在评价中发挥积极作用，因为他们才是教学辅导软件的真正受惠者。

评价主体的多元化，能够从多方面、全方位对教学辅导软件进行评价，因而从

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评价的公平、公正，同时，这种评价也是科学和合理的。

2．5．4结论

怎样的教学辅导软件评价体系才能称得上是健全和完善的，以及怎样才能

建立健全的教学辅导软件评价体系，一直都是一个很具有争议的话题，对它的

研究也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仅从完善的评价体系所发挥的作用和应该具有的

一些特点作了浅在的探讨，并提出了几点建议。而在具体内容完善和方案建立

方而，没有做进一步的深入，这些也都是需要我们探讨和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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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大学物理辅导软件的开发和实现

3．1大学物理辅导软件的开发平台

3．1．1VB6．0的特点

1．Vi sua]Basi C简介㈣⋯1

Microsoft Vi sual BasiC 6．0是可视化的、面向对象的、有事件驱动的结

构化高级设计语言。它提供了最迅速、最简捷的开发应用程序的方法。Vi sual

指直观的开发应用程序界面的方法，只需将系统提供的标准控件放到屏幕窗体

上，Visual Basic就会自动生成相应控件程序代码和其属性数据，而不需要用

户去编写大量的程序代码。Basic指的是Basic语言，为Beginrlel“s A1卜口urD。se

Symboli C Instruction Code一次的缩写，意思是初学者通用符号指令代码。
Vi sual BasiC是在原有Basic语言基础上发展成为易学、易掌握、功能强大的

最新程序设计语言。由于它是一种可视化程序设计软件，所以程序员不必要编

写大量代码去描述界面元素的外观和位置，只需将预先建立的界面元素(如按

钮、列表等)用鼠标拖放到屏幕上适当的位置即可。Vi sual Basie不仅仅是一

个可视化的Basic语言，它的特征除可视化外，还包括事件驱动，即只有事件

发生时，程序才能执行。

2．Vi sual Basic6．0的主要特点

(1)简单易学，适合计算机水平不高的人学习，只要稍有语言基础就可以很

快掌握并进而精通，因此，特别适合教师编写电子辅导软件。

(2)操作容易，用户在几分钟内，就可以熟悉Visual Basic6．0的开发环境。

(3)在Vi sual Basleo．0中Internet应用程序的开发功能更加强大和容易。

在应用程序内可以通过Internet访问其它计算机中的文档和应用程序；可以创

建Internet服务器应用程序，包括IIs应用程序；支持动态HTML技术的应用

程序：具有WEB应用程序发布功能。“7’因此，它更适合编制网络版的学习辅导

软件。

(4)种类繁多、功能强大的多媒体控件，能帮助用户在较短时间内用较少语

句编写出图文声像并茂的多媒体程序。所以它特别适合用来开发多媒体教学辅

导软件。

(5)Vi sual Basit6．0在数据库处理上有较强的功能，能对多种数据库进

行读写工作。我们利用这一点。在教学辅导软件开发中，建立知识点链接，可

以将不常用的知识点建成数据库的形式，暂时放在一边，需要时再进行调用。

这样可以节省占用的空间，提高程序运行速度。

3．1．2 Vi sual Basic的功能m3

1．Visual Basie允许程序员对窗口添加菜单、对话框、命令按钮、单选按



钮、列表框、滚动条等。还可咀用网格来操纵表格数据，同其他Windows应用

程序进行通信以及访问数据库等。

2．在设计阶段和运行阶段，可以方便的放大或缩小屏幕上的窗口，这些窗

口可以同剪裁板和同时运行的大多数Windows应用程序进行通信。

3．visual Basic编程语言具有简单适用的图形语句、有力的数学和字符串

操作函数以及复杂的文件管理能力。

4．Vi sua]Basic使用了模块编程技术，从而使得编写复杂程序比较容易。

这就意味着程序员可以把应用程序分割成易于管理、不易出错的模块，模块能

很好的完成一项任务并且有一个很好的同其他程序通信的接口。这样就可以进

行独立编码和测试。这种方式可以使程序员把精力集中在每个模块如何完成工

作以及程序模块同应用程序的其他部分通信上来。

5．Vi sual Basic还为那些防止用户意外或非正常结束程序的常见错误提

供了复杂的出错管理功能。

6．Visual Basi c由一个智能的翻译编辑器，它能够探测到程序的语法错

误，甚至能对如何修正程序的错误提出建议。它对图形类的错误也有效。同时

Vi sual Basic由一个广泛的联机帮助系统，在编写应用程序时可提供快速的参

考。

3．1．3使用VB6．0编制大学物理辅导软件的利弊

1．使用VB6．0编制大学物理辅导软件的主要优点：

首先，强大的功能能够满足制作软件的要求，本套辅导软件包括教学软件

和复习软件，在教学软件中，需要制作大量的动画、音频、视频等，这些功能

在Authorware和PowerPoint等工具中不易实现；同时，在复习软件中还需要

制作大量的交互界面，而这些使用VB6．0时很容易做到的。

其次，一套好的教学软件的研制开发需要教学、心理、美工、计算机管理

类等多类专家的密切合作，但在这些参与这种，教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严

格说来，绝大部分的工作(包括一些编写一些程程序代码等)也由他们来完成

的。然而，绝大多数教师的计算机水平有限，因此，选择一套简单易学的开发

软件是至关重要的，而VB6．0正好具备这个特征。它简单易学，只需要少量的

计算机知识就可以学会并运用这套软件。

再次，运用VB6．0研制开发教学软件的周期短。VB6．0使用可视化编程环

境，使界面设计如积木游戏一般。许多工作只需要使用对话窗ISl即可完成，如

属性设置等。而不需要编写太多的程序，这些都在无形之中节省了开发者的时

间。

最后．修改、维护和扩展比较方便。可以预期它的软件兼容。VB6．0可与
Word、PowerPoi nt等许多应用软件兼容，而且，Internet应用程序的开发功能

更加强大和容易，利用它可以将软件制作成网络版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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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VB6．0编制大学物理辅导软件的不利之处：

首先，动画功能不强，编制动画不方便。相比Flash等动画制作软件来说，

用VB6．0制作动画不但需要编程，而且比较麻烦。而大学物理中由许多物理图

像、实验等需要动画来演示，用VB6．0来实现比较繁琐，也比较困难。

其次，VB6．0是基于编程的开发工具，虽然运用了可视化编程，但仍需要

编写必要的程序，这对于计算机使用还不熟练的人来说，运用起来比较困难。

再次，VB6．0中的文本编辑，不能编写公式和数学符号，而大学物理中包

含有大量的公式和数学符号，在编制中，只能将这些内容做成图片的形式进行

展示，不但制作起来不方便，而且修改起来也不容易。

3。2大学物理辅导软件设计的基本流程图

教学软件的设计包括学习需要分析、内容分析、学习者分析、策略的运用

和评价等若干阶段。一般来说，它的流程图如下表示：⋯

匮熏噩耍iji国一匿医垂委iji囝一匾至亟巨至二亘重卫：i圃一匾匡亘至i耍圜一匾熏ii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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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教学软件设计的一般流程

