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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基于WWW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环境 

王 宽 全 符 云 清 
i 丐耳F算机学院， 

丁尸弓 

摘 要 论述了基于www 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环境曲优越性和可行性，并设 

计 了这种教学系统应具有的各项功能以及课件著作和 系统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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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 言 

www从 1991年诞生以来，因其声、图、文并茂的用户界面，使 Ircemer上这朵绚丽奇葩 

得到了超常规发展，开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成为 Interact上的重要的信息服务手段之一。 

世界上几乎所有著名的大学、研究机构、大型企业均已建立 j-自己的 www 站点。在我 

国，中科院、各重点高校及部分普通高校．省市级电信公司及大型企业都已逐步建立 自己的 

www站点。各高校用自己的www站点向世界介绍 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寻求 国际合 

作等：企业用自己的www站点宣传产品，寻求商机，树立企业形象等。可见，www 已成为 

现代信息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随着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CAI技术一方面从原来的简单用户界面走 向声、 

图、文并茂的多媒体界面，并取得了极大成功，在我国近几年发行 _『不少多媒体教学光盘；另 

一 方面从单机CAI技术走向网络化，将 CAI软件运行于网络服务器上，网中各工作站上的学 

生可以共享服务器上的教学课件。 

这种模式与单机 CAI系统相比有明显的优点： 
· 多个学生(比如一个班 )可以同时共享教学课件，降低了整个教学系统的成本 
· 教师在网上可以 解学生的学习进度并给予一定的指导 

· 学生可根据自己的业务水平、时间等制定学习计划和进度，实行“个性化教育”，且学 

生之间可以相互交流和讨论 

但由于网络的复杂性和系统的多样性，要在网上做好一个教学系统并非易事。首先，当 

前有多种网络操作系统并存，如U畎 、N：~ell及w c sNr等，通常的作法是对不同的系统 

平台要分别开发出相对应的版本；其次，目前没有一个标准的教学软件界面，每 当安装一个 

新的教学软件，教师和学生都面临着重新学习其使用方法：最后，在当前的网络环境下，开发 

新的课件需要计算机及网络方面的专业知识，普通的非专业教师，如中文、历史、政治等教师 

难以自己开发网络环境下的新课件，且开发周期长，效果不太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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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整个教学系统放在WWW服务器上，不但可以继承多媒体CAI和网络CAI的全 

部优点，而且可以解决上面的问题。wwW本身是基于超媒体结构的，并具有极强的交互 

性，所以在 wwW上制作教学系统使用多媒体界面是理所当然的；wwW是 Intemet和 lnlra— 

trot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成熟的信息服务手段之一，因此在 wwW上做教学 系统必然享受网络 

环境的各种优越性。笔者提出的基于wwW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环境
，还具有以下优点： 

‘ 学生不受地点和时问的限制“_。，只要在任何一 台装有 wwW 浏览器 的机器上
， 都可 

以注册到教学系统中进行学习，不受地点和时问的限制； 

‘ 以较低的成本为大量的学生提供服务，实现优秀教育资源(课件、实验、演示等)共享。 
‘ 客户端采用现已大量流行 的、几乎是免费的 Intcm 浏览器

， 如 h ∞pc的Navigatar, 

IVEcrcsdt的 IntemetE~lorer等，因此无需开发客户端应用程序，简化了客户端的开发和维护： 
’ 客户端为 Ir~emet浏览器，操作简单，界面风格统一，且早已为广大师生所熟悉； 
‘ 不需要 为任何平 台(x86，RISC等)单独开 发特殊 的版本，不管用户的机器装的是 

u 妇，还是W'md~s95等，只要可以运行 In~met浏览器就可使用教学环境； 
’ 课件提供者不需要 自己单独维护自己的HrlP~l-ver，而由学校统一管理和维护

。 因此 

课件作者根本不需要有 HrlP Server的任何知识 ] 

