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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写作系统的功能需求分析与结构选择策略
’

谭东风 苏建志

(系统工程与应用数学系 )

摘 要 本文从
“
课件工程

”
的角度出发

,

对课件及其写作系统的功能需求和结构设计

进行了讨论
,

并介绍了课件写作环境 A ut
o
C A I 的开发过程和设计策略

。

关往词 计算机辅助教学
、

软件工程
、

程序

分类号 T P 3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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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计算机辅助教学 ( C A D 技术在改进传统教学手段方面的作用已 日益为人似所

重视
,

社会对 C A I教学软件 (或称课件 ) 的需求量不断上升
。

然而
,

由于课件需要教育

科学
、

教育心理
、

传播学
、

计算机科学和课程学科的有机结合
,

目前课件从开发方法到

实现工具都比较原始
,

以及课件的开发费用高
、

周期长
、

难度大
、

合格的开发人员缺乏

等
,

使课件不但数量少
,

而且内外在质量也难于保证
。

这种现象有人称之为 C A I 的
“

课

件危机
” 。

“

工欲善其事
,

必先利其器
” 。

解决
“

危机
”
不但需要工程化的方法

,

即
“

课件工

程 ”
lj[

,

而且需要与之配合的自动化工具来支持
。

因此
,

能体现一定的教学设计理论
,

能

帮助课件编制者高效
、

优质地生产课件的写作工具或写作系统 已成为当前 C A I 技术研究

的一个重要课题
。

在大型 c A I 工程
“
系统工程教学模拟系统

” 阁研制的过程中
,

根据总体

设计规划
,

我们的教学设计人员和计算机技术人员首先对课件及其写作系统的需求进行

了分析
,

并据此进行设计
,

然后逐步完善了集成化的课件写作系统 A ut o C A I
.

利用这个

写作系统现 已编制了一批实用的课件
。

1 课件写作系统的功能需求

课件是一种特殊的计算机软件
,

它是教学内容的组织
、

表现和教学控制在计算机上

的综合体现
,

课件的编写者主要是各类专业课教师
。

课件写作系统实际上是教学软件开

发环境或教学程序生成器闭
。

由于课件及其编著者的特殊性
,

如在课件中包含大量的图

形
、

文字显示和频繁的人机交互
,

课件编制者绝大多数都不熟悉计算机等
,

从而使课件

写作系统也有不同于一般应用软件开发环境的特殊要求
。

因此
,

所谓功能需求包括对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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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本身和写作系统的需求两部分
,

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

其中前者对后者有一定的规

定性
。

1
.

1 课件的功能需求

( 1) 能体现一定的教学和学习理论

课件应该反映已有的教学理论成果
,

如
“
程序教学

” 、 “

刺激一反应
” 、 “

刺激一反应

一强化
”

方式等
,

或几种教学方法的结合
.

(2 ) 可在多种教学模式下运行

课件应根据教学需要
,

分别采用操作练习
、

个别辅导
、

咨询答疑
、

问题求解
、

模拟

演示过程等不同的教学模式
; 既可辅助教师授课

,

也可帮助学生 自习
。

(3 ) 多种媒件组合表现

在课件中可根据需要灵活地运用图形
、

文字
、

声响
、

语音
、

动画和视频等信息表现

手段
。

(4 ) 人机交互和学生状态模拟

学生应该能与课件方便地进行对话
,

课件可对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心理状态进行模拟

和评价
,

并根据对话作出相应的反馈和动作
。

(5 ) 课件有合理的规模和清晰的结构

一个完整的课件可以分成若干可单独运行的子课件 (即堂件 )
,

在每个子课件中又可

设置若干层次
.

(6 ) 课件具有运行登录功能

课件应能记录学生使用课件的情况
,

并允许随时终止课件的执行
,

当学生再次使用

时可以恢复 已学习的历史信息
。

( 7) 课件的功能可剪裁

课件既可在网络环境下运行
,

以便共享存贮和语言设备等
,

也可在 P C / X T 档微机上

单机运行
。

(8 ) 课件应该便于维护和移植
。

1
.

