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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教学（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 

CAI）是一种新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是以计算机为主

要媒体所进行的教学活动。作为一种教学媒体，计算

机可以起到与其他传播媒体一样的呈现知识、给予反

馈等作用，更由于其有着存贮信息、处理信息、工作自

动化等功能，从而使CAI课件具有集成性、交互性、自

适应性 。集成性使学生充分利用多媒体进行学习，并

使教学中的几个过程（如：听讲、自检和考试）融为

一体。交互性使学生与计算机双向交流，学生能自己

控制教学进度。自适应性使计算机根据学生对问题的

回答情况来决定教学的内容和进度，以适应各个学生

的不同需要。环境教育的内容庞杂，目标（知识、关注

（意识）、技能、态度（价值观）和参与）多维，利用

CAI的优势可以克服学习的时空限制，能很好地达成

环境教育的目标。

一、知识目标
知识目标的达成涉及知识点的选取及其表现形

式。知识的选取当然是由环境教育的目的、目标决定

的。但选择什么样的知识、知识的结构如何、采取什么

形式来表现等，还必须结合CAI课件开发的特点和要

求，有针对性地加以取舍和策划。

（一）知识点的选取

（1）CAI课件知识的选取不是简单地把书本内

容搬过来，而是按照CAI课件开发的教学理论和CAI

的特点、优势，选取最基本的内容：如基本概念、理论、

技术和方法，形成系统的知识框架；选取常规教学难

以表述的艰深理论和由于时空限制不易理解与体会

的环境事件。总之，所选内容一方面能反映环境组成

要素、要素特征、环境演变及环境保护等基本知识，能

让学生掌握防治环境污染的基本技能；另一方面，选

取的内容既要生动，又能反映当代前沿科学信息，突

出当今世界新观念、新方法、新技术和成熟的经验。此

外又能发挥CAI的特长，便于表现。为学生知识的建

构营造情景、提供信息源，便于学生自主学习。

（2）从知识的结构看，知识选取注重基本结构。

选取的知识应系统、成体系和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因为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前因后果和一定规

律，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观察、认识，也有一定的思维规

律。一般来说，人们认识、思考问题的顺序和规律是：

从简单到复杂，由浅入深，从已知到未知，由具体到抽

象。布鲁纳的“结构课程论”很重视基本知识与知识的

结构，良好的知识结构是提高能力的基础。现代教学

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揭示大量知识是如何组

织和表现的。

（二）知识的教学顺序安排

CAI的教学重点应集中在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

本方法，知识的组织结构，以及知识的表现和应用等

方面。环境教育其他目标的组织安排都可围绕知识这

条线展开。在多媒体课件设计中，安排教学顺序时应

当遵循这些规律。教学顺序的基本类型主要有三种

（见表1）：

实际教学顺序的确定，主要是考虑知识的系统性

和连续性，同时要考虑到学习者能够自己调整学习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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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特点

纵向发展式

教学内容按照时间顺序或逻辑顺序进行排列，使之有一条明确的主线。这种顺序

虽然组织教学素材比较复杂，但与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相一致，因此段落层次清楚，便

