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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同步多媒体合成语言 s( M I L )是新一代的 w eb 语言 x M L 的一个重要应用
,

可以同步多种媒体
、

节省网络带宽
,

支持超连结
。

网络多媒体课件制作合成系统是基于同步多媒体合成语言 (S M IL )的 网络教学课

件制作编辑工具
。

它利用 SM IL 语言在制作网络多媒体上的优势
,

在课件制作过程中引入模块化的思想
,

向

教师和学生提供了一个功能强大
、

使用简单的网络远程教育环境
,

具有节省带宽
、

易于同步等许多优
.

氛
。

关 键 词 同步多媒体合成语言
;

远程教育
;
扩展标记语言

;

多媒体

中图分类号 PT 3 H
.

132

sM IL 是w 3 C 的同步多媒体工作组设计发展的一种新的标记语言 【, ,2]
。

作为 X M L的一个应用
,

SM IL 的开发旨在推动一种类似电视的网络多媒体应用
。

sM IL 作为一种网络上的多媒体语言具有许多显著的优点
:

l) 可以集成各种多媒体对象
,

实现

其在时间上的同步
;
2) 节省网络带宽

;
3) 制作编辑简单

;
4) 良好的适应性

;
5) 支持超链接

,

提

供了内嵌的超链接元素
。

1 SM IL 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
在 目前的网络远程教育环境中

,

网络教学课件还存在以下问题
。

L l 教学课件的播放效果不佳

目前
,

绝大多数网上教育系统使用网页形式的教学课件
。

该课件由于网络带宽和 H TM L语言

本身的限制
,

难以实现网页中各种多媒体对象在时间上的同步播放
,

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
。

1 .2 教学课件制作困难

制作网页形式的课件对于普通教师而言存在不小的困难
,

如果要编写流式视频文件更是需要

复杂的制作工具和相当的技巧
,

而且工作量很大
。

这些都限制了网络教学课件的大量制作
,

使远

程教育教学资源不够丰富
。

作为目前网络教学课件的两种主要形式节尼 b网页和流式视频文件各有其优缺点
。

V爬b网页制作

难度不大
,

但播放效果不佳
;
流式视频文件虽然播放效果很好

,

但制作困难
、

工作量很大
。

显然

这两种形式的教学课件都不能完全满足现代远程教育迅速发展的需要
。

因此需要一种新的网络教

学课件形式
,

需要同时具有W匕b网页和流式视频文件的优点
,

即能够使用一种简单的制作方法制

作出能达到流式视频文件播放效果的网络教学课件
。

SM IL 语言完全满足了这样的需要
,

一方面由

于 SM IL 语言与 H TM L语言在本质上非常相似
,

都是一种文本形式的标记语言
,

因而 SM IL 文档的制

作和编辑都非常简单
;

另一方面SM IL 文档能够将各种媒体对象在时间上同步
,

完全可以达到流式

视频文件的播放效果
,

并且在节省带宽
、

支持超链接等方面比一般的流式文件更胜一筹
。

1 .3 教学资源共享困难

目前
,

各个网上教育系统由各自的教师和制作人员编写教学课件
,

建立 自己的教学资源
。

但

这种教学资源基本上是封闭的
,

没有对彼此开放
。

这种封闭性一方面是出于对自身知识产权的保

护
,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支持教学资源的软硬件平台
、

应用程序差异极大
。

限制了教学资源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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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自由交换和共享
,