流程分五个阶段，下面对五个阶段分别作简要说明。

1．析教学需要

教学软件的设计制作是一个复杂的工作，生产周期长，设计制作的开始务

必认真分析论证，以保证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分析教学需要是软件设计过程的

基础，具有它自身的特殊作用。在日益发展的教学软件设计和开发中越来越占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分析结果符合下列一个或多个条件，通常认为需要制

作教学软件。

(1)完成特定教学目标需要计算机教学软件；

(2)目前所拥有的教学软件与修改的价值或可能，需要重新制作；

(3)教学软件制作后能被多数人使用，对于具有相同特征的学生能产生复制

效果；

(4)对以后教学辅导软件开发制作工作有积极影响。

分析当前市面上流行的大学物理辅导软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教学内容陈旧，不能适应新的教学要求。近几年来，大学物理课程体系

有很大的调整，教学内容变化很大，传统的教学辅导软件己不能满足新课程的

教学要求。

(2)多数软件的开发环境较为低下，功能不强，修改和扩充不便。二次开发
价值不大。

(3)发挥作用有限，多为课堂教学展示型，交互性不强。



从上面这些，我们可以看出：重新开发制作大学物理辅导软件是很有必要

的，而且。本套辅导软件的制作采用了功能较强的VB6．0开发环境，功能大为

加强，同时它是我校教学软件滚动开发的一部分，对后继工作具有积极的影响

和作用。因此，开发这一套软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也是很迫切的。

2．确定课题内容

基于教学和学习目的是教学软件开发的主流。用于教学辅导的软件，确定

教学的内容时应考虑计算机教学的特点，所选取的教学内容要有利于计算机特

点的发挥。考虑到计算机教学的特点、教学目标对学生的要求，并不是任何内

容都适合制作成教学软件。同时，确定课题内容必须明确教学目标，这是一项

基本要求。只有明确的教学目标，才能准确的确定教学软件中的教学内容和教

学过程，才‘能对有关软件的设计、制作提供基础，为学习结果评价提供依据。

此外，在确定课题内容时，还要注意与其他教材的相互关系。

符合以下条件的教学内容，通常认为值得制作的教学软件。

(1)教学中钧重点、难点内容；

(2)引发学习动机的背景内容；

(3)用于提供事实、建立新经验的内容；

(4)举例验证，建立新概念的内容；

(5)需要标准示范的内容。

对于本套辅导软件而言，它的课题内容选取工作是比较复杂的，在本章的

第四节，作者将通过举例进一步说明。

3．内容处理、可行性分析

我们确定了需要编制的教学内容后，还需要对选定的内容进行加工处理，

这也是教学软件设计中的关键工作。内容处理的同时，还要考虑现有的资源和

条件是否允许对它们进行设计和开发，我们的设计非常理性、完美，但如果在

制作中无法实现，那么，再好的设计也是纸上谈兵。所以，在此阶段必须还要

进行可行性分析。进行可行性分析，实际上是对现有资源的统筹考虑。分析资

源要考虑的因素有：经费、时间限制、人员情况、设备、现有资料、组织机构、

规章制度、和管理方法、政策等。

具体到这套辅导软件，我们在编制时，对其内容进行了一系列的加工处理，

在参考了几套课本和我校工科物理教学大纲的同时，我们对其中的内容设置作

了如下调整：

第一，学习系统的目录编制主要与张三慧主编的《大学物理学》“町保持一

致，内容除此之外，还参考了程守洙、江之永主编的《普通物理学》““3(第五

版)、余虹主编的《大学物理学》””和陈钦生主编的《大学物理学》”21和卢德

馨主编的《University Physics}”“这主要考虑到这几套教材的内容较为具体，

深度适中。



第二，教学部分的内容主要与程守洙、江之永主编的《普通物理学》“”

(第五版)保持一致，这主要考虑到我校的实际教学情况。

第三，在习题方面，我们对一些典型的习题保留了下来，同时改变了一部

分陈旧的题目，以适应教学的改革。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关于内容的加工处理，作者将在本章的第四节

作深入的探讨。

在可行性方面，我们在编制之前就做了一些分析，通过分析，我们觉得编

制这套软件的条件已经成熟。首先，本套辅导软件编制是导师主持的省级重点

教学研究项目“物理双语教学探索”的～部分，所以有比较充足的经费作后盾；

其次，本项工作主要在导师的指导下、滚动开发PHY．MCAI软件，后届研究生在

前一届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如此下去，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人力去完成这套

软件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再次，现有的设备，包括理学院计算机房的先进配置

和相关的一些约定，都为这套软件的正常编制乃至完成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4．脚本编制”⋯

教学软件编制的直接依据是脚本，而不是教学内容。脚本是设计思想的具

体体现，它给出软件编制的各种指示和要求。脚本在软件开发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它不仅影响到软件制作的过程，还直接影响到软件的质量。脚本编写人员

基于总体的要求进行稿本的详细设计和媒体数据设计脚本，编写人员应熟悉计

算机辅助教学，应对教学软件设计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有一定的理解。””

5．分析评价Ⅲ1

此时的设计评价，指的是在设计过程的结束，在制作过程的开始，在整个

软件开发过程的中间。对于设计过程而言，此次总结性评价，目的在于确定前

面所做工作的有效性；对于整个开发过程而言，属于形成性评价，具有“诊断”

功能。为使活动效果更好而不断进行评价，可以辨认缺陷和问题，及时了解阶

段工作的结果和项目的进展情况、存在问题以便及时反馈，及时调整和改进前

期设计结果。该评价又是绝对的评价，即着重于判断前期工作的达标情况。目

的在于修改和弥补设计过程中的不足和遗漏，收集有利的数据和资料。对于提

高软件的质量来说，重视评价比重是编程制作更有实际意义。⋯

作者就在制作过程所进行的部分评价，举例说明它的作用。在完成第一部

分制作后，作者就所编制的软件展示给计算机专业的一位同学观看，征求他的

意见。他对其中的一部分涉及计算机知识的内容进行了评价，并提出了一些改

进意见。主要有，将主界面与需要展示的内容放在一个窗口上(即Form)，按

钮使用语音提示等。作者根据所提意见进行修改，发现效果的确不错。这说明

了分析评价在教学软件的编制中的确很重要。本文还对这套软件进行了总结性

的评价，就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意见，这部分的内

容，在下一章的第二节作更为详细的说明。



3．3大学物理辅导软件界面的基本设计原则

本套辅导软件主要是使用VB6．0进行编制的，因此对界面的设计主要体现

在制作过程对窗体(Form)的设计。尽管VB6．0通过在窗体上拖拽控件的方式

为创建用户界面提供了简便的方法，但在开始之前做一点简单设计会大大改善

应用程序的可用性。也就是在添加控件之前，可先将设计的窗体画在纸上，然

后考虑那些控件是需要的。以及不同元素的重要性、控件之间的联系等。

界面的设计～般要遵循以下几套原则：心71

1．控件的位置

在大多数的界面设计中，并不是所有的元素都具有相同的重要性，精心的

设计将保证较重要的元素处在一目了然的位置。重要的和需要经常访问的元素

应当处在显著的位置，次要的元素则应当处在次要的位置。我们习惯的阅读顺

序一般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用户第～眼看到的是计算机屏幕的坐上方，因

此，最重要的元素应当放在这里。将控件和元素适当的分组也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尝试根据“功能”和“关系”来组成一个逻辑信息组。·由于它们在功能