2 课件写作系统的功能祷求

除用写作系统产生的课件须满足上述课件的基本需求之外
,

写作系统本身还须具备

下列要求
:

( 1) 容易掌握
、

使用方便
。

写作系统的绝大多数用户是对计算机知之甚少的专业课

教师
,

因此写作系统从概念设计上就应面向非计算机专业人员
,

最大限度地减少程序设

计的成分和隐藏软硬件细节
,

同时采用友善的人机界面
。

(2 ) 能够显著地提高课件的写作效率
.

(3 ) 提供一整套完备的课件编辑
、

调试
、

组装和运行工具
。

(4 ) 提供可重复使用各种可能的教学资源和机制的手段
。

( 5) 对生成的课件具有加密能力
,

使课件的内部细节不被了解或随意更改
。

( 6) 兼容性与适应性
.

对写作系统的修改应该不影响已产生的课件
,

写作系统的配

置可以适应不同的运行环境
,

如在不同档次的 P C 机上运行
,

甚至异种机上运行
,

如 V A X

系列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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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件写作系统 Au t oC AI的开发

Au t oC AI是我们基于上述需求开发的一个通用课件写作系统
。

它 由三个子系统组

成
,

是一个集课件的写作 ( A )S
、

运行 ( T U T O R ) 和管理 (M O N I T O R ) 于一体的集成

化环境
。

整个环境支持用简单
、

高效的课件写作语言 C A L 编写和运行课件的活动
。

2
.

1 课件写作语玄 C A L

用 C A L 可以编写表现型课件
,

即能够提供丰富的信息呈现和人机交互能力的课件
。

课件中的基本信息存贮单元用帧表示
,

一个课件是由一系列帧组成的
,

其逻辑结构

是帧的网络
。

当课件执行时
,

在一个帧中完成
“
呈现刺激一接收响应一反馈

”
的教学

“

动作
” 。

因此
,

课件的运行实际上是执行一系列的教学动作
,

并以此体现特定的教学思

想
,

实现教学 目的的过程
。

一个帧从语法上由三部分组成
:

帧头— 帧的标识部分
;
课文段— 呈现图

、

文
、

声
、

效果等信息
;
控制段— 由一组 i f

一 t he
n 型规则组成

,

每条规则能够根据学生的当前响应

和学生模型中的信息做相应的处理
,

如更新学生模型
,

提供反馈和转移
。

C A L 不仅具有较强的课件描述能力
,

可以从较高的概念层次上描述教学信息和控制

过程
,

而且容易掌握
,

用它写出的课件极似教师的教案手稿
,

因此教师乐于接受
。

2
·

2 A u t o C A I 的组成与结构

A u t o C A I 由写作系统 ( A S )
、

授课系统 ( T U T O R )
、

运行管理系统 (M O N I T O R ) 三

个子系统组成
。

其中写作系统帮助教师创建课件 ; 授课系统为学生提供使用课件的支持
,

并可做简单的授课登录工作
;
运行管理系统监控和管理 D E C en t 计算机网上各结点的课

件使用情况
。

整个课件写作环境 A吐。 C A I 的结构如图 1所示
。

文字编辑
:

这是一个全屏幕

的中西文编辑程序
,

其操作方法

与 w ar d s t a r
相同

,

用来编辑以

C A L 编写的课件
。

语音编辑
:

语音录入程序
,

根

据不同需要可以将语音分别存贮

到磁盘或磁带介质上
。

教学管理人员
O个人

生学
门丫丈

写写作系统统

图 1 A ut
o C A I 的结构

图形编辑
:

结构化图形编
.