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与大量的重复劳动
。

因此
,

迫切需要一种格式独立
,

与

平台和应用程序无关的语言
,

以一种统一的
、

结构化的形式来承载教学信息
,

实现在不同的软硬

件平台
、

不同的应用程序之间教学资源的无缝交换
。

这正是X M L发展的初衷
。

不同的应用只要遵

守共同的语言规范
,

即文档类型定义 (D T D )
,

则编写的 x M L文档就可以在彼此之间实现信息 的共

享和交换
。

SM IL 作为 X M L的一个应用
,

继承了XM L高度结构化的巨大优势
。

因此
,

不同的网上

教育系统只要共同遵守W 3C公布的 SM IL D T D 规范来制作教学课件
,

那么其教学资源就可 以在

彼此之间无缝的交换
,

实现网络教学资源和信息的共享
。

综上所述
,

s M IL 可以很好地解决目前网络远程教育系统在教学课件制作方面存在的播放效果

不佳
、

制作难度大
、

共享困难等种种问题
。

SM IL 在制作网络多媒体和实现资源共享等方面的优势
,

使其在远程教育中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

2 网络多媒体课件制作合成系统的实现
.2 1 网络多媒体课件制作合成系统的设计思想和总体结构

网络多媒体课件制作合成系统利用 SM IL 在制作网络教学课件中的巨大优势
,

引人模块化的思

想
,

通过建立共享教学资源库
,

建立了一个功能强大
、

使用简单的基于W七b的网络教学课件制作

系统
。

在网络多媒体课件制作合成系统的实现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引人模块化的方法
,

以一种
“

搭

积木
”

的方式来建立课件
。

为了降低课件开发的难度和复杂度以及方便教学资源的共享
,

一个完

整的教学课件被分割成若干个逻辑上独立而完整的教学素材
。

这些教学素材实际上是一些 SM IL 文

档
,

存放在服务器上共享的素材库中
,

课件制作人员可以使用这些共享的素材按照 自己确定的授

课顺序和逻辑关系将它们组装成网络教学课件
。

这样
,

网络教学课件的制作被分成了两个步骤
,

l)

制作教学素材
,

并将其上传到服务器上共享的素材库中
;
2) 利用素材库中素材合成自己的网络教

学课件
。

鉴于此
,

制作的难度大为降低
,

满足了不同技术层次的课件制作人员的需要
,

而且也有

利于教学资源的共享
。

在技术上
,

使用若干个素材合成为一个课件实际上是将若干个 s M IL 文档合并为一个 SM IL 文

档
,

最重要的是解析 s M IL 文档
。

在本系统中使用的解析标准是D O M (文档对象模型 )
,

解析器是

iM er os oft 提供的D OM Par s er
。

通过使用解析器将 s M IL 文档解析为包含文档中所有元素的树状结

构
,

再根据制作者指定的顺序使用素材 SM IL 文档的树状结构中的元素
,

建立课件 SM IL 文档
。

在课

件S M IL 文档的建立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元素记属性值可能会发生重复
。

在 SM IL 文档中几

乎所有元素都有一个 id 属性
。

在 s M IL D T D中
,

所有的元素和属性都使用扩展 巴克斯一诺尔范式定

义 3[]
,

id 属性被定义为 < !E N T仃Y % 记
一

attr
”

记 D #MI P L IE D ,’>
。

SM几 D T D 要求记属性值唯一
,

由于共享素材库中的SM IL 文档是由不同的制作者提交的
,

所以将它们合并时
,

极有可能其中有相

同的id 属性值
。

为了防止此种错误的发生
,

本系统在提供的图形化的 SM IL 制作工具中
,

自动将每

一个 id 属性值使用程序生成的全局唯一标记符 (G u ID )赋值 4[]
,

这样就保证了记属性值的唯一性
。

网

络多媒体课件制作合成系统的总体结构如图 1所示
。

.2 2 网络同步多媒体制作工具的设计与实现

网络同步多媒体制作工具是一个图形化的 SM IL 编辑工具
,

提供了一个操作简单
、

功能强大的

s M IL 文档制作编辑环境
,

并可将 SM IL 文档作为教学素材上载至服务器
,

存放在共享的教学素材库

中
。

它具有典型的三层分布式结构
,

使用文档对象模型 (D O M )对 SM IL 文档进行编辑和制作
;

使用

F T P协议将制作完毕的文档上载到服务器
;