上有联系，所以将它们放在一起．在视觉效果上也要比将它们分散在屏幕的各

处要好得多。在很多情况下，可以使用“框架”控件来帮助强化各控件之间的

联系。⋯1

在具体的制作中，作者基本上按照上述原则来进行的。例如在复习系统主

界面的制作中，作者将一些重要的按钮放在屏幕的作上方，次要的放在右下角，

如图3—2所示。

图3—2复习系统(量子物理)主界面



这样设置就将重要的按钮放在明显的位置，次要的放在不明显的位置。用

户在使用时，第一眼就可以看见左边的功能选择按钮，点击不同的按钮，显示

不同的内容。看完这些内容以后，用户就会发现右下方的按钮，在进行其他方

面的操作，这几个按钮相对来说，就显得次要一些。

在大学物理辅导软件中，作者同时也大量的使用了控件组，例如，在“自

我测试”中使用“框架”控件，这样可以强化同一框架内各控件之间的联系，

在使选择按钮(optionbutton)的功能加强的同时，也防止了不同框架内选择

按钮之间功能的干扰，从而可以在四个选项中选择一个。如图3-3左边的控件

绢。

图3-3自我检测选择题界面

2．界面元素的一致性

一致性是界面设计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致性的外观将体现应用程序的协

调性。如果缺乏一致性就会使界面混乱而无序，这样的界面将会使应用程序看

起来混乱而不严密，体现不出应有的价值，甚至会使用户觉得应用程序不可靠。

Visual Basia提供的控件丰富多样，好像每一种都应该被利用。但是，应该抛

弃使用所有控件的想法，选择最适合自己特定应用的控件子集。当有Listbox，

ComboBox等多种控件同时利用是要尽可能的时它们采用同一风格。例如，已经

在某种控件中使用了白色作为背景色，那么在没有其他特殊理由的情况下，就

不要再选择灰色作为其他控件的背景色。在应用程序中保持不同窗体的一致性

对提高应用程序的可用度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窗体选择了灰色背景

和三维效果，而另一窗体选择了白色背景，那么应用程序将显得十分不协调，



一定要坚持用同一种风格贯穿整个应用程序。“”

在实际制作过程中，作者尽量力求个元素的一致性，主要体现在按钮形状

统一，都使用了方形。颜色也基本保持一致，在中英文选择和章节选择中，都

选用了统一形状的按钮。界面的布局也基本一致。作者认为，在追求一致的基

础上，也要适当的加一些区别，这有利于用户区分不同界面的作用和功能，作

者主要是使用颜色和控件位鬣的稍微变化来实现的。这种较小的变化在不影晌

整体布局改变的基础上，使用户使用起来更为方便。

3．保持界面的简明

界面设计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简单。对于应用程序而言，如果界面看上去很

难，则可能程序本身也很难。从美学的角度来讲，整洁、简单明了的设计更可

取。本套辅导软件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实现了“傻瓜化”操作，使用者不

需要多少计算机知识，就能够很快的掌握并熟悉软件的操作。所以，作者在界

面上做得很简单，功能键基本上都以按钮的形式突现出来，用户一眼就能看出

其功能和作用。如图3—4所示。

图3-4大学物理教学系统中英文选择界面

同时，无关的干扰信息极少，作为～套大学教学和学习辅导软件，作者认

为，无相干的内容应该越少越好，正如第二章中所探讨的一样，在需要的地方

使用合适的媒体是很重要的，对大学生丽畜，过多的动画、图标等并不适宜。

从图3—4我们也可以看出，界面使用了黄色底板和浅蓝色按钮控件，除必要的

文字和按钮外，并无其他内容，整个晃面简单整齐，荠无干扰信息，所以用户

在使用时，即使计算机水平很低。也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其功能和作用。

4．使用颜色和图像

在界面上使用颜色可以增加视觉上的感染力，计算机可提供使用的颜色又

很多种，如何将这些颜色合理的搭配使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作者在制



作的过程中，参考了许多相关的一些电子辅导软件，如由东南大学主编的《大

学物理网络课程》“踟范士喜的《(大学物理)教学网页》”“等，同时还有一些

相关的书籍，如谢维主编的《多媒体课件制作与实例》“⋯、(Vi sual Basic 6

Secrets》。“等。通过理论与实践制作相结合，作者对颜色的使用总结出了一

些简单的原则，主要有：

第一，尽量采用一些柔和、中性化的颜色，每个人对颜色的喜好有很大的

差异，同时用户的品位也各有差异，因此选用一种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保守、传

统的颜色是很重要的。在大学物理辅导软件的编制过程中，作者基本上是坚持

这一原则，所有的界面都采用较为柔和的色彩，尽量避免一些强烈的颜色，诸

如暗红、深黄等颜色尽量避免使用。

第二，不同的颜色，会影响用户的心情和情绪，并且传达的信息也不同，

如，绿色可以让人平静，黄色可以让人警觉，对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有很大的作

用等。在制作时要根据需要选取合适的颜色。作者在编制的过程中，也考虑到

了这一原则，在颜色的选取方面也根据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案，例如，在学习辅

导系统中，作者采用浅绿色，可以使人平静，便于用户静下心来学习，而在教

学系统中，为了增强展示能力，作者在VB窗体中嵌套了PowerPoint，颜色采

用深蓝色，字体采用黄色，这种编排可以将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屏幕上，同时，

蓝色的底板可以使他们安宁。

第三，使用颜色是要考虑到色盲这一问题。在内容和底板的颜色搭配上，

尽量使用一些反差较大的色彩，如红黄色和浅绿色，白色和黑色等。同时尽量

避免使用红色和绿色之类的色彩搭配，以防止一些色盲用户不能区分。

在图片的使用上除需要遵循颜色使用的基本原则外，还应该考虑到图片的

意义和代表的功能，尤其是文化上的意义。在这方面，作者由于对这类问题了

解得并不多，所以没有大量的使用图像，只是简单的运用了一些，如声音按钮

使用了喇叭图像等。在今后的完善工作中，引入适当的图片是工作重点之一。

5．体现界面的功能

不同的界面发挥的功能往往不同，在设计中应该体现出来。以本套辅导软

件为例，学习软件需要具有很强的交互功能，在界面设计时，就需要考虑什么

控件能够发挥交互功能，控件的位置如何放置等一系列的问题。同样，教学软

件要考虑到教学的实际需要，这就包括，控件、图形和字体的大小就不应该同

学习系统一样大，而是应有所增大，这样才能在屏幕上展示的清楚，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其它的问题，在此不做过于详细的探讨。

