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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交流和沟通。虽然在一些录播系统中加入文字交互

功能，但是教师还是难以边上课边同学生进行当面形式

的文字之间的交流，使得该功能不具有实用性。为克服

存在的困难，应该实现教师和学生进行远距离的视频交

流，将自动录播系统与远程视频会议系统进行融合是未

来自动录播系统的发展趋势。

3.2 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

1）网络直播面授课程。在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学习

者与教师几乎处于一种准永久性分离状态，但面授课程

的重要性仍不可忽略。现在网络的普及可以利用网络直

播来参与面授课程，从而提高网络面授课程的效率，给

远程教育的学习者提供较好的资源。

2）实现学习资源建设的数字化。在远程教育的教学

过程中，只有学习资源的丰富才能够保证学生的自主学

习，提高学生学习的自觉性。现在各个高校已经不断加

大资源建设的投入，但是远程开放教育的数字化的资源

建设仍然面临很多困难。

3）面授教学的评价。自动录播系统对面授课程的

评价有其自身的优势。首先，可以实现异地评价。远程

教育的学习者不用参加面对面的学习，这样可以起到两

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使得授课教师的上课压力有所降

低，二是授课教师的上课情况可以得到真实的反应。另

外，自动录播可以使得对教师的评价实现非实时性，即

可以多次观看自动录播系统所录播的完整的上课情况，

保证评价更加客观。 后，评价者的范围有所扩大。

4 结论
网络课程作为高校中的主要发展目标，在国家的不

断鼓励和支持下，教学自动录播系统也在教学录像等精

品课程的教学资源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同时随着相

应的科技的发展和各界的不断努力，自动录播系统在高

校远程教育领域将会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能更好地发挥

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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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故事 早在国外是作为个人多媒体故事叙述方

式出现的。Daniel Meadows认为：数字故事就是个人的、

短小的、发自内心的多媒体故事，而数字化正是它区别

于传统故事的独特魅力所在。国外已有很多将数字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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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应用于教学的经验，且多是以竞赛、项目、与学科结

合的形式开展。我国也于2001年开始，由上海师范大学

的黎加厚老师指导研究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并指导上

海、苏州等地的中小学将数字故事运用到语文、英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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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受到师生的欢迎。

1 数字故事的特点
笔者认为数字故事并非新鲜事物，在生活和学习中早

已出现并有所应用。如很多具有故事情节的、简短的DV及

动画作品都可称之为数字故事。只是并没有把这种可视化

的故事表述方法推广开来，而且相对于欧美国家，应用数

字故事教学的尝试较少。数字故事有以下几个特点。

1.1 真实性

数字故事不同于童话故事、民间流传的传奇故事等，

这里的故事是基于真实的事实。同时数字故事也不是简单

的“镜像”记录生活，它要求学生对现实生活探究，并通过

数字故事的方式展现所掌握的知识和对问题的看法。

1.2 故事感

故事感即围绕主题，把信息有效地组织起来，使其具

上下文语境，并富有情感地表达出来。即让人们在一定的

上下文内容、一定的背景中去讲述，讲述的事物更容易被

理解。这也是数字故事与一般视频短片的不同之处。

1.3 多感知性

传统故事往往以口头讲述、书面记载或录音流传较

多，缺少感动和震撼的氛围。数字故事呈现方式是多样

的，它集成了文字、图片、动画等元素，使故事的聆听

者可从声音和画面中同时获得故事内容，比传统叙述形

式更具体、直观，信息量更大。

1.4 高共享性

数字故事是把传统讲故事的艺术与多媒体技术和网

络发布技术结合而产生的。播客为学生的数字故事提供

了交流、共享的平台，传播范围更广。此外，时下流行

的Web2.0模式的多媒体工具也支持数字化故事的在线制

作和分享。

2 数字故事设计的关键环节
2.1 故事主题的选择与设计

一个故事必须确定一个核心主题，这是很重要的。

当主题是个人的并充满感情的时候，学生学习热情也会

增加。

选择主题时要考虑两点。1）具有亲和力。选题必

须让学生感到熟悉、亲切、有趣，要与学生的生活现实

和时代发展密切相关。2）具有挑战性。所谓挑战性，即

解决问题所需要的能力一般稍高于学生已有的智力/非智

力水平。挑战性的主题有助于激发和保持学生的学习兴

趣。当然这种挑战要注意掌握一定的度，太难学生就可

能会因为失败而沮丧，无益于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

也禁锢学生的思维；同样，如果太容易，学生就不会做

深度思考，更谈不上创新能力培养。

2.2 故事情节板的设计

在故事构思过程中，创建一个故事情节串联图板是

重要而又必须的

一个环节。故事

板是表明待拍摄

作品的场景、镜

头顺序和动作、情节变化的一系列略图，是 终作品的

可视化预览。这一步主要是由学生个人或小组来完成。

制作数字故事，故事板的内容多采用剧本式的，即

详细表达作品创意，如图1所示。

创作中要注意两点。一是时间和画幅的把握。若节

奏舒缓，内容单纯，可适当减少画幅；节奏较快，动感

强，则适当增加画幅。二是注意作品细节的处理，比如

镜头感、运动感、层次感等。

3 数字故事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数字故事体现了一种新的课程理念。其制作过程

中，学生既是读者和作者，同时也是编剧、艺术家和导

演。因此，将数字故事应用于学科教学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但在其应用过程中，也应注意一些问题。

3.1 掘生活之源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故事是有情感色彩的，

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同，决定了他对故事主题的理解和

感悟也是不同的。应尊重学生的生活、生命体验。学习

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生活，尤其对中小学生而言，学习

是其人生历程的必然选择。教师要善于观察生活，善于

引导学生从生活中学习，并将生活这一广阔天地中的资

源恰当地加以利用。

3.2 存主体精神

数字故事在欧美被广泛应用于课堂教学，因为数字

故事的魅力不仅来源于作品本身，更重要的是其制作过程

为学生提供了一种高质量的学习体验。这种高质量的学习

体验，需要学生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主动参与。教

师必须使学生具备有意义学习的心向，让学生真正成为学

习主体。当然，能否成功地把数字故事与学科教学整合，

教师发挥着关键作用。离开教师的循循善诱，学生的学习

就会出现问题。尤其是低年级学生，缺乏自我控制能力，

若没有做好“导”的工作，就会导致教学效果适得其反。

3.3 重实践能力

数字故事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提供

了肥沃的土壤。制作数字故事的过程是学生个体或小组

收集、分析、选择信息，构思、写作、开发数字化作品

的过程。它强调学习者主体性的探索、研究、协作，从

而让学习者体验和了解科学探索过程，提高其获取、分

析、加工信息的实践能力和培养良好的创新意识与信息

素养。教师应多观察生活、思考教学，主动把数字故事

这种信息化教学方式引入教学中，以丰富学生的创作天

地，为学生提供又一个表达思想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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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故事情节串联图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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