M】Ⅱayw．G(蚶})e嘻等人将基于 wwW的教学环境用于“操作系统”等课程的教学
， 用实 

验证明了这种教学模式的有效性和优越性 

1 基 于 WWW 的 CAI系统结构 

基于wwW 的 CA1系统置于wwW服务 

器中，通 过标准的 CC4(公共 网关接 口)与 

wwⅣ服务器相连，客户端 采用标准的 k肥r． 

net浏 览器，如 Netscape的 Naviaat~ 或 M 

c ∞。ft的 Int~met E~lorer等均可，其结构如图 

1所示 

系统管理模块一方面用于管理整个系统 

中的教师模块、学生模块、课件库及题库，另 
一

方面管理学生信息和教 师信息，包括学牛 

注册信息、选课信息、使用课件和权限的管 

理，学生的学习进度跟踪等管理，教师注册、 

课件发布和权限管理等。 

课件著作模块是提供给课件作者创作课 

件的一系列工具。教师在客户端注册到系统 

一 蜡 l囤 l I 
． f 0[ H 龌件善稚孟 

圃 匝 叵 

f wwW刹览器 f 
I (学生、教师、系坑管理员) l 

图 l 基于 www 的 CAI系统结构 

后，即可使用这些工具创作课件。课件作者并不需要专门的计算机和网络知识
， 只要使用浏 

览器就可以用系统提供的创作工具集创作课件。 

学生模块由进入课程学习的学生使用，它包含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需的各种工具
，例如 

导航工具，字典工具等，这些工具可由课件作者部分或全部加人到一个具体的课件中去
。

一  

般，这些工具 以图形按钮的方式出现在课件的工具栏中。 

教师模块由参加课程教学的教师使用。它包括一系列对课件的管理
， 对学生的管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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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对系统资源 的管理工具 。 

课件库是教师创作的课件的集合。通常一个课件由若干个文件通过超文本链接而成 

题库是系统中用于测试学生学习情况的考题的集合。教师在创作课件时所出题 目全部 

存于题库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通过自我测试工具从题库中选取题目对自己的学习情 

况进行测试。 

管理信息库包括学生基本信息(姓名、性别、系、班级)，学籍信息(学习专业、所学课程的 

记录、学 习进度跟踪记录)，注册帐号、口令 ；教师基本信息利课件基本信息等，以及教学计 

划、教学大纲等，用此库可以对整个系统进行有效的管理。 

2 系统功能设计 

2．1 学习功能 

作为一个教学系统，学习功能是最基本的功能，就是系统如何将教学材料『 学牛进行双 

向交互。本系统提供一系列学习工具，学牛通过这些工具 即可学习到所需知识 

2．1．1 导航工具(NavigaficmTcds) 

传统课件内容一般按线性结构组织，这类似于课堂教学，总是一章一节地讲解下去。但 

线性结构既限制 _『人的创造性和跳跃性思维，又未充分利用、 nv的超文本特性。因此，在 

本教学系统中，课件内容是按超文本非线性方式组织的，学生既可以沿超文本基本链接从头 

到尾浏览下去，又可以用鼠标点击课件中的一些关键词跳跃到相关结点去学习。 

当学生使用这种非线性方式浏览课件内容时，容易迷失方向，一时难于回到正常的学习 

路径，这就需要一个好的导航工具，使学牛随时能回答 “我在哪里”、“我去过哪里”、“我能去 

哪里”三个问题。导航工具包括以下三个功能： 

1)显示课件的内部结构图；2)记录并显示学生 已走过的学习轨迹图；3)点击结构图 

或轨迹图上的任一结点即可返回到想去的地方。 

2．1．2 名词术语庠(C4~ ry) 

由课件作者创建一个名词术语库，用于解释课件中出现的名词术语 。当学生浏览课件 

内容时，如果发现某一个术语不懂，用鼠标点击这个术语即可调出这个术语的详细解释。 

2．1．3 外部参考工具(Exmml ReferenceTds) ． 

教师在制作课件时，发现某些问题无法在本课程 中说清楚，这时可以建立一个外部参考 

链，指向相关的课程或工具书。这就象平时学习时遇到某一个问题，须到图书馆去查阗一些 ．■ 
参考书籍才能解决问题一样。在系统中设置英汉字典，汉英字典，以及 国语词典等工具书是 一 

有必要 的。 

2．1．4 页面注解工具(PageA1r d∞ ) 