在使用VB制作教学软件的时候，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就是窗体个数的

设置，作者在实际制作中发现，如果一个窗体内设置的内容过多，在运行时就

会很慢，但当窗体过多时，一个界面就由有好几个设计完全相同的窗体构成，

在运作时，这些窗体的设计应该完全一样，用户就不易发现其中的破绽，但要



想做到设计完全一样，几乎不可能，同时，这也会使工作量大为增加。因此

选取适当的窗体来制作一个界面是很重要的。

3．4大学物理辅导软件的素材选取与创作

3．4．1素材选取的基本原则

1．要与教学目标相一致，能表现教学内容。

教学软件的制作是为教学服务的，因此，素材的选择要与教学目标符合，

并能表现教学内容。””在编制这套辅导软件的过程中，作者严格按照合肥工业

大学《大学物理》教学大纲说明，以所完成的第五部分量子物理为例，教学大

纲中规定工科的教学课时量为20学时，内容涉及热辐射理论与普朗克定律、光

电效应与康普顿效应、玻尔理论、德布罗意波粒二象性、不确定关系与薛定谔

方程、一维势阱、氢原子量子力学处理方法简介、激光原理。在第五部分的编

制中，基本上都包含了这些内容，此外。考虑到学时的限制，我们在内容的选

取上，坚持精、准、备的原则，在包含所有内容的基础上，争取每一道例题都

具有代表性，每题练习都有可做性。 这样，选取的素材在紧扣教学目标，表

现了教学内容的同时，又可以减少学生所花的时间，力求在最少的时间内掌握

本部分的内容。

2．符合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

学生在各个年龄阶段的心理特点是不同的，所以，在多媒体软件制作过程

中，素材选取要与学生的心理年龄特点相一致。教学媒体对经验的传递作用，

取决于经验接受者的信号接受及加工能力。如感知、接受能力、知识状况、智

力水平、认知风格、先前的经验、兴趣爱好及年龄等。学生年龄不同，经验发

展水平不同，采用的教学媒体也应有差别。对此，德尔(g．Dale)和韦杰(W．Wager)

提出的“经验锥形”(如图3—5)是有用的。在这个经验锥形中，他们列出“

种教学媒体。其最底层“直接的有目的的经验”指通过与实物媒体的直接接触，

从而获得“做中学”的实际经验：最上层“言语符号”指通过言语媒体作用以

获得相应的经验，也就是通过阅读学习。f3”

大学物理辅导软件针对的是大学低年级学生，它们具有较大的年龄和较为

丰富的学习经验，在编制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到他们的实际情况。作者认为，

在编制时最好考虑使用经验锥形的最上层的几种媒体服务，具体体现在多使用

文字、图形、图片、声音等，而对于过多的动画、视频等，作者认为是不可取

的。当然适量动画、视频也是必需的，这会使界面显得更加活泼、生动，有利

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然而，对于大学生来说，使用这种较为低级方法来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是不能持久的，所以作者不赞成在具体的软件制作中过多使

用这些动感元素，在这套辅导软件中，我们也是基于这～原则来进行编制的。



图3-5经验锥形

3．素材选取要适度。”21

这里的适度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指同一软件中选取素材的多寡要适度，即

不能什么素材都往一个课件里塞。有些人总认为一个软件中包含的素材内容越

多，形式越丰富越好，其实不然，弄不好反而会画蛇添足，分散学生注意力。

其二是指选取的素材大小要根据软件情况及电脑硬件情况而定。我们说多媒体

教学软件所使用的素材均需数字化才能使用，所以数字化的方式不仅影响素材

的存储空间，也影响软件的展示效果。如果不考虑这个因素，一味地放入各种

存储量大、占用内存空间多的素材，会影响软件运行的速度和效果。

3．4．2素材的创作

素材的制作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文本的制作

大学物理设计的文字内容很多，这其中大部分的工作需要我们自已去录入，

同时也可以利用网络技术进行搜索，得到相关的内容后，除少部分可以直接复

制后进行粘贴外，绝大部分需要改变原有的格式，再进行编辑。具体的做法为：

首先打开需要的网页，选择“文件”菜单，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另存为(A)”，

选择需要保存的磁盘，然后将所需要保存的文件的格式由“术．htm”变换为

“十．txt”等其他可以编辑的格式，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不可编辑的文字变成可以

直接编辑的文字了。

2．图形、图像的制作。”

教学软件中对图形、图像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在构图、形式、色彩等方面

30

认知目标



要符合大学生的审美特点，可以通过扫描输入、数码相机摄取、屏幕捕捉、从

素材库中寻找等多种途径获得，也可用绘画软件进行加工、合成。值得一提的

是，图形的保存格式有多种，常见的有BMP，TIF和JPEG三种格式的文件。相

比较而言，其中BMP文件容量最大，JPEG文件容量最小，TIF文件画质最好，

JPEG文件画质最差，我们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来选择不同格式的文件。“”除使用

以上途径制作图片外，还可以使用一些抓图软件来制作图片，例如“snaphand”

作者在编制中就通过这种工具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图片。

3．动画的制作”“

动画素材可以从网上下载或从素材库中去寻找，也可以用动画软件来编制，

如文字动画工具COOL 3D、平面动画工具FLASH、立体动画3DMAX等。一些简单

的动画也可以用多媒体平台中的动画功能来完成。在实际的制作中，作者主要

通过以下两种方法制作动画，第一，使用编制教学软件的VB6．0直接制作动画，

例如教学系统中的“势阱演示”等，有些动画，是在观看别人制作的基础上仿

制的；第二，从相关的网站上下载可直接运行的动画，保存在相关的位置，运

用VB6．0中的一个函数“shell”直接调用。

4．音频的制作

教学软件的音频部分可分为语音、音效、音乐三类。软件中的语音要亲切、

甜美，可由专人录制成WAV格式，再经编辑工具修改。音乐要轻松，旋律要优

美，配以合适的音效可以增强软件的演示效果。一般可选用WAV和MIDI这两种

格式的文件。由于受条件的限制，我们目前还不能直接录制音频，但随着本项

工作的迸一步开展，自己录音室很有可能的。现在，我们获得音频的主要方法

是通过剪辑手边现有的一些音频材料，以获取对我们有用的内容，主要使用了

一些相关的应用软件．如“Easy Audio CD Creator”等。

5．视频的制作””

