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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一种集“助学”与“助教”为一体的新型的《模拟电子技术》CAI的设计思想与实现的方法。主要
包括内容体系的构架、软件特点与实现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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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内容与总体设计

依据教育部高教司发行的
《工程本科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在系统分析教学内容的基础上，确定出重点、难点问题，制作成相应的
课件。共72个重点、难点问题，覆盖了该课程的全部教学内容，另外，还提供有21个验证性实验。“基本内
容”模块体现大纲要求，主要展现重点难点问题，加深和扩展的内容放在“知识扩展”模块中，既照顾到不
同专业教学的特殊需要,又便于教师根据需要进行课件选择和组合,满足不同的教学要求。 

图1 主菜单页面和章菜单页面 

本软件采用Authorware 4.0进行开发，利用“超文本”结构进行内容的组织。全部内容细化为若干个知识
点，每个知识点为一“页”。可以方便地使用“超文本”结构提供的“翻页”、“回退”、“历史”和“查
询”等功能。界面采用图形化屏幕菜单，力求做到信息量大、直观明了，并符合学生的视觉习惯。在媒体的
设计上，为了充分发挥各种媒体的特点,同时又不过多耗费系统资源，本软件根据具体内容的需要来选择媒体
形式：比较简单的内容，直接以图形与文本方式给出；对于无法观察的物理过程和不易描述的抽象概念，通
过二维动画加以表现；通过视频来表现实际操作，如半导体器件的生产过程，帮助学生了解半导体工艺、制
作，扩大知识面。做到了媒体表现既丰富多彩，又恰当实用。 

2. 适用性与特点

本课件突出的优点，是将“助教”与“助学”很好地加以结合，既适合课堂教学，又适合于学生的个别化学
习。 

2.1 “助学”方面 

2.1.1 充分考虑课堂教学规律。 

贯彻从简到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内容分层次展开，并与讲解同步。 

2.1.2 利用动画技术无法观察的物理过程和不易描述的抽象概念。 

如载流子的运动、电路工作点的变化等，化微观为宏观、变抽象为具体，帮助学生理解内容。 

2.1.3 交互性强。 



提供了多种人机对话方式。学生通过多种交互控制学习的速度和顺序，达到自主式和个别化学习的目的。 

4. 编制了模拟实验。

《模拟电子技术》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课程，为了弥补试验方面的欠缺，我们编制了多个模拟实验。用计算机模拟
实验环境，学生通过交互控制，改变电路中器件的参数，并从虚拟示波器中观察器件参数对波形的影响，给学生创
造出一种解决问题的环境，使之在直接参与、亲自操作的过程中，自觉地运用学到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来解决新
的问题，达到知识的正向迁移。这种以建构学习理论为指导的软件开发，正是课件开发的新方向，它充分体现了素
质教育的思想，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图2 模拟实验界面 

2.2 “助教”方面 

充分考虑教学需要，根据教学的需求设计控制功能，将控制与知识相融合。具有灵活性与开放性的特点。 

1. 灵活性。

在课堂教学中，CAI的作用应该是帮助教师更好地体现教学思想与教学风格。每个教师对内容的把
握与组织都是不同的，而当前的CAI课件中内容的编排是固定的，不能随意组织，从而限制了教师
个性的发挥。针对这种问题，我们编制了“电子书签”功能。教师在课前根据需要对内容进行组
织，并将所选知识点标注在“电子书签”中，形成电子教案，课堂上通过鼠标点击，即可跳转到
相应模块上。所标注的内容，既可以是“基本内容”模块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也可以是“知识扩
展”模块中的加深和扩展的内容，还可以是“例题习题”或是“教学大纲”，换句话说，课件中
的所有内容都可以作为素材，通过“电子书签”进行重组，给教师提供了充分的扩展空间，具有
很强的灵活性，是“活”的课件。 

2. 开放性。

课件的共性与教师的个性之间的矛盾，是阻碍CAI用于课堂教学的原因。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的灵
活性，课件中提供了外部文件接口。教师可以根据需要添入内容，并结合课件本身内容一起用于
课堂教学。 

3. 视频放大功能。

视频是一种重要的媒体，甚至有人把它比作是多媒体的灵魂。在Authorware中提供有数字化电影图标，支持AVI、
MPEG、FLC/FLI和Quick Time等格式，可为我们编著的多媒体课件增添无穷的魅力。但是，数字化电影图标的控制
却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比如说，不能进行视频窗口的放大。在课堂上容易造成后排同学无法看清小窗口中的内
容，直接影响了教学效果。我们通过编制视频放大功能模块，有效地弥补了这一不足。只需鼠标轻轻一点，就可以
实现大小两个窗口之间的切换。 

2. 实现技术

1. 电子书签



电子书签必须具备下列功能：用户可以在任一节点设置书签（标注）。以后可以察看已创建的书签列
表，选择并跳转到相应的页面。 

实现此功能的核心是利用数据的导航能力。将夹上书签
的页面记录到外部文件中，存储格式为：标注名 页面名。当用户从列表中选择了一个书签后，用系统
变量LineClicked取得当前行数，并通过函数GetLine取出当前行，对应地找出页面名，利用导航图标跳
转到所选页面上。 

图3 电子书签主流程图 图4 视频播放主流程图 

2. 视频放大

数字化电影图标的“Timing”项中有“Start Frame”和“End Frame”两个域，即播放的起始帧和停止
帧，使视频可以只播放选定的部分。在这两个域中可以输入数字，也可输入变量和表达式。我们可以在
流程中放入两个数字化电影图标，引入同一个视频文件。其中，一个保持原尺寸，另一个变尺寸为满
屏。分别在两个电影的“Start Frame”域中输入自定义变量X和X1, “End Frame”域中均输入自定义
变量Y。在一个视频播放的过程中，进行切换时，先利用系统变量MediaPosition@"视频"取得当前视频
播放的帧数，作为另一个视频播放的起始帧，然后播放第二个视频。这样，就可以实现视频播放窗口的
缩放了。 

3. 模拟实验

以基本放大电路为例。电路中各点电压波形都是正弦波，所有的交互，无论是器件参数的改变，还是测量点的变
化，或是扫描频率和电压倍率的变化，都只会对信号的峰值和周期发生影响，所以，只需根据不同的交互求出对应
的峰值和频率，并根据频率的值选取合适的步长，既可用直线来拟合出当前的正弦波形。 

3. 结束语

本软件在开发指导思想上坚持以教学为目的，技术为内容服务。在编制软件时考虑的不仅是软件平台所能提供的，
更多的是教学规律的需求，将软件的控制策略与教学内容有效地加以融合。因此，能充分满足教与学的需要，适应
素质教育的要求。该软件现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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