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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媒体智能教学系统研究与设计》是周晓军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
他的博士论文完成于2001年，同年他的导师陈肇雄研究员和黄河燕研究员推荐他来北京语言大学网络
教育学院工作。
　　他在北京语言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工作了八年。
结合工作的实际，他又继续对“智能教学系统”（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ITS）领域的有关问题进
行跟踪研究。
本书融入了他多年从事教学和科研的新成果，添加了更多的相关开发实例，还丰富了一些网络对外汉
语教学的内容。
可以说这本书是他在智能教学领域长期研究和实践的结晶。
　　“多媒体智能教学系统”是现代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课题，而且是一个难度大、学科多、交叉广
、技术新、发展快的前沿课题。
在这样的领域能够持续追踪、研究、实践，八年来孜孜不倦，是很不容易的。
　　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有了教育；有了教育，也就有了教育技术。
人类历史上文字、纸张、笔墨、书本的出现，都曾促进人类“教育技术”的进步，人类文化由于教育
技术的变革与进步，得以更好地利用与传承，这是大家都了解并公认的。
　　目前，以IT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教育技术（包括计算机、网络、多媒体、光盘、互联网通信、自然
语言信息处理以及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的革命，是一次人类历史上空前广泛而深刻的教育技术革命
，这场革命还在进行之中，它将会给世界和人类的社会、文化、工作、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迄今为
止还是难以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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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提供了基于SC方法的复杂知识划一表示方法和细粒度知识模型构建方法，在简化知识处理难度、
加速知识整理速度的同时，能守知识点结构化层次属性标注，促进了ITS系统复杂知识之间广泛语义联
系的实现；创造性地提出了面向ITS的知识树增长模型，通过知识树动态构建、知识点结构和语义的映
射过程，实现学生模型和教师模型动态一体化构建，并与动态教学规划和知识学习过程完全集成；系
统采用面向对象的设计方法以及运用软件代理的策略，使得系统结构清晰，智能良好，系统的智能化
功能添加或改进更加方便；通过层次知识索引实现知识存储与知识调用无关，在保证知识有机联系的
同时，使得知识可以动态智能化添加和系统维护，保证对学生错误的正确定位和实时诊断，便利知识
智能化查询；通过基于SC文法规则机制的智能推理方法，实现了启发式的知识搜索和调用，开展教学
过程的智能化控制和实现；开放的软件结构和设计方法，便利了系统的扩展；在系统的学习规划以及
系统体系化开发上，运用了机器学习机制和概率统计分析方法；通过知识内容与知识学习无关策略保
证了系统领域无关的特性，使得系统可以作为一个通用的开发环境，进行广泛的多媒体智能教学系统
的进一步研究和系列化开发。
在本书的这些研究工作中，系统性地融合了遗传算法的基本方法和进化计算的设计思想，通过知识点
学习循环和知识树映射，促进了系统的自适应持续优化，保证了系统的个别化最优化智能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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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晓军，男，籍贯陕西，工学博士，目前在北京语言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工作，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智能教学系统、现代远程教育、电子商务等，参加多个国家级科研项目，先后发表学术论
文30余篇，参编多部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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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 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虽然ITS系统由于能够通过计算机模拟人类最优秀教师实现个别化
的最佳教学模式，从而被公认为是21世纪人类教育的发展方向，有关研究文献和学术水平也相对成熟
，计算机价格性能比直线下降，但人类社会目前将计算机应用于教育，仍然主要是基于计算机的教育
（Com puter Based Instruction，CBI），即CAI或CAI的部分改进。
目前，ITS系统大都处在实验室研究阶段，只有极少数系统在现实人类教育中得到运用。
国内市场上真正意义上的ITS系统还微乎其微，对人们的现实影响还很小。
这一方面是由于目前ITS的发展与人们的期望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同时也反映了ITS系统研究开发相对
滞后的不良现状。
客观分析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如下：　　（1）认知学科虽然发展很快，.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对
人类学习机制和认知过程的理解和解释仍然不能完全得到解决。
通过计算机模拟实现这一高度智能化的过程，存在理论支持不足的障碍。
单从ITS系统的研究开发角度进行人类学习机制和认知过程等方面的研究显然无法实现。
　　（2）教育软件开发存在投资多、风险大、周期长、升级快、要求高等特点，而ITS系统投资
与CAI开发费用相比，呈几何数增长，因而虽然社会上存在巨大的ITS系统潜在需求，但教育软件开发
商不愿去或很少从事真正意义上的ITS系统的开发。
由于现实ITS产品很少，广大用户关于ITS系统的概念不多，客观上造成了现实教育软件在技术上还没
有真正发挥计算机的优势和特点。
　　（3）ITS系统研究开发需要计算机界和教育界等多方面的合作。
由于跨领域、跨行业合作困难，同时又没有便于教育专家和优秀教师使用并藉以实现其先进教育思想
和教学内容的开发平台，造成教育软件在形式上、技术上堆砌的成分太多以及内容欠缺、先进的教学
思想缺乏的不良现状，使产品更新换代难，生命力和扩展性相对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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