于视听元素的组合

横向展开式 即平行的教学顺序，适用于表现那些内容相对独立，可以分类、分块的教学内容

层次分解式

便于表达那些需要由浅入深地去认识客观规律的教学内容。如讲述某些原理、某

些系统的结构等。这种教学顺序，各部分教学内容的关系，不是时间上前后发展的顺

序，而是一个由表及里、由因到果、由浅层次到深层次的关系

表1 CAI教学顺序的基本类型

序的需要。在教学内容确定的情况下，一般应安排两

种形式的教学顺序：

一是以“教”为主的顺序，主要以教学内容的内在

联系和知识层次关系为依据，由浅入深，逐层深入；它

是视听表达的一般步骤，与课堂教学的过程相当。

二是以“学”为主的顺序，即从不同的角度安排多

种教学顺序，以便当学习者提出不同学习要求时，能

够组织相应的教学顺序，并保证知识的系统完整和连

贯。它主要考虑到不同学习者的个别化特点，扩大其

学习自主权，满足自学、复习、练习等多种需要。但设

计这种教学顺序的自由度也不能太大，应根据各部分

内容的特点，明确哪些教学顺序是可以改变的，哪些

只允许跳过其中的某段内容，哪些内容的顺序是不能

改变的。相应地在编辑脚本和主控程序中根据既定的

教学顺序，合理地设置各个节点（节点是存储数据或

信息的单元，每个节点表达一个特定的主题，它的大

小根据实际需要而定，没有严格的限制。节点中信息

的载体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图形、图像、动画、声音

或它们的组合等），使之在实际教学中严格按照教学

顺序实施。

CAI的强大的非线性信息表现功能，以上三种教

育顺序都可以很好地在CAI中实现。图1为水环境课

件的知识编排顺序图，纵向是按水环境教学内容逻辑

顺序进行排列，它主要表现水环境基本概念、原理、方

法等，使之成为一条明确的主线。横向的是为学习基

本概念、原理、方法提供辅助的知识扩展库和练习库。

（三）知识的表现手段

CAI课件有强大的媒体综合表现能力，它可以集

文本、图形、图像、动画、视频、声音等多种媒体于一

身。而各种媒体在教育功能上各有特点（见表2）：

图1 以水环境内容为例知识编排顺序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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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课件能在充分发挥各种媒体特长的基础上，

以文本材料作为主线，其他的各种媒体紧紧围绕教学

文本展开，形成一个知识逻辑关联、结构完整有序、媒

体表现形式丰富多样的知识系统（见图2）。

二、关注（意识）目标
关注（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某种事物的

敏感性。在CAI中实现意识的培养，就是要让学生对

环境问题敏感，对他所见到的环境问题在心灵中有所

触动，对环境问题关心。课件为了实现学生环境意识

的培养，在环境内容的表现手法上就尽量采取对学生

感官产生触动的动画、声音、图片以及触目惊心的环

境事件。

如通过图片欣赏方法展现一幅幅风景优美的山

水画、一条条臭气熏天的污水沟、一幅幅波光粼粼的

人工湖泊图和纵横交错的水网。学生在欣赏这些图画

的同时对水环境的变迁有所感悟和思考；并通过反差

极大的环境事件的对比，使心灵产生触动。而且通过

图片展示各种环境面貌、突出各种环境污染的惨状、

新旧环境的对比，产生视觉冲击力并加深印象。

三、技能目标
学生在环境教育学习过程中，知识的习得和技能

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环境教育

要培养学生获得识别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技能。在现实

生活中可以通过参加实际的活动或实验来锻炼学生

的观察、分析、操作等技能。那么在CAI中，通过对大

量信息的检索、处理、利用等人机交互活动来培养学

生的心智。并且还可以通过CAI中的模拟活动来综合

锻炼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下面是一系列CAI教育

活动技能培养的基本方法：

①通过图片和漫画，让学生学会观察、学会思考

学生通过欣赏有关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的

图片和漫画，引发学生多方面的思考。学生观察图片

和漫画所绘内容，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图片和漫画

作出解释。使用图片和漫画可以发展学生的观察、思

考、表达等多种技能。

②通过角色扮演，让学生学会倾听、学会讨论

角色扮演可以使学生进入争议问题里面，通过他

（她）设想并扮演的一个特定角色，从角色的角度去考

虑问题并采取行动。角色扮演为学生提供了应用听力

技能和讨论技能进行人际交往和作出公民行动决策的

演练机会，容许学生“试验”他所选择的信念和态度（价

值观），并由此检验和证实他们自己的态度和价值观。

③通过畅想活动，让学生学会想象

学生用一种感到舒适的方法坐好，最好是背部挺

直，双脚放在地面上，确保周围有足够的空间，没有碰

媒体 教学特点

图形、图像、动画、视频 表现关系、反应过程、增强视觉触动等方面有着较强表现力

文本 表现知识结构、讲解原理等方面有较强的优势

声音 增强感官刺激，加深理解和记忆

表2 各种媒体的教学特点

图2 各种媒体在CAI中的应用组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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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任何人。闭上眼睛，听听播放出来的暗示语。在暗示

