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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中多媒体网络课件的动态效果制作研究 ①

任庆利，罗强，卢琳，赵群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７１）

摘　要：“微课”作为一种新型教学资源，多媒体网络课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同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
展，高校越来越多地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多媒体课件已成为现代教学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段。因此，对多媒体课件的要

求也逐渐提高，准确、简洁、生动地呈现教学内容是对多媒体课件的最高要求。结合教学内容以Ｆｌａｓｈ课件为例，针对微
课中多媒体网络课件的动态效果制作展开研究，为课件制作提供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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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作为一种新型教学资源，它既包括了课例片段，同时还包含了与该教学主题相关的教学设

计、多媒体课件、教学反思、练习测试及学生反馈、教师点评等辅助性教学资源，它们以一定的组织关系

和呈现方式共同“营造”了一个半结构化、主题式的资源单元应用“小环境”［１］。

其中的多媒体课件，即利用文字、图形、图像、动画、视频、音频、数字电影等多媒体创作的交互式教

学软件。原则上，多媒体课件能形象、直观、动态地显示教学内容，突出重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

还能培养、提高教师和学生应用计算机的能力和水平。但是，目前主要还存在两个问题：１）教学用多媒
体课件，如果过于单调（比如全是文字）或过于实景化（比如全是电影），从学生思考问题和学习新知识

的角度考察，教学效果都不是最佳，原因是，前者过于呆板，后者容易让学生陷入纯粹欣赏电影情节。而

处于二者之间的课件，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想象力，又能帮助学生巩固知识、扩展思维，从而增强

课堂教学效果。２）目前用于多媒体制作的软件种类繁多，如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公司的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Ｍｉｃｒｏｍｅｄｉａ公
司的Ａｕｔｈｏｒｗａｒｅ、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Ｆｌａｓｈ，方正奥思、课件大师媒体创作工具等。课件设计制作需要熟练掌握多媒
体制作软件的使用，还需要大量的设计制作时间。一线教师教学工作都非常繁忙，这也成为多媒体课件

推广应用的制约因素之一。

Ｆｌａｓｈ动画以其强大的表现力和动画文件尺寸上的优势成为多媒体教学课件制作首选软件。Ｆｌａｓｈ
课件占用空间小、便于携带、交互性强、视觉效果好，能更形象地表达内容，传递信息。笔者从２００６年就
开始多媒体课件的制作研究，本文以Ｆｌａｓｈ动画制作为例，将我们的经验与大家分享。

１　课件制作原则
多媒体课件在制作和应用的过程中，应遵循６个原则。１）教学性原则。既有利于教师的教学，又

有利于学生的学习。２）科学性原则。科学性要求课件中显示的文字、符号、公式、图表及概念、规律的
表述应力求准确无误，语言配音也要准确。３）适用性原则。多媒体的应用要根据教学内容及教学目标
来选择。４）开放性原则。可以为其他教师所用，从而降低人力、物力的消耗，提高课件的使用及普及
率。５）可操作性原则。课件的操作要尽量简单、灵活，便于教师和学生操作。６）适度性原则。适当运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０２３
基金项目：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Ｂ１３４９）
作者简介：任庆利（１９６８－），女，陕西耀县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信息技术教育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６年第８卷

用多媒体教学课件，创设情境，以提高教学信息传播效率，增强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２　多媒体网络课件动态效果制作思路案例
多媒体课件制作的流程包括选题、学习者分析、教学设计、素材制作等。一定要注意：首先要充分理

解学习者的特征，根据教学目标合理选择教学知识点和其教学安排次序，切忌把课本搬家；其次，内容形

式的统一，即课件应该对课堂教学起到化枯燥为生动的作用，但决不能画蛇添足；同时，在设计时，要保

证结构清晰，界面连贯。

２．１　“干压成型”
干压成型是电子陶瓷最常用的一种成型方法。干压过程的实质是在外压力的作用下，颗粒在模具

空间内靠近，并藉内摩擦力牢固地把各颗粒联系起来，这种内摩擦力作用在相互靠近的颗粒外围胶合剂

图１　加压方式对坯体密度的影响（等压线的变化对比）

薄层上［２］。在干压成型中，可采用单面加压和

双面加压两种方式。加压方式不同，坯体的密

度也不相同。图１显示出了加压方式对坯体
密度的影响。单面加压时，由于模壁的摩擦作

用，坯料周边被部分地滞留在模壁处，而中心

被压凹，压力层层传递下去。坯体被压紧但不

均匀，靠近上模紧密，而下面就差些。当双面

加压时，缩短了压力通过靠近压模的泥层的途

径，由于摩擦力而带来的能量损耗也少了。在

这种情况下，坯体的密度就均匀得多。通常，

制品的高度愈小，密度的均匀性愈好。

动态效果制作思路：由于三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坯体的密度上，因此设计等压线来展示密度，等压

线密集的地方密度高，稀疏的地方密度低。每条等压线的变化都不一样，以至为每条线条都设计了一个

图层（见图２）。

图２　单压的图层

２．２　“自动冲压”
在电子陶瓷工件的生产过程中，对于大批量、直径为１厘米左右、片厚在ｌ～３毫米或更薄的片坯压

制，为了工艺简便，常采用一模多孔的单向快速冲压法，以提高工效［２］。典型的双向施压，自动加料、自

动出模、快速冲压步骤为：１）来自储料箱之流动性粉料，定量地加入喂料斗中；２）移动喂料斗，将料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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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模具之中，下压头处于低位，便于装盛较松之料粉；３）上、下压头同时加压或先上后下地加压；４）提起
上压头，下压头上升至与模套面齐平；５）喂料斗移向中心部位加料，并同时将压好的坯件推开。也可以
调整下压头深度，用喂料斗刮平的方式来控制加料量。对于片径不大、厚度较薄的简单坯件，如圆片电