加入恰当的视频会产生良好的展示效果。可采用非线性编辑系统来采集视

频素材。VB直接支持播放的视频文件主要有“女．AVI，丰．DAT”等格式。在制作

中一般以“十．AVI”的格式保存。具体的制作过程为：o”

第一步，将视频捕捉卡插接在主板上，将录像机输出信号端介入视频卡输

入端，装入视频卡驱动程序，进行计算机硬件检测；

第二步，接通录像机电源，按下播放键。打开影像编辑软件Premiere，选

择文件菜单下的电影捕捉(movie capture)命令，可以在电影窗口看到录像带

正在播放的信息，同时伴有声音；

第三步，控制录像机的播放按钮，调整所需要的片断，按下电影窗口上的

纪录按钮，计算机开始进行录像内容捕获数字化过程，直到点击鼠标停止；

第四步，将捕获的视频片断以“$．AVI”的格式保存，捕获过程结束。

需要申明的是，作者认为，在大学物理辅导软件中不宜有过多的视频内容。



这主要因为，大学物理课程的一个主要教学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

力。过多的视频，不但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而且对形象思维能力

的培养也无利，但作者并不反对在适当的地方添加适当的视频。

3．4．3教学内容来源

为了使作者熟悉大学物理课程的特点，为大学物理辅导软件的教学内容的

正确选取打下基础，导师邓铁如安排我承担了物理系的大学物理重修课。通过

一年来的教学实践，作者对大学物理课程的特点基本上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

为大学物理辅导软件的内容的选取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在研二期间，作者

一直在进行辅导软件编制的素材选取工作。在此期间，除参考相应的中文教科

书外，还参考了《UniversitY Physics》”“、《C01lege Physi cs》””《Fundamental

of Physi cs》““1这些参考书为英文部分的编制工作提供了便利。在已经完成的

量子物理中文部分的内容中，教学系统的内容除参考以上的教科书外，还参考

了相关的一些点辅导软件，如上所述的[28儿29]等。复习系统中的内容提要部

分，也参考了上述的参考书，在量子物理部分共制作了五页。例题、练习题和

自我检测题主要参考了《大学物理学习指导》”“《大学物理学习与解题指导》

””《大学物理学习指导》“”《大学物理典型题解题思路与技巧》““共编了三页

例题，两页练习题，其中选择题部分使用了交互式的界面，自我检测提共有两

套，分别由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和计算题组成。在学习系统中，还编制了

难点辨析题，这些内容基本上都是从参考书[42]摘录的。

3．5编写程序的基本原则

Vi sual Basic是基于编程的多媒体创作工具。所以，我们在利用它编制大

学物理辅导软件时，不可避免的要编写大量的程序代码。怎样编写这些程序代

码才是最科学的昵?很少有教材去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作者在参考了一些vB

教程后，结合自己的实际编程经验，总结了以下几条原则，这些原则未必完全

正确，仅供后续制作者参考。

1．尽可能的给你所编辑的程序加上注释语句

注释语句用于解释程序或者语句的意义。在编程序的时候，加上必要的注

释是非常必要的，这主要有两个用途：在调试一个比较复杂程序时或当程序出

现问题时，借助于注释可以很容易的找出原因；其次，当修改很久以前编制的

程序时，注释会帮助我们很快熟悉程序内容，同时它也使程序具有很强的可读

性，便于其他人理解。注释语句的表达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使用关键字Rem，

第二种是使用一个单引号(’)来表示注释语句。以下是大学物理辅导软件中

的一段加注释的程序。

Private Sub Commandl—C1ick 0

’关闭MCI控件



MMControl 1．Command=”close”

’设置打开的MCI控件的属性

MMControll．Notify=Fai se

MMControll．Wait=’true

MMControll．Shareable=False

’设置设备类型

MMContro]1．DeviceType=”WaveAudio”

’设置要打开的文件

MMControli．FileName=”d：＼3v学物理辅导软件＼yy＼click．wav”

’打开MCI设备

MMControll．Command=”open”

MMControll．Command=”play”

’打开窗体15

Forml 5。Show

’退出窗体14

Unload Forml4

’退出本窗体

Unload Me

End Sub

2．建立通用过程

对于～个大的应用程序，其中不可避免的要重复使用同一过程，如果重复

的编写，不仅费时费力，而且也不方便修改。而建立通用过程，在使用时直接

调用，不仅方便，而且使程序看起来简单明了，以大学物理辅导软件为例，在

学习系统的主界厩制作中，按钮在用鼠标点击时会发出响声，这就需要给每一

个按钮编写一段相同的程序代码，而其中的某个主界面就有三十多个按钮，为

了节省不必要的麻烦，我们采用以下方法：

首先在代码窗口通用处定义一个通用过程a，如下示

Public Function a0

MMControl 1．Command=”elose”

MMContr011．Notify=False

MMContr011．Wait=True

MMControll．Shareable=False

MMControl 1．DeviceType=”WaveAudio。

MMControll．F“eName=“d：＼大学物理辅导软件＼yy＼cliek．W&V”

MMControl 1．Command=”open”



MMControll．Command=”Play”

