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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组装与维修》教学模型的构建及实践 

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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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微机组装与维修)课程，本文提出了FMI教学模式，即“框架一模型一实例”模式，认为不同的施教对 

象有不同的框架内容 F和教学模型 M，M作用于F产生实例 I，某实例集合的执行过程就对应着某主题的 FMI教 

学过程。文中给出了FMI的定义，列举了FMI的特性，并阐述了FMI的实例构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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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前言 

针对《微机组装与维修》这门课程，许多作者提 

出了 良好 的见解【卜6I。文 [1]提 出了基于 VR 

(Virtual ReMitv)的课件教学设计，强调教学课件不 

是电子黑板，应该包括电子教案、试题库的生成、实 

验教学仿真和实习训练仿真。文[2]提出了任务驱 

动教学法，力求以任务驱动，以某个实例为先导，进 

而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思考，通过学和做，培养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文[3]强调教学时注重方 

法和手段，区分层次和角度。 

笔者在多年的课程教学活动中，试图建立一套 

适宜的教学模式，以适应不断更新的教学内容并满 

足不同层次教学对象的需要，FMI(框架一模型一实 

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FMI综合考虑了施 

教对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三要素，具有层次分明 

的系统结构，易于转化为电脑化的教学管理系统，实 

现教学资源共享；同时其框架主题结构具有良好的 

分类性和数据扩充性，可随时刷新数据，保证教学内 

容与时俱进。 

2 FMI教学模型 

图 1 MFI教学模型图 

2．1 FMI的定义 

FMI教学模型如图l所示，T是FMI教学方法 

尚晋 学士，讲师，主要从事信息系统及安全的研究。 

· 30 · 

的总称，e表示施教对象。因此 T(e)就表示某个具 

体施教对象的 FMI。T(e)用 F(e)和 M(e)进行描 

述，用 I(e)进行实现。F(e)表示 e下的课程内容框 

架，用主题进行表达，一个具有二级主题结构的框架 

定义如下： 

F(e)= ∑ (1) 
i= 1--1 

其中 表示第 i个一级主题下的第 j个二级主题，可 

推广到多级主题结构。M(e)表示 e下的各种教学 

模型，定义如下： 

M(e)=∑MK(e) (2) 

主要的教学模型包括授课模型、实验模型和作业模 

型三种，分别记为 MT、ML和 ME。根据(1)和(2)， 

我们定义实例集合 I(e)如下： 

I(e)=∑∑
． 
Mk(tii) (3) 

它是 M(e)作用于 F(e)所产生的各种教学模型实例 

的集合，其中 Mk(tii)就是主题 tij在教学模型 Mk下 

的实例，记为 I。(e)，关于该主题的所有实例集合就 

是关于该主题的 FMI教学模型，即： 

FMI(t )=∑Ip(e) (4) 

2．2 FMI的特性 

(1)参数 e的变化使得 T(e)适宜于多种施教对 

象的需要。例如，e的取值范围可能是学生专业和 

学历层次的一个二元组，即 e=(专业，学历)，专业 

包括计算机和非计算机，学历包括本科、专科、成教 

等。e的不同，使得 T(e)映射的 F(e)和 M(e)也不 

同，最终导致 I(e)集合的内容和大小不一样。就 I 

(e)元素的个数而论，本科总是多于专科，专科总是 

多于成教。 

(2)参数i和i的自由取值保证了课程内容随 

时刷新。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微机组装与维修》课 

程的内容经常需要增加和改变。数月推出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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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数周推出一款显示卡、数日出现一种工具软 

