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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计算机辅助教学（CAI）的核心部分是课件（courseware），而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是

CAI 课件的理论基础。基于不同的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的课件模式有差异，本文拟就课件设计的

理论基础及基于这些理论基础之上的课件模式作简要综述，并在综述的基础上对前景作粗浅的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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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计算机辅助教学（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简称 CAI），

就是采用电子计算机从事教学活动。为达到这一目的，需将

预定的教学计划及内容程序化，从而实现计算机的课堂教学

或辅助性的课外操练。利用机器进行教学的概念是 20 世纪

20 年代由美国心理学教授锡德尼·普莱西提出的，50 年代中

期，美国著名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教授斯金纳根据由动物实验

引出的操作条件反射和积极强化理论，论证了普莱西教学机

器的心理学依据，提出了程序教学法。此后又有人提出了分

支教学模式，这两种模式对后来发展起来的计算机辅助教学

都有直接的影响。60 年代以后，人们正式承认了计算机在教

学活动中的作用。80 年代末，多媒体计算机的出现被称为是

计算机的一场革命，使计算机辅助教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计算机辅助教学向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的教学环境，利用

不同的教学环境展现出不同的教学内容，从而控制着教学活

动的有效进行。在这个过程中，计算机是教学媒体，充当指导

者，工具和学习者的角色，学生通过与计算机的交互对话进行

学习。计算机辅助教学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体现教师教学

思想的核心部分是课件（courseware）。本文拟就课件设计的理

论基础及基于这些理论基础之上的课件模式作简要综述，并

在综述的基础上对前景作粗浅的展望。

二、课件设计的理论基础和模式

教学理论是研究教学规律的科学。学习理论主要研究人

类学习规律，探究学习本质及其形成机制。教学理论和学习

理论都是为了实现教学优化，使学生更有效地学习。计算机

辅助教学涉及到教与学的双边活动，因此，教学理论和学习理

论是 CAI 课件的理论基础。不同的学习理论和教学理论显示

出针对学生的学习心理所采取的不同教学措施和经验。目前

看来，有两种教学法和三种学习理论对计算机课件设计影响

最大。下面将逐一介绍。

（一）程序教学及其课件设计模式

程序教学是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基于行为主义理论而提

出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把整个学习过程，从开始学习的初

始状态到完成教学目标的最终状态分为若干个连续的小步

子。每个小步子具有子教学目标，通过学生逐个地完成每个

小步子，完成一系列的子目标，达到最终的总教学目标。

基于程序教学的课件设计，首先考虑的是所采用的学习

程序和处理学习程序中知识点的方式。学习程序可以分为直

线学习程序、分支学习程序和反向学习程序。直线学习程序

是将学习内容从起点到终点分为若干个小步子，或者小单元，

而且步幅要足够小，使得每一位学习者都能顺利的通过学习

单元达到教学目标的要求。如果学习者在通过的过程中连续

出错，表明步幅设置得较大，应该调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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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学习程序是让学习者从学习内容中最接近目标的知

识点开始学习，再学习接近它的内容，直至最后完成知识点的

学习。

直线学习程序对任何学习者都是一样的，没有灵活性。

分支学习程序则适应了学生的个别化，可以针对学生的不同

特点给与不同的学习内容和学习顺序。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

可以不通过普通的路径，进行跳跃式学习。

（二）发现式教学及其课件设计模式

发现式教学是人们根据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的理论

建构起来的。发现式教学以学科的知识结构来构件课程，让

学生通过自己的体验和积极思维去认识和发现事物的本质和

规律，从而掌据学科的概念、原理和法则，据此解决问题。

基于发现式教学的课件设计注重于让学生自己将新知识

与已有的知识结构相关联，重新建构新的认知结构。因此，课

件设计时，首先要对学生进行分析，注意教学对象的差异，为

不同的学生创设出不同的情景，使用不同的指导策略，提供与

学习问题有关的参考资料，使学生在适合自己的情景中，通过

个别或协作学习方式，来实现意义建构。另外，情景的设置，

既要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认知水平及认知发展规律，又应

该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以利于学生增加成就感和增强自信心。

为适应不同层次与不同认知能力的学生，发现式教学将

情景和指导设计成不同的层次：

1. 完全指导

课件包含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各种假设，解决问题的参

考资料，对各种问题解决假设的分析。学生的学习只是从集

中问题解决的假设中进行选择，然后查看指导信息，反思自己

的假设。

2. 引导发现

课件创设情景，提出问题，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让学生

提出解决问题的假设，课件指导学生验证自己的假设。

3. 独立发现

课件设置问题情景和丰富的参考资料，提出问题、解决问

题的假设和验证全部由学生来完成。课件只对关键问题给予

指导，让学生运用环境进行独立探索。

（三）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及其课件模式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至 70 年代末，行为主义理论盛行。