End FunCtiOn

然后在需要使用这段程序代码的地方，添上代码“call a”就可以替代以

上的一堆程序。

3．尽量使所编写的程序代码占用内存少，运行速度快。

刘初学者来说，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作者在编制过程中通过摸索得出了

一下几点经验：

(1)使用整数(Integer)和长整数(Long)，避免使用变体。尽量使用数组，避

免使用集合；

(2)减少对子对象的引用，例如类似的“Forml．Textl．Text”等，应该避免，这

一般会减缓运行速度；

(3)使用数组，而不是多个变量。同时注意使用动态数组，而不是静态数组：

(4)减少图片的使用，图片将占用大量内存，而且处理图片也需要占用很多CPU

．资源。作者在实际的操作中，就体会了这一点，在开始进入学习系统时，由于需要上

载大量的图片，所以运行速度很慢。在软件中，如果可能的话t可以考虑用背景色来

替代图片；

(5)及时卸载不需要的窗体(Form)，一个窗体中包含许多的程序，不及时的卸载，

它就会留在内存中，占用大量的空间。卸载时一定要注意有两种方法，其一是使用

“F。rm(i)．hide”语句，其二是使用“Unload Form(i)”对第一种方法，虽然表面上

看来卸载了窗体，但实际上并没有退出内存，所以在没有特殊的用途下，一般采用的

二种方法。



第四章运行情况分析、评价

4．1运行情况简介

4．1．1大学物理辅导软件编制和修改的主要过程

作者从2002年底开始着手大学物理辅导软件的研究和开发工作，由于作者

的计算机水平有限，所以选择一门功能较强、简单易学的编制工具是至关重要

的。在借鉴前届师兄宋逢泉研究的基础上，作者选择了Visual Basic6．0作为开

发工具。在编制大学物理辅导软件前，主要是搜集相关资料和学习Visual

Basic6．0，包括进行教学实践活动和调查。正式的编制工作是从2003年6月开

始，本准备在前届师兄所做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完成其编制的“工科物理学习辅

导系统”。但在编制中，作者有了～些新的见解，而要想在原来的这套软件中加

入这些想法，就要对原有的系统做较大的调整，这个工作量就相当于重新编制

～套软件。基于以上考虑，作者在部分借鉴前届师兄的编制思想的基础上，重

新设计编制了本套辅导软件。

从开始编制到写这篇文章止，作者对这套辅导软件做了两次较为重大修改。

两次调整都涉及到界面设计和内容选取，第一次修改是将原有的界面布局从中

文界面调整到中英文可选界面，同时在内容上添加了部分英文内容。这主要是

为了配合当前在我校进行的双语教学活动的开展。同时，本工作也是导师正在

进行省重点课题“物理双语教学探索”的一部分，所以，中英文对照编制是很

有必要的。篇二次修改是在界面结构基本完善之后。由于作者的计算机水平有

限，涉及编程方面的知识还很欠缺，所以，在完成基本的工作之后，作者将所

完成的辅导软件展示给一些计算机系的同学观看，以征求意见。在他们的建议

下，作者重新设计了学习系统和教学系统的主界面。主要将原来分散的窗体

(Form)集中在一起，引入Imagelist控件，将分散的图片集中到同一窗体．同

时，重新设置按钮属性。引入按钮音响效果，在内容上作了部分调整，如增加

了自我测试题的题量等。

4．1．2运行情况简介

在做完第一步工作的基础上，作者就本套辅导软件的运行情况做一个简单

的介绍。

第一步，用鼠标左键点击运行按钮或F。，进入大学物理辅导软件，并播放

前奏音乐。(如图4一1)其中有“教学系统～。学习系统”两套系统可供选择，

为了提示用户它具有点击功能，在编制时，作者设置了MouseIdove事件，当用

户的鼠标经过它们时，字体颜色由黑边红，选择其中一项进入相应的系统。假

如选择教学系统，进入第二步。



图4—1大学物理辅导软件教学系统与学习系统选择界面图

第二步，用鼠标左键点击“教学系统”，进入大学物理教学系统中英文选择

界面(如图3—4所示)，用鼠标左键点击“中文”或“英文”按钮，在其后将显

现出大学物理各部分主题按钮，如，力学、热学、电磁学等。用鼠标左键点击

相应的主题按钮，进入相应部分的教学界面。这些教学内容主要以幻灯片的形

式进行展示。为了方便用户使用，界面上还设置了“返回”和“退出”按钮，

用户可以直接从界面退出大学物理辅导软件，也可以返回上一界面做其他选择。

为了提示用户按钮的功能，用户鼠标在移入主题按钮附近时，会发出相应的响

声。

第三步，用鼠标左键点击图3—4所示界面中的“返回”按钮，进入上一层

界面，即图4-1所示的界面，在其中选择“学习系统”，即可进入大学物理复习

系统中英文选择界面。当然也可以直接由第一步进行选择进入。大学物理复习

系统中英文选择界面与教学系统中英文选择界面基本一致，仅颜色有所差别，

功能也基本相同，在此不再多述。

第四步，在第三步的基础上，用户用鼠标点击“中文”下的“量子物理”

按钮，即可出现如图4—2所示的复习系统主界面。在界面的左侧有一列按钮，

选择不同的按钮，显示不同的内容。例如，用鼠标左键点击“内容提要”按钮，

见出现本部分的知识点提要。共分5页来展示，每页有“向上”和“向下”按

钮，为了方便用户使用，我们在每页的底部显示了页面数字，用户可直接点击

数字进入想要学习的页面。“难点辨析”、“典型例题”与“内容提要”功能差

不多，在此不多描述。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进入“交互练习”，交互练习有选择题、

填空题和计算题组成，在选择题中，用户只需要用鼠标左键点击相应的选项，



就会有语音和文字两种提示告诉用户选择的对否。关于这方面的功能，作者将

在下一节将作具体的描述。“自我测试”在第五步作单独的介绍。用鼠标左键点

击“选择中／英”将返回中英文选择界面，点击“选择教／学”将返回教学系统

与复习系统选择界面，即第一步。点击“退出学习”将退出大学物理辅导软件。

图4—2复习系统(量子物理)主界面

第五步，在第四步的基础上，用鼠标左键点击“自我测试”按钮，首先进

入一套测试题，内容由四道选择题组成，用户做完这些题后，计算机给出判断，

根据成绩建议用户选择“重新学习”、“选择自我测试1”和“选择自我测试2”。

用户选择后就进入相应的内容。当然，用户也可以取消建议，直接进入第一套

自我测试题。

4．2大学物理辅导软件的特点

这套辅导软件在借鉴前届研究生编制思想的同时，也加入许多作者的想

法，它与目前流行的一些教学辅导软件相比，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同时，由

于作者水平有限，在编制中不可避免的会犯一些错误。为了能比较全面的说明

这套软件的特点，作者将从优点和缺点两方面对本套软件做一个自我评价。作

者希望通过评价可以发现制作中还需要调整和修改的地方，从而可以为后续工

作指明方向。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评价，也仅仅是作者的一个自评，它不可能

完全做到公平公正，但可以为后续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4．2．1大学物理辅导软件的主要优点

第一，内容较为具体，形式较为多样。

本套辅导软件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涵盖面比较广，基本能满足现今工科

物理教学要求。首先，它由教学系统和复习系统组成，满足不同使用对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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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采用中英文两种语言编制，强有力的配合了当今大学物理的双语教学活

动。总体开来，它以中文教学系统、英文教学系统、中文复习系统、英文复习

系统四套系统组成，组织形式多样，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相应的系统。

此外，作者在内容设置方面，除严格按照合肥工业大学工科物理教学大纲规定

的教学内容选取外，还适当的引入了一些选学内容，因此它不仅适合工科物理

的教学和学习，而且对理科物理的教学和学习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第二，界面设置简单，操作容易。