件、数小时发现一种病毒，要想把最新的内容及时补 

充到教学体系，其教学模型对应的信息系统就必须 

具备良好的可扩充性和友好的用户界面。 

(3)参数 k的取值为多种模型教学创造了条 

件。一般情况是：I。(e)= MT(e)+ML(e)+ME 

(e)，即主题的教学过程一般由授课、实验和作业三 

个环节完成。可能情况是：I。(e)=Mk(t“)=夺，即 

某主题 t“在某教学模型下为空，表明并非所有主题 

的教学都要由全部教学模型来描述。 

(4)T(e)是概念模型，而 F(e)和 M(e)是逻辑 

模型，I(e)是物理模型。或者说，T(e)对应着客观世 

界的事物及其联系，而 F(e)和M(e)对应着信息世 

界的实体及其属性，I(e)~lJ对应着数据世界的记录 

及其数据项。通过 F(框架)、M(模型)到 I(实例)的 

路径实现了FM I教学模型的物理化。 

3 FMI教学模型实例的构建 

模型实例集合 I(e)的建立是 FMI教学模式的 

核心，一方面要保持模型中的实例处于“合用”状态， 

即内容是最新的，使用是方便的；另一方面，模型中 

的实例还应该具备：表现形式要丰富多彩、内容难度 

要有层次。FMI通过 F(e)的结构来保证数据刷新， 

通过 I(e)的数据组织和管理来保证可操作性，通过 

M(e)的种类来展现教学风采。 

图2 课程框架图 

3．1 F(e)的构建 

根据对文[6～1O]的研究和教学实践，图2描述 

了某施教对象 e下的一个框架实例 F(e)。F(e)包 

括微机历史、微机构件、微机组装、微机使用和微机 

维修五个一级主题，这五个一级主题的自然顺序符 

合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自然规律，也符合信息系统 

中面向对象的普遍法则：对象——属性——方法 
— — 事件。其中，“微机历史”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回 

顾微机的发展历史、了解微机的现状，以及展望微机 

的发展前景。“微机构件”就是将微机整体解剖成构 

件，再分析构件的各种属性：发展、原理、指标和安 

装，即了解构件的发展历史，掌握构件的工作原理， 

熟悉构件的性能指标，识别构件的接口和正确安装 

构件。“微机构件”是“微机组装”、“微机使用”、“微 

机维修”的基础，是该课程的核心内容。 

3．2 MT(e)的构建 

授课模型 MT的构建以框架 F(e)中的一级主 

题为依据，举例说明如下。 

对于“微机历史”这一部分，主要讲述微机的发 

展历程，作者认为应以讲故事的方式授课，也就是建 

立叙述型的故事模型，即“知识点一故事实例”模式。 

并且，考虑到学生的兴趣和特点，可以从今日的微机 

开始，追溯到昨日的微机，再展望未来的微机。可讲 

述的故事举例如下：伟大的ENIAC、Bill Gates的成 

长故事、世界上第一位程序员、Intel—x86架构 CPU 

光辉编年史、中国计算机产业发展大记事、IBM一未 

来的 PC是这样的。要达到的教学目的是提高学生 

学习该课程的兴趣，并了解如下这些计算机之最：① 

EN IAC是世界上第一台通用型计算机；②计算机的 

鼻祖是 巴贝奇分析机；③世界上第一台微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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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air8008；④世界上第一台通用型微机是 IBM PC； 

⑤中国第一台微机是长城 0520CH；⑥世界上第一 

台便携式电脑是 Toshiba TI 100。 

“微机构件”主要内容是全面了解微机的各种功 

能构件，其授课模型定义为：MT(微机构件)={构件 

的发展背景，构件的工作原理，构件的性能指标，构 

件的选购，构件的安装连接}。我们可以这样来理 

解：每种功能构件都有它自己的一段发展历史，并且 

是市场驱动的，是以时间为线索的。其次，每种功能 

构件都是一个子系统，可以用代数的形式来表达：C 

=<X，R>，其中C表示功能构件的名称，x表示该 

功能构件的组成部分，即组成元素，R表示两重含 

义，一是 x内各元素之间的关系，另一层含义是 x 

与其它功能构件的关系，因此，一旦掌握了 C=< 

x，R>这一表达式，也就理解了该功能构件的工作 

原理。第三，构件的性能指标，是功能构件外在表现 

的具体描述，主要从性能指标的名称、含义和特点、 

性能指标所使用的单位，以及一些示例共四个方面 

进行描述。表 l列出了“硬盘”功能构件的性能指标 

授课模型。了解了构件的性能指标，构件选购就有 

了理论基础，这部分的授课模型定义为：MT(构件选 

购)={要求或目标，性价比，假货鉴别}。最后一部 

分是构件的安装连接，其授课模型定义为：MT(构件 

安装连接)={构件的接口、信号连接、电源连接、与 

其它构件的关系}。 

表 1 MT(硬盘性能指标)示例 

框架名称：硬盘 

编号 性能指标 含义及特点 单位 示例或注意事项 

容量 X=C*H*s*扇区内字节数 (B) 

25101 容量 存储数据的物理空间。 GB 工厂容量 Y=X／10 (GB) 

电脑容量 Z=X／23。 (GB) 