容器、微调电容器的动片、集成电路基片等，都能利用这种快速冲压法获得满意的坯件［２］。

动态效果制作思路：自动冲压工艺中，设备的各个部分都在运动，因此每个运动部分都要在单独的

图层上设置关键帧，各部分的运动都有一定的时间关系，时间轴的安排更为重要。其课件制作的特点是

大量关键帧的时间安排。

２．３　“等静压成型”
在干压成型工艺中，模壁造成的压力差使坯体各部位的压力分布不均造成密度不一致，导致制品烧

后会发生变形或开裂。而等静压坯体成型后密度很高，而且密度分布很均匀，它克服了干压成型产生的

弊病。

动态效果制作思路：成型中，关键部分是坯体大小的变化（见图３），在制作过程中用到了自由变形
工具，动画为动作补间（见图４）。

图３　坯体大小的变化

图４　动作补间

２．４　“空心注浆成型”
注浆成型是一种传统的陶瓷工艺。它是将坯料泥浆注入多孔性石膏模型内，利用模型的吸水性，吸

收泥浆中的水分，从而在模壁上形成厚度均匀的泥层；泥层随时间延长而加厚，达到要求时，将多余泥浆

从模型内倒出，从而在模壁上形成一个与模型形状相同、壁厚均匀一致的泥坯，模型继续吸水，坯体逐渐

干燥，从而与模型分离成为毛坯［２］。

空心注浆，即单面吸浆。依靠模型吸水，坯体厚度达到要求后将余浆倒出，坯件形状依模型内壁形

状而定，见图５。

图５　空心注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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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效果制作思路：考虑空心注浆过程用到Ｆｌａｓｈ特效，如元件的移动、变形、旋转等。并在不同的
时间出现不同的元件，为此要特别注意空白帧的安插。并且，利用图层的整合，可使一些元件保持同步

变化，见图６。

图６　空心注浆的图层

２．５　“流延成型工艺”
流延法又称刮刀法、带式法［２］。流延薄膜的厚度可以薄至３～５微米，厚至２～３毫米，膜片的柔韧

性好，坯体比较致密，生产效率高，易实现生产的连续化和自动化。在电子瓷工业中，它已被广泛地用于

生产独石电容器瓷片、多层布线瓷片、厚膜电路基片等。

流延法原理为：将粘度合适的料浆注入流延嘴加料室，料浆经流延嘴出口流在金属带上，并随金属

带向前运动，被流延嘴的前刀刮成一层连续、表面平整、厚度均匀的薄膜。

动态效果制作思路：注意到流延成型中薄膜厚度的变化，因此利用两个厚度不同元件长度的变化，

来完成成型中薄膜厚度的变化。动画制作中，先把不动的部分画出来并放在同一图层上，然后为每一个

运动部分设计图层和运动的时间，见图７。

图７　流延成型帧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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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直拉法制备硅单晶”
半导体工业中，绝大多数（９０％）硅单晶都是用直拉法制备的［３－４］。用直拉法生长硅单晶的设备叫直

拉单晶炉，单晶炉主要有三部分：１）炉子，包括石英坩埚、石墨基座、旋转装置、加热元件及电源；２）单晶提
拉机构，包括籽晶夹持器及旋转装置；３）保护气体控制系统，包括气体源、流量控制装置和一个抽气系统。

动态效果制作思路：在晶片制备动态演示过程中，关键是晶体棒的旋转和提拉过程和锅体的旋转过

程，为了做出这些动态效果，不妨采用移动动画效果和遮板。首先画出动画所需的素材，然后以锅体作

为动画的最底层，因为它在这个过程中是一直不动的。然后设置关键帧，此关键帧为晶体棒在刚刚形成

时的图形，然后再设置一个关键帧，为晶体棒提拉结束时所在位置的图象，在两个关键帧之间建立运动

过度，展示提拉的过程：即晶体棒慢慢长高直至最高状态；而棒体和炉体的旋转，由于它们都是圆柱体，

转动不易观察，不妨用箭头标示法，即通过加在图片上下两端的椭圆指向箭头的旋转来表示棒体和炉体

的旋转，在晶体棒上方椭圆指向箭头的变化中可以体现这一点；最后，设置好每秒的播放帧数，完成动画

的动作技巧，见图８。

图８　直拉法制备硅单晶的设计

３　结论
图形绘制，以科学性与艺术性紧密结合的原则，力求使动画在保持客观真实性的同时，能直观形象

地反应微观的物理变化。制作时，构思动画设计基本元件，在时间轴上设置帧完成动画效果。合理地进

行图层设置，甚至可通过图层间的相互遮盖而节约部分动画特效，达到节约资源和简化设计制作的效

果。在制作过程中通过多种动态效果的穿插运用，可以很好地解决动画单调乏味的问题。例如同为图

层的消长，可以利用遮板平移或者矢量变化等不同方法来实现。Ｆｌａｓｈ中矢量的灵活运用。矢量的起始
点和终点的确定就决定了该矢量的变化特性，可以根据它设计出多种动画效果。从增进教学效果出发，

通过旋转、拉伸、颜色渐变等变换手法，获得较好的动态效果，把教学中的难点和重点突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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