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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掌握教学软件测试的内容 

 掌握教学软件评价维度和指标 

 了解教学软件设计的常见误区 

 了解教学软件设计的发展趋势 



教学软件测试 





 教学软件在测试过程中应首先拟定测试计划，

然后选择相应的测试方法和测试工具进行测试，

并对一些容易出错的关键模块，进行反复测试。 

 

 软件工程中的两种典型测试方法：黑盒测试 &  

白盒测试 



导航测试 

导航检测主要是对教学软件界面中的导航按钮、菜单、超
链接的检测，检查是否存在空链接和无效链接。 



交互性检测主要是检查教学软件的人机交互功能，检查学生在字
符输入、表单提交、修改等操作后，教学软件能否给出有效的响
应。 

交互性测试 



功能检测就是从系统功能的角度进行检查，它往往忽略各
功能模块的细节问题。 

 

功能测试 



兼容性测试就是在多个系统、多个浏览器上进行检测，保
证软件可以正常运行在多个平台上。 

 

兼容性测试 



安全性测试包括是否携带病毒、数据传输与存储安全、用
户密码安全等。 

安全性测试 



内容检测 

 内容是教学的载体，教学软件的知识内容非常

重要，内容的设置必须准确、科学和先进。 

 准确性检查 

 规范性检查 

 先进性检查 

 



稳定性检测 

 软件放置在不同的环境下运行，进行非常规性

使用，检查它们对环境的适应性，在各种操作

下是否能够稳定运行。 

 容错能力检查 

 负载检查 

 恢复能力检查 

 集成性检查 



安装与卸载检测 

 教学软件放置在不同的

环境下进行安装和卸载，

检查其对操作系统的支

持能力以及要求支持的

组件清单，检查其安装

过程的友好性。 

 



教学软件评价 





 教学软件的评价主要包括教学设计维度、内容

设计维度、多媒体呈现设计维度、运行质量维

度、使用效果维度以及说明与包装维度等几个

方面。 



教学设计维度 

 教学设计维度的评价主要由教育技术学专家或教

学设计专家来评判，他们主要侧重于教学软件的

整体功能和结构的评价。 

 教学软件是否符合教学需要，教学软件是否具有

明确的教学目标，教学软件的使用对象是否明确，

教学软件的内容组织和活动设计是否符合学生的

认知规律，教学软件是否具有交互和反馈，等等。 



内容设计维度 

 内容设计维度的评价主要由熟悉教学内容的优

秀学科教师来评判，他们主要侧重于教学软件

所呈现的知识内容的正确性、规范性、合理性、

先进性、全面性、针对性以及引用他人知识内

容的版权问题等内容的评价。 



多媒体呈现设计维度 

 多媒体呈现设计维度的评价主要由具有美术功

底、懂计算机色彩构图的专家来评判，他们主

要侧重于教学软件的界面布局、整体风格、色

彩、导航、多媒体素材（文本、声音、图片、

视频、动画，等等）的状态和质量等内容的评

价。 



运行质量维度 

 运行质量维度的评价主要由软件设计专家、多

媒体专家或者计算机专家来评判，他们主要侧

重于教学软件的开发工具选择、安装、运行与

卸载、操作性、稳定性、扩充性和移植性、运

行环境、技术文档资料等方面的评价。 



使用效果维度 

 使用效果维度的评价主要由使用教学软件的教

师和学生来评判，他们主要侧重于教学软件能

否促进教学或学习，能否在课堂环境下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能否将教学内容化繁为简、化