辑程序
。

可用它来绘制课件中的图解
。

它提供了图元绘制
、

块图建立
、

移动
、

复制
、

旋转
、

放大缩小
、

删除
、

屏图存取和图库管理等四级图形对象

的处理功能
,

它是用面向对象的概念设计的
,

具有很好的可扩充性
。

课件编译
:

对谋件进行语法正确性检查
。

若发现出错
,

能自动进入文字编辑程序并

提示用户修改
,

否则生成 目标课件
。

课件调试
:

运行目标课件
,

以发现课件的动态错误或观察课件执行效果
。

2
·

3 A u t o C A I 的设计策略

为实现需求目标
,

我们主要采用了下述设计策略
:

( l) 目标课件以一种伪机器语言描述图
,

存贮在数据文件中
,

由相应的课件解释程序

(如 T U T O R ) 对其进行解释
。

这样只要移植授课系统
,

原则上可以自动地移植所有课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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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交互编辑方式与批处理方式相结合
,

达到易用性和操作效率的统一
。

例如
,

课

件正文 (大部分是汉字 ) 可交由专业录入人员输入
,

然后由教师插入帧描述语句
,

从而

解决课件编辑工作中的汉字录入瓶颈
。

(3 ) 提供多种可重用资源的手段
。

在课件中有引用帧的正文段和直接调用 r K )S 上可

执行程序的功能
; 图库功能使用户不仅可以自己建立各种教学图库

,

而且可以充分利用

已有图形资源
。

所有这些不但极大地提高了开发效率
,

而且通过结构开放扩大了写作系

统的应用范围
。

(4 ) 提供课件的部分执行功能
,

即在写作系统中允许执行不完整的课件
,

只在必要

时给出警告信息而不终止执行
。

这既便于课件的渐近式开发
,

也支持
“

自顶向下
如 的课

件开发方式
。

(5 ) 采用高级语言工具和面向对象的方法实现系统
,

提高了系统的可维护性和可移

植性
。

3 开发过程与应用情况

3
.

1 A u ot C A I 的开发过程

课件写作系统 A ut o C A I 的开发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

( 1) 需求分析阶段
。

教学和计算机技术人员根据编写课件的需要
,

提出对课件及其

写作系统的需求
,

工作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 C A L 的文本草案
。

( 2) 原型研制阶段
。

根据 C A L 文本
,

我们以最快速度研制了一个可执行的写作系统

原型
。

它主要由 C A L 编译程序
、

调试程序和主控程序组成
。

原型完成后即交付教学人员

编写课件
,

通过不断试用获得改进意见
。

(3 ) 试用完善阶段
。

在全面实现写作系统的同时
,

课件研制人员开始用原型系统编

写课件
。

写作系统完成后
,

再交编写者试用和提建议
。

如此经过几次反复
,

使写作系统

逐步达到实用程度
。

( 4) 版本升级阶段
。

在利用 A ut
o C A I V l

.

0 成功地研制了三个较大型的实用课件后
,

我们又对它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和完善
,

研制出 A ut o C A I V 2
.

0
.

新的 2
.

0 版写作系统在使

用方便性和效率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增强
.

3
.

2 应用情况

从 19 8 7年 10 月 A ut o C A I V l
.

0 研制成功以来
,

首先用它编写了
“

高等数学辅导答

疑
” 、 “

局部网络演示
” 、 “

离散事件系统仿真
”

三个各具特色的课件
,

并都已通过委级技

术鉴定
。

课件投入实际教学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目前
,

全国已有数十家大专院校和厂

矿企业培训部门使用了该课件写作系统的 2
.

。版软件
。

经过几年开发 A ut o C A I 的实践
,

我们认识到
,

写作系统的设计不单纯是个软件技术

问题
,

它必须同时考虑教育理论
、

学习心理和传播学等因素
。

因此应该让有经验的教师

参加写作系统的早期研制
。

写作系统的设计要充分考虑实用性和可用性因素
,

并在实用

中不断改进
,

以求完善
。

今后
,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 A ut
o C A I 软件

,

如增加课件帧的交互

式编辑前端
,

使之更加容易使用
。

此外
,

还将努力提高 A ut o C A I的产品化水平
。

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张帜
、

张明安
、

张璞等同志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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