使用 D C O M协议将新素材的信息上传到服务器上的应用

程序服务器 5[]
,

再由该应用程序将信息记录到数据库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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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网络多媒体课件制作合成系统的总体结构图

23 网络同步多媒体合成工具的设计与实现

网络同步多媒体合成工具基于Web
,

将共享的教学素材库中 SM IL 文档合成为教学课件
,

并将

课件存放在教学课件库中供学生学习使用
。

它通过在网页中嵌人 A ict v

eX 树型控件来实现
,

使用树

型控件来表示素材库中的素材和新建课件的章节结构
,

使用 V B S C R IP T脚本语言来填充代表新建课

件的章节结构的树型控件
,

然后使用深度优先算法搜索树型控件的节点
,

将节点的信息用一定格

式字符串存放在网页中隐藏的文本框中
,

’

再提交到服务器
。

在服务器端使用 A S P代码将提交上来

的课件信息填充到数据库中
。

.2 4 网络授课工具的设计与实现

网络授课工具基于W eb
,

通过使用 eR alP l a y e r插件
,

向学生提供了一个功能强大的播放教学课

件的授课环境
。

学生可以自由的选择授课的内容
,

并可以控制教学内容的快进
、

后退
、

暂停以及

音量和屏幕的大小
。

在教学课件的播放过程中
,

需要给学生提供一个能在不同的授课内容之间跳转的功能
,

否则

整个课件将从头至尾顺序播放
。

虽然 eR al lP ay er 播放器提供了播放列表
,

可以让使用者选择播放内

容
,

但使用不够方便
。

使用 A ed ve X树型控件来代表课件的章节结构
,

使用嵌人到网页中的eR al lP ay er

插件播放课件的内容
。

用户通过点击树型控件中的节点
,

课件的播放内容就跳转到指定的内容上
。

网络授课工具的用户界面如图 2所示
,

其功能的实现主要是通过 SM IL 提供的超链接功能
。

在 SM IL

中提供了内嵌的超链接元素 an hc o r ,

能将一个链接与一个媒体对象的局部相关联
。

SM IL D T D的定

义如下
:

< !E L E M E N T an c h o r EM P I ,Y>

< ! AT T L I S T a n c h or

% s ik P
一
a t tr :

% id
一
a t t r ;

% it it e 一 a t l r ;

hr e f C D A T A # RE Q U IF王 D

s h o w (r e Pl a e e ln e w lPa u s e )
’
r e Pl a e e

,

% s y n e 一 at itr b ut e s :

e o o dr s C D A I’A # D涯P L IE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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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授课工具的用户界面

定义中有一个参数实体 % id
~
a t rt ;

是 na hc ro元素的记属性
。

当此属性值使用
“ # ”

后缀在 SM LI

文档的 u RL 地址的后面时
,

SM几文档的播放便从an hc or 元素确定的媒体对象处开始
。

在这里
,

当

用户点击树型控件中的节点时
,

通过使用 A SP脚本从数据库中查询该节点对应的 id属性值
,

然后与

课件的U R L地址使用
“ # ”

相连作为 R ea 例ay er 插件的
“ scr

”

属性 6[] ,

即完成了授课内容之间的跳转
。

3 结 束 语
作为X M L的重要应用

,

SM IL 在制作网络多媒体方面具有制作简单
、

节省带宽等许多优点
,

且

具有 X M L高度结构化的特点
,

在制作网络教学课件方面有很大的优势
。

网络多媒体课件制作合成系统是以 SM IL 语言为基础开发的
,

为教师和网络课件的制作人员提

供了一个图形化的 SM IL 制作编辑工具和一个共享的多媒体素材库以及一个基于W七b方式的课件合

成工具
,

使制作同步的网络多媒体课件变得非常容易
,

并且向学生提供了一个播放效果生动
、

功

能完备的学习环境
,

提高了网络远程教育的教学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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