市面上流行的教学软件中，有许多内容齐全、功能强大，但由于界面设计

的过于复杂，或意义不大的干扰信息过多，使用起来较为不便。对于一些计算

机水平较高的用户来说，还勉强可行，但对于那些计算机水平不高的用户来说，

就显得不知所措了。大学物理辅导软件针对的主要是大学低年级学生和物理教

师。这两类人中，精通计算机的不多，所以我们的界面设置一定要简单，易于

操作。这也正是这套辅导软件的一个主要优点。在这套软件中，主要的功能键

都以按钮显示，用户一看偏知其作用，而且界面上的一些无关信息尽量少做或

不做，没有过多的效果动画图等。这些有利于学生将注意力放在主要内容上。

第三，在以VB6．0作为主要开发工具的同时，插入了其他的开发工具，使

软件的功能大为加强。

这套辅导软件以VB6．0作为主要的开发工具，其中，界面的制作、程序设

计等都是用VB6．0来做的。这主要是考虑其具有较强的开发功能。但VB6．0也

具有一些弱点，例如，一个简单的动画或效果展示图就需要进行大量界面设计

工作和程序代码编写工作，这不仅需要很强的艺术设计能力，也需要很强的计

算机操作能力．而这对于绝大部分制作者来说，是不容易同时做到的。但是

VB6．0提供了许多可供插入的对象，如Word、PowerPoint等。我们在编制时适

当的插入一些对象，这不仅节省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同时也使制作出来的软件

功能更强，效果更好。以教学系统的编制为例，教学系统的主要用途是课堂展

示。我们知道，PowerPoint在文稿展示方面效果非常好，许多教师在制作课件

时往往首选这种软件。“51但是PowerPoint的动画和音、视频功能不强，制作

起来较为不便。作者在这套软件的编制的过程中将PowerPoint嵌套在vB中使

用，用VB做动画、和音、视频，PowerPoint展示教学内容，这不但弥补了双

方的不足，而且也充分的发挥了各自的优点。

如图4—3所示的是教学系统中的某一部分内容，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整

个内容以幻灯片的形式展示出来，同时，在其中有与VB相套用的痕迹，途中的

两个功能按钮(喇叭图标按钮和动画展示按钮)，是用vB做的，响应的也是vB

制作的事件。



图4-3教学系统某部分内容展示

第四，交互性比较强。

交互性是计算机辅助教学中最基本又是最重要的特点“6“4”。因此，交互功

能的设计必然成为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开发中极其关键的内容。交互性的好坏

是衡量教学软件价值的一项重要指标。””作者在编制大学物理辅导软件的过程

中，始终都将交互性的编制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本套辅导软件中由许多交互

性的内容设黄，作者以学习系统中的交互练习和自我测试为例加以说明。

图4—4交互练习一选择题

图4—4是交互练习题中选择题的一部分内容，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使用

时，学生只需要用鼠标左键点击相应的答案按钮，计算机就会快速做出判断，

并及时的以语音和对话框两种方式同时告诉学生所作题目的正确与否。同时在

图4—4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每题后面附有参考答案，学生用鼠标左键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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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显示出本题的具体解题过程和答案。在自我检测题中，做题前，计算机

提示学生先做一套测试题，然后根据学生所作情况迅速做出判断。在根据学生

所做情况，建议下一步学习。如果学生做得很差，建议学生重新学习本章内容，

如果做的一般，则从较为简单的第一套自我检测题开始做，如果学生做得很好，

就做较难的第二套自测题。(如图4—5所示)

图4—5自我检测题一测试题

第五，外接调用程序，减少主程序的数量，从而使其运行速度更快。

在编制本套软件中，作者将～些较占内存同时又不经常使用的一些应用程

序，如动画等，设置在主程序外，并制作成“}．EXE”形式的可执行文件。在程

序运行中需要使用它们时，再使用“shell”函数进行调用。这样做的好处是，

一方面可以提高主程序的运行速度，另一方面，对于有些动画等可执行文件，

可以瓷接在网上或其他地方下载过来，然后在主穰序中进行调用，节省了不必

要的二次开发。

第六，开发环境较高，功能较强，修改、扩展和更新较为容易。

作者选择了V86．0作为开发工具，其优点在第三章已经提过，在此不做过

多描述。需要指出的是，使用VB6．0可以开发功能较强、修改和扩充比较方便

的教学软件，同时，后续工作中的更新也比较容易。

4．2．2本套辅导软件的不是之处

第一，界面设计还不尽人意。

由于作者的美术功底较差，还不具备设计秀亟的能力。在设计界面时，只能参

照相应的参考教材上所指点的部分去做，实际中遇到的问题，也主要是作者凭

个人想法去解决。这就很难做到将界面设计的令人满意。作者认为，界面的色

40



彩配置，控件的位置分布，字体的颜色选择等都是本套软件有待做进一步调整

的地方。

第二，内容选取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本套软件所做部分的教学内容的选取主要由作者一人完成，虽然作者严格

参照合肥工业大学大学物理教学大纲，并且参考了不少相应的参考书和习题解

答，但由于作者教学经验不足，尤其是对工科物理内容掌握的还不透彻，所以

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是从教材和参考书上照搬而来的，很少有自己编写的东西，

此外，其中的错误也难免会出现一些。

第三，教学软件中设置了大量图片，这使程序运行起来较慢，同时修改也

不方便。

由于VB中的TEXT控件不能编辑公式、符号等，而大学物理中又富含这些

内容。为了能在VB中展示这些内容，作者采用先将需要展示的内容用Word编

辑出来，然后制作成图片，再选用Image和ImageLi st控件，编写程序调用图

片。在具体的制作中，由于调用图片数目较大(如在复习系统主界面中就需要

调用11张图片)，而图片的上载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所以整个程序的运行就显

得比较慢，用户往往需要等几秒钟时间。同时，由于教学和复习内容都以图片

的形式出现在教需软件中，所以要想更改原有内容，就必须回到Word文档中去，

更改后再做成图片，然后再上传到程序中。所以修改极为不便。

第四，动画效果需要进一步加强，音频和视频内容不够。

由于VB时基于编程基础上的开发工具，所以用其制作动画很不方便，编

制一个简单的动画就需要编写大量的程序代码，而且制作出来的动画还未必理

想。所以重新选择一种动画制作功能较强的软件是至关重要的，如Flash等，

但如何将二者兼容起来使用是今后需要做的～个主要工作。

作者开发这套软件的主要设备就是一台计算机，所以还有许多工作目前无

法进行。如音频、视频的制作等，目前软件中的音频、视频主要是下载其它软

件上的内容，然后剪辑而成，这些音频、视频内容很难与作者所编写的内容做

到协调一致，所以，制作自己的音频、视频势在必行。

第五，编写的程序代码需要进一步优化。

优化程序不仅可以提高软件的运行速度，而且还可使程序的可读性加强，

易于修改。””作为初学者，作者对VB6．0了解得还不是很透彻，所以编写的程

序很难做到优化的境界。在所编写的程序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不合理的

地方，所以对这些程序需要作进一步的修改，以达到有最优化。

4．3后续工作

由于受时间和条件的限制，作者所做的工作还是很有限的，今后还有大量

的工作需要去做，在此，作者就将大学物理辅导软件有待完善的地方做一个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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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第一，继续完成教学系统和复习系统的内容编制工作。由于受时间和条件

