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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基于 WWW 模式下远程教学的信息资源广阔性 ~ 时空无限性 ~ 优势互补性 并提

出这种模式下课件系统的设计思路及其主要功能和技术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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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tensity of imformation resource space-time limitless and mutual
supply predominance of distant education based on the World Wide Web were
introduced and some design ideas key functions and technologies about the
courseware based on the World Wide Web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courseware design distant education data base

基于 WWW 模式的远程教学是以 Internet 为桥梁跨越教师和学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

离 突破传统面对面课堂教学方式的限制 将授课课堂由教室和实验室延伸到 Internet 所覆盖

的任何一个场所的一种新的教学模式 O

1 基于 WWW 下的学习环境特点

1. 1 信息资源广阔性

远程教学通过计算机网络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 某一学科的先进教学方法和实验条件可

被校内或校外的各学科使用 O 通过 Web 服务器可将 Internet 上的各类信息 (如文本 ~ 静态图

像 ~ 声音 ~ 视频信息 ~ 虚拟现实 ~ 数据库等D 集成起来 O 借用浏览程序 学生在 WWW 资源

库上可浏览远程的和本地的信息 而且作为全球性的超媒体网络 WWW 能为客户提供一种

统一的信息访问手段 O
1. 2 时空无限性

Internet 为学生提供了几乎是无限的时空自由度 它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通过 WWW



可在任何地点 ~ 任何时间, 通过公共的通信介质, 采取自由的学习模式, 获取各种信息, 从

而为学生增加了学习机会, 提供了更深 ~ 更广的教学内容, 扩大了教学规模,
1. 3 优势互补性

远程教学不受传统的面对面统一教学模式的限制, 在WWW 下学生可与网上的教学软件

及信息资源进行交互活动, 并可通过讨论组 ~ BBS~ Email~ 视频会议系统等任意地与  教
师 ' 和  同学 ' 进行会话交流, 也可通过群体方式与其他同学进行网上协商学习,

2 课件系统设计思路

基于 WWW 模式下的课件系统设计的主要做法是用一台联网的计算机作 WEB 服务器,
将教学和实验内容以超文本 WWW 主页和 Java Script 或 VbScript 程序形式在 Internet 上运

行播出, 学生可利用校内 ~ 外的任何一台联网计算机终端浏览 ~ 学习有关课程内容, 设计过

程中主要考虑的是访问WEB数据库技术 ~ WEB服务器与WEB浏览器交互接合技术 ~ 系统运

行平台及其开发技术, WWW 模式下的远程教学包括网络 ~ WWW 浏览器 ~ WEB服务器 ~ 超
文本教学材料 ~ 教学软件和 WEB数据库几大部分, 课件系统使用标准的 ~TML (~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文档格式, 利用 ~TTP (~ypertext TranSfer Protocal) 协议与浏览器用

户进行交互连接, WEB服务器与 WEB浏览器间的关系如下 ,
服务器是Web 站点的心脏和灵魂, 它不仅能按

~TML 文档形式提供静态 Web 网页, 而且还能执

行一些增加站点内容的应用程序, IIS ( Interner In-
formation Server)作为基于WindowS NT 技术构造的站点的主要服务器, 它支持一组使用 In-
ternet 服 务 器 应 用 程 序 编 程 接 口 ( ISAPI Interner Server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 ace) 的新应用, 以流行的模拟 CGI (Commom Gateway Interf ace) 方式执行 ISAPI 应
用程序, 由于 ISAPI 是动态链接库构造的, 故比等同的 CGI 应用程序快近 20 倍, 而 ASP
(Active Server PageS) 是一个 ISAPI 应用程序的例子, 其程序在 Web 服务器端执行, 并且具

有如下特点 ,
( 1) CGI 接口对象化 , 使用 ASP 收集浏览器传来的网页数据, 通过解析自动转换成对象

供 Script 语言 (VB Script 或 Java Script) 读取,
( 2) 使用 ActiveX 对象 , ASP 可以引用WindowS 环境下的 ActiveX 对象, 也能引用 ADO

(ActiveX Data ObjectS) 存取 Web 数据库,
( 3) 安全保密 , ASP 文件作为程序文件, 在 Web 服务器上执行后才将执行的结果传给浏

览器, 对浏览器来说, 程序代码是保密的,

3 主要功能与技术

设计课件系统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
3. 1 安全注册登录

根据需要, 设定允许使用课件的学生, 学生的资料在 Web 数据库中, 当学生通过浏览器

访问课件时, 要求学生输入帐户名及密码, 确保用户的合法性, 实现的技术可采用 , ( 1) 利

用  Internet 服务管理员 ' 设置目录安全; ( 2) 利用  域用户管理器 ' 设置用户名与密码;
( 3) 利用用户安全数据库; ( A ) 使用 ASP 程序,

221 广 西 科 学 院 学 报 第 16 卷



WEB程序能对用户输入的信息进行分析, 并能将分析结果反馈回用户 O
3. z 课件浏览

这部分是最主要的学习内容, 学生通过对WEB课件进行浏览, 选择性地根据自身情况有

目的地 ~ 主动地进行学习 O 设计 WEB页可使用各种各样的软件与技术, 如使用 CGI, JAVA
等 Internet 开发语言, 亦可使用 Frontpage~ ~otdog 等网页制作软件, WEB页的元素包括文