行为主义理论将人们在学习过程中的思维活动作为一个黑箱

来处理，心理学家桑代克，通过动物试验得出结论：动物的学

习过程是一种盲目、渐进的尝试错误的过程。多次的外部刺

激，使错误反应逐渐减少，形成正确的反应，最终完成刺激-反
应的联结。刺激性条件反射是一种被动性的、本能的应答性

行为，但强化刺激后，容易形成刺激与反应联结的操作性行

为。操作性行为是通过生物体自身的努力而获取的行为。在

刺激-反应的过程中，对期望的行为给予奖励，是对行为的强

化；对不期望的行为予以惩罚，是一种反向强化，强化的方法

使生物接近指定目标。

基于行为主义理论的课件，比较注意设计教学信息的呈

现方式和提示方式，也重视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反馈和评价。

前面提到的程序教学的课件设计就是以行为主义理论为指导

思想的。其实，在 CAI 课件设计中，基于框面的，小步骤的分

支式程序设计，多年来一直成为课件开发的主要模式，并且沿

用至今，是行为主义影响的明显例证。

（四）认知信息加工学习理论及其课件模式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末，心理学家创建认知信

息加工理论。认知信息加工理论认为：学习分为内部条件和

外部条件。外部条件的刺激仅是学习者学习发生的一种必要

条件，而学习者内部的、对外部刺激主动、有选择的信息加工

过程才是学习本身的发生过程。事实是，人每天都可能遇到

许多刺激，但并非每一种刺激都发生了学习。

在 CAI 课件设计中，人们已开始注意运用信息加工理论，

开始研究并强调学习者的心理特征与认知规律；不再把学习

看作是对外部刺激被动做出的适应性反应，而是学习者对外

部刺激所提供的信息主动做出的、有选择的信息加工过程。

许多课件旨在培养学生的认知策略，培养综合运用规则解决

问题的能力，教授解决复杂问题的技巧，引导学生按正确的方

向思维。如模拟和问题解决型课件能简化实际生活中问题的

复杂性，在短时间内接触各种问题情景，容易让学生把注意力

集中在与问题有关的方面，积累解决问题的对策。有些教育

游戏也利于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技巧。

（五）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及其课件模式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最早提出者皮亚杰认为学习过程

是：当学习者遇到学习材料时，原有的认知结构和新材料（客

体）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不平衡，因而成为学生的学习动机，学

生通过对新材料进行同化或顺应，以清除这种不平衡，在平衡

与不平衡的交替中，学习了新知识，最终使认知结构得到进一

步的发展。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今，是计算机辅助教学的成熟阶

段，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其最重要的指导理论。在这种理

论的指导下，CAI 系统的设计与发展逐渐克服了行为主义的

弊端，提高了 CAI 的质量。目前所能见到的操练和练习型、指

导型、咨询型、模拟型、游戏型、问题求解型等课件都打上了建

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烙印。不过行为主义理论仍有一定的影

响，反映在 CAI 课件的设计和开发中，尤其是行为派心理学家

凯勒在程序教学基础上提出的“个别化教学”，在 CAI 环境下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与发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普遍认为相

对于以教师为中心的班级授课群体教学，个别化教学的确是

一种较好的教学模式。

三、小结与前景展望

上文我们粗略地概述了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对课件设计

的影响。其实，每一个教学理论与学习理论都是对一定条件

下、一定教学活动的客观总结，既有合理性也存在局限性，因

此不应该全盘否定某一种理论，也不应该为追逐某种潮流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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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使用另一种理论。在设计 CAI 课件时，应该根据具体教学

目标、对象以某种理论为主导，兼取其它理论的合理成分。而

针对我国目前教育制度下培养的学生强于基础，弱于创造，强

于答卷，弱于动手，独立发现、提出问题能力和创新意识薄弱

等问题，发现式课件的开发和使用有很大意义。

从课件设计的发展史来看，关键的问题是以教学理论、学

习理论为基础和指导，充分挖掘计算机的潜力，根据教学的需

要和学生的特点，把计算机教学有机地结合到课程中。这就

是说，课件开发的主要智力因素是从事计算机软件的和从事

教育教学的两大类。这就涉及到几方面人员的合作问题。首

先是具有经验的教师和教材编写者，根据教学和学习理论将

教材、教案、教法和练习方法总结提炼出来，并加以优化，然后

由有经验的程序编制人员编写成能够在计算机上运行的课

件。如果有经验的教师或教材编写者同时又是有经验的程序

编制人员，这就提高工作效率，大大缩短课件的研制过程。这

对当代人是一种挑战。一般情况下，课件的编制往往是分散

在各地区、各院校进行的。这就产生了一个加强横向联系的

问题，否则低水平上的重复劳动会导致时间和人力的浪费。

随着课件的开发，人们已看到了以往计算机辅助教学课

件的不足，提出了智能型计算机辅助教学（Intelligent 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简称 ICAI）的设计方案，即在 CAI 系统中建

立学生模型。计算机能够理解自然语言，作一个称职的“计算

机导师”，又交给学生高级思维的技能。目前 ICAI 已发展成

为 CAI 的一个重要方向，任重而道远。

CAI 和 ICAI 设计与开发的普及必将使教学从封闭型的课

堂教育转变为开放型的社会教育，从集体听讲转变为个别讲

授，从学校教育转变为个人自学。这三个战略性的转变并不

意味着用“电脑教师”来淘汰“人类教师”，恰恰相反，这对教师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用现代教育思想有选择地使用

课件，不仅熟知所教的学科知识，还要熟悉课件内容和使用方

法，并且能恰到好处的融合于教学过程，把计算机教育软件与

课程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达到有效的教学目的。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ories and Courseware Design of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

Wang Aihua
（UESTC Chengdu 610054）

Abstract The core of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 is courseware，and its design，guided by the theorie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esents different pattern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e a general review about the different design patterns of courseware based on
different theories and then predicts its future.

Key Words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 courseware；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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