的限制，作者在大学物理辅导软件的编制工作方面所做的工作还是很有限的。

除做了一些理论探讨外，主要完成了这套软件的界面设计和框架搭建工作，并

完成了量子物理教学系统和复习系统的中文部分编制工作，而对于英文这一部

分制作了很少的一部分。今后的主要工作就是继续搜集相关的素材和选取相关

的内容，完成剩余各部分的内容编制工作。

第二，对现存的一些错误和不足之处进行修改。

『F如一L节所分析的那样，这套辅导软件还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甚至还

可能有错误的地方。今后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对这些错误和不妥之处进行修改。

主要涉及的内容有：进一步完善界面的设计，优化所编写的程序代码，改善动

画制作工具，制作音频、视频等。对于这些工作，作者有一个建议，那就是让

更多的人参与这项工作中来。因为教学软件的制作是一项跨专业，跨学科的系

统工作，它需要教师、学生、计算机专业人才：、美术设计人才等的参入，因此，

相关专业的人做相关的事，不仅节约了时间，而且，也会使工作做得更好。

第三，对大学物理辅导软件的维护和扩展。

教学软件的维护是保证教学软件在使用的过程中，软件的内容不会发生变

动，用户管理系统和跟踪测试系统不丢失信息和不发生信息紊乱。因此，维护

措施的使用可以保障系统的运行和资源的安全。“”

对大学物理辅导软件的维护主要是对软件的使用者实施权限划分，即将用

户分为普通用户、系统管理用户和超级管理员，分别给予不同的使用权限。普

通用户也就是学生它们只能使用编制完成后生成的可执行文件。他们不能添加

和修改软件内容。系统用户具有向资源库添加资源素材的权限。超级管理员对

系统具有所有权限并可以对软件的源程序进行修改。

教学软件的扩展是为了适应教学和学习内容的变化，适应教学方式的不断

更新．而及时对软件进行较为重大的调整，包括改进原有程序，增加新的功能

等。例如，将该套软件制作成网络版的形式，然后上网发布等。

目前，我们所编制的大学物理辅导软件还处在初级阶段，今后还用大量的

工作要做。在实际编制中，不可避免的出现许多新问题和新情况，从而又有许

多不可预计的新的工作要做，作者在此也只能做～个大致的预测。



第五章总 结

作者所参入的这项工作源自于导师邓铁如教授主持的省级重点教学研究

项目“物理双语教学探索”和导师参加的“合肥工业大学物理系列本科课程专

项建设”的子项目。作者有幸于2003年初参与这些物理教学改革研究的项目，

进行“大学物理辅导软件的研究、开发”的任务，一年多来的工作获得了教学

研究的实战训练，积累了第一手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这篇硕士论文。在

研制过程中，作者得到了导师的大力帮助和热心指导，并得到师兄弟们的支持

和配合。PHY．MCAI软件的编制是一项跨学科、涉及众多专业的一项系统的工作。

它涉及到教育学、心理学、美学、计算机等多门学科和领域，因此它的编制要

汇同有经验的老师、计算机技术人员、教育心理工作者和美术设计人员等协作

完成。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所以在这项工作中所做的研究和编制工作也是有限

一的，下面，作者就将自己所做的这部分工作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并就本工作

的意义和作用做一个大概的介绍。

在这一年多来，作者主要做的工作有：

一、查阅了大量的物理教学期刊及相关的学报，调研了国内工科物理教学

现状，并就我国工科物理MCAI发展状况做了相关的研究，发表了两篇相关的论

文。在此期间还调查了合肥工业大学MCAI开展的情况，得出相应结论：编制一

套适合现行工科物理教学的辅导软件条件是成熟的，对我校的工科物理教学也

是很有帮助的。

二、在导师的支持和帮助下，参加了大学物理教学实践活动。基本上熟悉

了大学物理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特点，这为后期的PHY．MCAI(2003)的编制工作

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三、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研究我国现行的一些PHY。MCAI软件，从理论上进

行分析，总结出它们的一些优点和不足之处。并重点分析了它们是否能够满足

当前教学的实际需要，能否适应教学方式的改变，是否具有扩展功能等，通过

参照相关的评价标准，分析评价得出：现行的许多教学软件存在开发工具落后、

交互功能不强、内容陈旧、修改更新不便等不足之处。所以，作者认为，研究、

开发新的PHY．MCM软件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四、对PHY．MCAI软件编制的理论作了大量的探讨和研究。这其中所做的工

作主要有：学习了有关软件的开发工具，如VB6．0、PowerPoint97等；查阅了

大量有关界面设计制作方法；重新温习了所学的教育学、心理学；查阅了国内

较为流行的几套工科物理教材，就内容选取做了相应大量工作；同时还查阅了

大量网上资料等，在这其中对交互性做了重点研究。这些工作的开展，都为随

后的PFIY．MCAI(2003)具体编制工作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43



五、在借鉴前届师兄所做工作的基础上，重新设计编制了这套大学物理辅

导软件。在具体的编制过程中，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框架、界面的设计和制作。主要分理论探讨和实践制作两个方面来

进行。在分析和评价了市面和网络上流行的几套教辅软件后，重点探讨了设置

怎样的框架和界面才能满足现行教学的需要，在结合当前我国工科物理教学实

际情况的前提下，配合导师开展的双语教学探索。作者所设置框架中包含了教

学系统和复习系统，在每套系统中，又分别采用中英文两种语言文字编写。在

界面的设计和制作中，在遵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力求使其布局合理、整洁统

一、交互性强。

(二)部分素材的选取和制作工作。在参考相关教科书和学习辅导书的基

础上，按照合肥工业大学工科物理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作者完成了量子

物理和力学部分的内容选取工作。同时还制作了量子物理部分的教学动画，剪

辑了部分下载的音频和视频。

(三)在制作和整理相关材料的基础上，作者完成了量子物理部分的中文

编制工作，并制作了部分英文部分的内容。在复习系统中，设置了主要内容、

难点辨析、典型例题、交互练习、自我测试五部分的内容。在教学系统中，根

据实际教学的需要，利用幻灯片的形式制作了这部分的教学内容，同时在其中

需要的地方嵌套了部分动画和音频等。

(四)对所做部分做了调试和修改。在制作过程中，作者对该套软件进行

了不断的调试和修改，其中重大的修改有两次，主要涉及到界面的重大调整、

程序代码的优化等。通过这些调试和修改，软件的质量有所提高。

(五)肘所做部分进行分析和评价。通过分析和评价，能及时发现制作中

出现的一些不妥之处，以便及时修改。作者在参照有关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先

对其进行自我分析和评价，得出其中的不足之处，然后进行相应的调整。除了

自评之外，作者还征求其他相关人员的建议，这些建议对作者所做的工作也有

极大的帮助。

由于受时间、条件和作者水平的限制，作者所做的这部分工作还存在很多

不足之处：如界面设计不够完美、音频动画效果不佳等。这些工作都是今后有

待加强的地方。

PHY．MCAI软件的研究和开发是一个系统工程，作者所做的这部分工作也仅

仅是这个工程的一部分，今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作者希望所做的这部分工

作可以为下一步的继续打下一定的基础，同时作者也将编制中积累的经验写入

本论文，希望它对今后的开发工作能有所帮助。

最后预祝这套辅导软件早日制作完成并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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