难为易，能否支持个别辅导和个性化学习，能

否减轻教师负担，能否促进学生自我探究等方

面的评价。 



说明与包装维度 

 总体要求从整体和全局的角度规定了教学软件

的特征和功能，在此部分要界定概念术语、说

明教学软件的类型、面向对象、教学软件的主

要特点和功能、使用方式和运行环境。说明与

包装维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实施评价。 



教学软件评价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说明 

评分范围 入选 

系数 二级 
指标 

一级 
指标 

教学内容 

（30） 

科学性规范

性（10） 

科学性（5） 
教学内容正确，无科学错误（0～

5） 
0～10 

0～30 C1 

规范性（5） 
文字、符号、单位和公式符合国

家标准（0～5） 

知 识 体 系

（10） 

知识覆盖（5） 教学内容符合教学要求（0～5） 

0～10 
体系结构（5） 

在制作量要求范围内的知识体系

结构完整（0～5） 

资 源 应 用

（10） 

资源形式（5） 

有丰富的和教学内容配合的各种

资料、学习辅助材料或网络资源

链接，有利于学生学习（0～5） 0～10 

资源引用（5） 
引用资源来源清楚，无侵权行为

（0～5） 

教学设计 

（25） 

目 标 组 织

（10） 

目标设计（5） 
教学目标清晰、定位准确、适应

于相应认知水平的学生（0～5） 
0～10 

0～25 C2 

内容组织（5） 
启发引导性强，符合认知规律，

有利于激发学生主动学习（0～5） 

学 习 环 境

（15） 

教学交互（5） 

较好的人机交互，网上教师和学

生、学生和学生的交互、讨论（0～

5） 
0～10 

习题实践（5） 

多种形式的题型、题量丰富；网

络模拟实践环境，注重能力培养

（0～5） 

学习评价（5） 

有对习题的在线评判或学生自学

习的效果的评价，有作业提交和

反馈，有在线测试，有学习过程

记录跟踪等评价环节（0～5） 

0～5 

技术性 

（25） 

运 行 状 况

（10） 

运行环境（5） 

在通用浏览器下运行可靠，没有

“死机”现象，没有导航、链接

错误，容错性好（0～5） 
0～10 

0～25 C3 

操作情况（5） 

知识定位清楚，操作方便、灵活，

交互性强，启动时间、链接转换

时间短（0～5） 

设 计 效 果

（15） 

软件使用（5） 

采用了技术含量较高的软件，或

自设计了适合于网络课件制作的

软件（0～5） 

0～15 设计水平（5） 

自设计量大，软件应用有较高的

技术水准，用户环境友好，使用

可靠、安全，素材资源规范合理

（0～5） 

媒体应用（5） 

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并（如视

频、声音、动画）具有相应的控

制技术（0～5） 

艺术性 

（20） 

界 面 设 计

（10） 

界面效果（5） 

界面布局合理、新颖、活泼、有创

意，整体风格统一，导航清晰简捷

（0～5） 0～10 

0～20 C4 
美工效果（5） 

色彩搭配协调，视觉效果好，符合

视觉心理（0～5） 

 媒体效果

（10） 
媒体选择（5） 

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动画

切合教学主题，和谐协调，配合
0～10 

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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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软件设计误区 





 在实际教学软件的设计和使用过程中，许多教

师不能正确认识教学软件的“工具”作用，无

论是在进行教学软件的设计开发方面，还是在

教学软件的运用方面，都存在一些错误的认识

和做法，直接影响了教学软件的使用效果。 



设计理念误区分析 

 



设计不为明确的教学目标服务 

 有些教学软件看似丰富多彩，但并没有很好地

切合教学目标，不能为教学目标服务，也就达

不到相应的教学效果。 



设计的选题不适合多媒体展示 

 有些教学软件在设计时的选题不当，并没有选

择真正适合多媒体展示的教材内容，这样制作

的教学软件，自然也就不能很好的发挥教学软

件的特点和优势。 



 

讲解进制转换 



忽视学生的能动交互和主体地位 

 教学软件的设计必须为学生提供多种可操作的

人机交互，让学生的能动性和主体地位得到充

分发挥。 

 

 有些教学软件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只是考

虑如何让教学软件自己更好地展示和呈现。 



 

利用教学软件模拟实验过程 



盲目追求教学软件的“大而全” 

 在多媒体课件大赛中，许多参赛作品动辄就是针

对某一领域、某一本书、某门课程的“大而全”

的课件，盲目追求课件的综合性。 

 教学软件不是内容越多越好，它也不是模块越全

越好，而是越有针对性越好，“大而全”的教学

软件往往忽视了教学的基本规律，将“人灌”变

为“电灌”。 



 



整体风格没有注意使用对象 

 有些教学软件只是按照设计者自己的审美情趣

和欣赏眼光去设计页面布局和调配色彩，而没

有考虑使用对象的年龄特征和兴趣爱好。 



 



内容选择与编排误区分析 

 



内容编列方式简单且逻辑混乱 

 有些教学软件按照传统的

纸质教材格式进行编排，

没有突出教学软件的超文

本特性，也有些教学软件

的内容编列逻辑体系混乱

不清，不利于学生的良好

阅读。 





资料引用不标注和不注意版权声明 

 数字化技术在教育中应用，为知识传播和共享

提供了快捷的途径，许多教学软件提供的学习

资源都是从网上下载。我们发现，有些教学软

件在引用他人资料时，不注意标注来源和出处，

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和后果。 



教材内容简单电子化 

 有些教学软件的制作者对于制作教学软件的目

的认识不清，制作的教学软件比较简单。 

 许多教师制作的教学软件，特别是PPT类教学

软件，只是简单的素材拼凑或文字搬家，体现

不出多媒体教学的优势，教师将纸质教材搬到

了屏幕上，变“人灌”为“电灌”。 



多媒体表现误区 

 



刻意追求多媒体的声光表现 

 有些教学软件喜欢添加大量的多媒体形式来表

现效果，从标题、字词句、段落篇章到朗读、

练习乃至作业的布置，凡是能用多媒体的地方

全都用上多媒体，甚至有些不适合用的地方也

用 



 



版面布局结构不合理 

 有些教学软件在制作过程中往往忽视版面的布

局结构，随意摆放文字、声音、图片，直接导

致整个教学软件使用不便、缺乏美观、不够精

细。 



 



教学软件的整体风格不统一 

 教学软件的整体风格要讲究平衡，错落有致，

否则可能会造成使用者的视觉审美疲劳，产生

烦躁心理，进而影响教学效果。 



界面设计复杂容易引起误操作 

 



教学软件设计新进展 





社交化 

 



移动化 



虚拟化 

 



智能化 

 



课堂小结与作业 
Class Closing and Homework 



课堂小结 

 教学设计测试内容 

 教学软件评价标准 

 教学软件设计常见误区 

 教学软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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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作业 

 观看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获奖作品，分析其优

缺点 

 http://www.cern.net.cn/newcern/kjds/31.html 

 

http://www.cern.net.cn/newcern/kjds/31.html
http://www.cern.net.cn/newcern/kjds/31.html


读书+听课+思考+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