语的引导下，发挥想象，在心灵中体验大自然的协调

与美好。

④通过数学计算，让学生学会统计、学会推理，培

养数据分析能力

使用反映现实世界和实际问题的有关数据，学生

会认识到数学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生活中处

处充满了数学，应培养学生用数学的眼光看待周围世

界，使用数据来发展学生的数学概念和数学技能。鼓

励学生利用统计数据和统计图表分析人类面临的环

境问题，为可持续发展采取有效的环境行为。

例如通过“假如有一百”的数学预测活动，使学生

了解世界水资源的不均衡，分析我们可以直接使用的

水资源是何其的有限，并且可通过这一数学活动考察

学生对周围世界的感知，通过统计数据和统计图表增

强学生的全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

四、态度目标
引导学生关注环境问题，只是环境教育目标的起

点，真正要达到内心价值的共鸣，还要培养学生的环

境价值观。这是一个心灵工程，必须从各个价值层面

来实现价值观的改变。

价值教育的基本方法可以具体化为不同的教学

形式，最后达成教育目标。这样的教学方法主要有：

①利用图片，如照片、卡通等进行价值教育。其特

点在于形象、生动和鲜明，容易引起学生的联想，印象

深刻。选择的图片应有利于对学生进行环境价值澄清

教育。比如，通过不同时期环境图片的分析，了解环境

变化的经过、结果及原因。认识到人类活动对环境的

改变作用是多么的强烈，这样使学生平时应注意自己

的行为对环境的潜在影响。

②利用报道、故事等进行价值教育。其特点是背

景明显，紧扣现实生活，生动形象，便于分析和比较。

例如，通过对同一环境事件，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比

较，剖析环境价值观对人行为的导向作用，以此来培

养学生的价值分析能力。

③利用道德两难来进行价值推理教育。不同的价

值观念单独来看都有其道理，但彼此之间往往会发生

冲突，如何处理好价值冲突，直接关系到决策和行动

的有效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价值层面上与不少传

统价值有冲突，更需要人们价值推理的能力。

④游戏和活动。其特点是现实感强，学生可以在

设定的情况中“现实地”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分析，并

在一定的价值观念指导下直接作出决策和行动。对学

生体会价值、运用价值有很大的帮助，并有助于学生

形成对价值的认同。

⑤诗歌、音乐、散文等艺术形式也可以用于价值

教育。其特点在于充分利用了情感的和美学的方法，

具有更大的感染力，有助于价值意识的唤醒和价值认

同的形成，特别是对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确立有很

大帮助。

⑥角色扮演活动。通过不同角色的互换，体会不

同角色不同的态度，以培养学生的移情能力和价值敏

感性。

五、参与目标
CAI虽然不能像现实教学那样为学生提供实际

的管理、调查、检测环境等的参与机会，但是可以通过

计算机模拟营造一种“真实场景”，并且可以集中而且

有针对性地强化对某方面的环境问题的解决与处理。

例如：

①环境模拟：通过改变环境参数，了解环境状况

变化的结果；根据自己的环境知识和已掌握的环境技

能，在计算机模拟的环境中直接改变环境要素的空间

结构，并思考这样改变的后果。

②“图上考察”：分析图片上环境要素之间的关

系，并试图改变之，预测变化的后果。

③模拟实验：如在CAI课件中编排实验步骤、选

取实验器材、预测实验结果等。

④角色扮演，自己挑选角色，实现人机对话。使学

生领会各种角色对同一环境问题或现象不同的看法

和观念，认识到环境保护的艰巨性和解决环境问题的

复杂性。

总之，环境教育通过CAI辅助教学来实现，需要

CAI开发者对环境教育内容、目标统筹分析，结合CAI

的优势特点，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对环境保护的意

识、情感，掌握保护环境的方法技能，形成积极参与环

境保护的态度，用学到的环境知识来爱护我们的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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