学生在学习课件页面时，有时会有一些心得体会或一些问题，这时可使用页面注解工 

具，将自己的想法写到注解页，所有的注解页合起来相当于学生的课堂笔记本一样。系统为 

每一个注册学生开辟这样一个用于页面注解的空问，那么每个学生对该门课程将有一个属 

于自己的私人笔记本。 

2．2 评测与智能导航 

2．2．1 学生 自我测试工具(~xudent SelI-ewaluficm ds) 

学生学习部分内容后，想检验一下自己的学习效果和掌握程度，可用自测工具，输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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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范围和难度，即可从题库中产生出一套相关内容的自测题。一般这些题为客观选择题，以 

便系统 自动闷卷，立即给出成绩。 

系统不但要给出测试成绩，而且更应该给出试题的标准答案和必要的解释，并将学生的 

错误答案用不同的颜色显示在旁边，并指出学生出错是因为哪些知识点没学懂而引起的。 

2．2．2 限时联机考试(Tm~d On-Line Ex~ naticn) 

限时联机考试由参加教学的教师命题，这些题目由教师根据教学进度从题库产生或重 

新输八，相当于课堂教学中的期中或期末考试。教师出好 试卷后在网上分发给每一个参加 

课程学习的学生，要求在规定时问内完成答卷。考试时间到后，系统 自动将试卷收回到教师 

的信箱中。对于客观题，系统 自动绐出成绩，主观题由教师阅卷，联机考试 的成绩记录到学 

生的学习档案中 

2．2．3 智能导航工具(h搬Ⅱ m N~ atim Tcds) 

好的CAI课件应能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行有所侧重的强化教育，从而体现 CAI的刺 

激、反应、强化教学模式，做到人类教师无法傲到的个性化教育。智能导航工具采用 ICAI的 

研究成果，依据学生的学习历史与考试成绩，以及教学专家知识，给出学生重修部分章节的 

建议。也就是说，智能导航工具能够分析出学生对各个知识点的掌握 隋况，对于掌握较差的 

知识点，建议学生重新学习或参加提问和讨论。 

2．3 网上交流与求助 

利用网络教学的一个最大优点就是参加课程的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学 习心得交流， 

讨论解答疑难问题。在基于 、 n̂n 的教学系统，给出以下几个网上交流与合作工具。 

2．3．1 课程公告扳(c(u Bulletin Bcm~d) 

课程公告板提供给所有参加课程的学生、指导教 师用来讨论与课程有关的同题。系统 

提供这么一个公共讨论区，目的是让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相互交流学习情况，解答疑 

难问题。使用者可以按主题词、发选者、发送 日期等检索需要的信息，也可以将 自己的意见 

发表在公告板上。 

2．3．2 电子邮件(Ermil) 

电子邮件是为用户设置的一个私人间的信息交流工具。学生之问，学生与教师之间，经 

常需要交流一些信息，如讨论、答疑、讲评、成绩通知等，这些非公开性信息可使用电子邮件 

进行交流。 

2．3．3 交谈工具(0 ) 

交谈工具提供课程参加者之间一个实时交谈工具。这要求参加交谈者必须同时注册到 

系统中。在系统中可以设置多个交谈房问(Ⅻ )，每个交谈房间可以有不同的主题。参加 

者只需选定一个感兴趣 的主题即可进八相关主题的交谈房间去倾听和发表意见。 

2．3．4 共享自板(＆la∞dWhitet'mrd) 

共享白板是同一学习小组之间的交流阵地。系统为每一个小组设立一个共享白板，小 

组内任何成员都可以在白板上写字或画图，小组中的其他成员全部可以看见白板上的内容。 

这对于小组内讨论某一个共同感 趣的问题非常有用。 

3 结束语 

在我国大部分高校都已建立了自己的 ̂n r服务器和校园网，因此具备 建立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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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n 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环境的基本条件。此外，学校许多教师对 Laternet的 、̂ n 服务已 

不陌生，已基本具备使用www浏览器的能力，这为各系开发自己的教学系统打下 _『良好的 

基础。从学生方面来说，几乎每个系都开设 r计算机基础课程，计算机等级考试课程，所以 

学生学会使用 w1̂nv浏览器也比较容易。 

将教学系统安装在学校网络中心的 www服务器上，各系师生不但可以通过实验室的 

计算机上周使用，而且还可以通过拨号入网或其它任何上网方式，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使 

用优秀的教学系统，从而充分体现了基于www的教学环埔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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