本 ~ 列表 ~ 图像 ~ 书签 ~ 音频 ~ 视频 ~ 超链和复合元素 (表单 ~ 表格 ~ 框架) 等, 制作时要

综合考虑, 使其能与课件内容和谐地融会在一起, 从而突出主题, 有助于学习 O
制作动态 ~ 动画演示可使用 VB~ Flash~ Gif Animator 等软件 O 而使用 VB设计出来的课

件动态演示在嵌入 ~TML 时, 可采用如下步骤实现 ,
( 1) 利用 VB设计出课件的动态演示 ( . f rm 窗体文件) ; ( 2) 新建 ~TML 应用程序, 并

将有关的 . f rm 文件添加到 D~TMLPage; ( 3) 为每一个窗体文件添加一个按钮, 可使用默认

的按钮名称 (如 Button1. . . . ) , 按钮执行程序段内容为窗体名 . shoW 1; ( 4) 设置工程的

D~TMLOroject 属性 (编译为 P 代码, 选远程服务器文件) ; ( 5) 保存工程; ( 6) 生成 D~TML-
Project. dll 文件; ( 7) 生成 . htm 文件 (注意此文件的 classid=  clsid, xxxxxx 中的序列号

xxxxxx) ; ( 8) 进入 VB中文版工具中的 Package g Deployment 向导, 选中刚生成的工程;
( 9) 生成安装程序包 (此安装程序包提供各终端安装, 以便能浏览课件网页的动画) ; ( 10) 进

入需要插入动画 ( . f rm 动态演示文件) 的网页, 将网页的 classid 改为第 ( 7) 步得到的序列

号, 并在网页相应地方插入普通按钮 (此按钮提供用户浏览时点击) , 设置好按钮属性的名称,
此名称应与第 ( 3) 步的按钮名称相对应; ( 11) 保存网页, 动态演示内容嵌入完成 O
3. 3 交互环境

课件系统可以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提供疑难解析 ~ 问题查询 ~ 作业提交 ~ 出题考核 ~ 收集

问题等, 通过学生与系统的反复交互, 给学生创建一个综合性的学习环境 O 学习的有关信息

存放在相应的数据库中, 数据库可采用 Access~ SOL Server 或其他格式的数据库, 至于使用

那一类型数据库, 可在程序指定 ODBC (Open DataBase Connectivity) 参数或将参数设置在

系统的 DNS (Data SourceName) 中, 然后用 DNS来启动数据库, 由于 ODBC是中间层软件,
它能将 SOL 语法转换为个别的数据库引擎所需要的专用格式, 利用程序通过 ODBC 实现

WEB 数据库存取数据, 采用的技术是通过建立 RDS与 Grid 组件的链接, 然后交由 Grid 组件

完成有关的存取工作, 另一技术是直接使用 ~TML 组件, ~TML 组件与 Grid 组件比较,
~TML 具有不必安装 (节省了时间) 和没有版权问题等优点, 通过 ~TML 组件与 RDS结合,
能很方便存取数据 O
3. 4 导航查询

为确保学生进入课件学习后能快速定位在课程某一目标或当需查询相关基础知识时能找

到导向, 系统能提供适当的导航策略, 以减少盲目浏览查找所需时间 O 一般使用的导航手段

主要有 , 表单检索 ~ 目录索引 ~ 难点帮助 ~ 浏览线索跟踪 ~ 书签 ~ 演示控制 ~ 导航条等 O
3. 5 方便与其他系统融合

在设计语言类的课件时应考虑实现在浏览 ~TML 文档时或在程序设计练习时, 不需退

出当前状态即可进入相应的语言编辑编译程序, 实现程序编写 ~ 程序运行 ~ 程序调试等工作,
甚至能智能地分析程序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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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增施各种肥料后 单株生产力 
百果重的增幅趋势为有机肥>氮肥>磷

肥>钾肥 百仁重则为氮肥>有机肥>
磷肥>钾肥 (表 3) G

各种肥料的合理施用量为: 有机肥

<15 000 kg/hm2~ 尿素<150 kg/hm2~
Kcl<225 kg/hm2~ 钙镁磷肥<450 kg/

hm2G 在此范围内 单株生产力 ~ 百果重 ~
百仁重与使用量成正比 G

可见 影响荚果形成与产量的主要

因子是有机肥和氮肥 G

3 结语

在紫色土壤上 合理增施肥料 能

显著地提高花生的单株生产力 ~ 百果重

和百仁重; 有机肥和尿素是影响荚果形

成的主要因子 但过量使用又导致徒长 ~
倒伏 它们的合理施肥量为: 有机肥<
15 000 kg/hm2 尿素<150 kg/hm2 Kcl
< 225 kg/hm2 钙 镁 磷 肥 < 450 kg/

hm2G

图 2 肥料对花生产量主要构成因子的影响

. 有机肥 ; I 尿素 ; A Kcl; * 钙镁磷肥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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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系统管理与维护

设计时还需考虑系统的通用性 ~ 可靠性 ~ 维护性 ~ 扩充性和移植性等 同时向用户展示

友好 ~ 清析的界面 方便操作 G

4 结语

随着计算机以及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Internet 应用的广泛深入 教学领域正进行着深刻

的变革 网络时代信息化社会的到来正逐步推动教学改革 校园的围墙逐步消失 课堂教学

受到挑战 新型的教学模式正在形成 种种迹象显示 在下一世纪 利用网络的远程教育将

是教育界的一个新的热点 G (责任编辑: 黎贞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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