主轴电机的旋转速度。 25102 主轴转速 RPM 5400RPM
、72ooRPM、15OooRPM 决定了硬盘的档次

。 

硬盘读写数据的速度。 

外部传输率：从硬盘 Cache读数据 MB／s UhraDMA／33：33．3 MB／s 

25103 数据传输率 的速度； UhraDMA／66：66．6MB／s 

内部传输率：将数据记录在盘片上 bps Maxtor DiamondMax Plus60：456 Mbps 

的速度。 

平均寻址时 硬盘在盘片上找到数据访问地址 平均寻址时间 =平均寻道时间 +平均等待时间 25104 
mS 间 所需要的时间

。 IBM Deskstar 180GXP：8．5ms=4．33ms+4．17ms 

25105 Cache 硬盘上的高速缓冲存储器。 MB 1MB、2MB 

25106 接口 与其它功能构件连接的标准。 IDE、SCSI 

“微机组装”包含了硬件组装、系统设置、硬盘分 

区、操作系统安装和设备驱动程序安装五大部分，五 

部分的总体授课模型可遵循“过程演示一要点分析 
一 一 般规律”来构建，即：MT(微机组装)={过程演 

示，要点分析，一般规律}，各部分的内容和形式也可 

有所不同。比如“过程演示”可以是一段详尽的录 

像，即视频(video)插件，“要点分析”包括正确的步 

骤、错误步骤、可能的后果和构件关联等方面的要 

素，“一般规律”是对某主题归纳总结的结果，用言简 

意赅的短语进行表达。 

同样，我们可以构建 F(e)下其它一级主题的教 

学参考模型。MT(使用微机)={过程演示，要点分 

析，一般规律}，它与 MT(微机组装)相同。MT(维修 

微机)={故障现象，故障分析，故障定位，故障排 

除}，它是一个描述问题、分析问题、定位故障和解决 

问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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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ML(e)的构建 

实验是本课程的重要环节，是训练动手能力，培 

图3 基于 VR的 Mu(内存安装练习) 

养创新能力的关键步骤。笔者认为，实验的基本 目 

的是让学生“敢拆、敢装、敢修”，在树立学生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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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启发学生的思维潜力，让学生的创造力和想 

象力得以发挥。该环节的教学步骤分为两步，一步 

是基于 VR环境的练习，另一步是在实验室的实做。 

因此，实验模型 MI．(e)包含练习子模型 M L1和实做 

子模型 ME2两部分。 

由于虚拟现实 VR一般由计算机生成，包含文 

字、声音、图形、图像和三维动画等，给人身临其境的 

现实感觉，因此，它是练习子模型的良好工具，也是 

练习子模型构建的技术基础。基于 VR的练习子模 

型定义如下：M L1(e)={主题代码，练习名称，VR 

程序，练习行为}，其中VR程序应包括 VR界面、操 

作提示和练习评分等内容。图3是内存安装的练习 

模型实例，在这个 VR界面中，首先要求选中 SIMM 

或 DIMM内存模块，然后在主板上选择相应的模块 

插槽，最后按正确的安装方法将内存模块插入相应 

的插槽。整个练习过程由实例程序进行操作提示， 

并将练习成绩登录相应成绩库。 

实做子模型 ME2的定义与练习子模型不同，它 

更注重实做准备和实做可行性，参照文[1 1]，我们定 

义该模型为：ME2(e)={实验 目的，实验内容，实验 

要求}。 

实验模型应用时，一般先执行 Mu，再执行 

ME2。例如，假设 Ghost工具软件对应的两个模型 

实例为：Il=MLl(Ghost)，I2= ML2(Ghost)，则 ML 

(Ghost)={Il，I2}，即 Ghost的实验教学需要运行 Il 

和 I2，当然，如果 Il=夺，则直接运行 I2。 

3．4 ME{e)的构建 

构建作业模型 ME(e)时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 

ME实例的内容，包括：题目编号、题 目和题 目答案 

共三项；另一是 ME实例的属性，包括题目类型、涉 

及的框架编号、难度系数等。表 2列举了“硬盘构 

件”的一个作业模型实例。 

表2 ME(硬盘构件)示例 

框架名称：硬盘 

难度 编号 题型 题 目 答 案 

系数 

某 PC中，IDE0挂接 HDD1(主)和 CD— 答案为 C。 

ROM(从)，IDE1挂接 HDD2(线选)。HDD1 在 PC中，盘符顺序对应的设备顺序是：HDD／ 

分为 2个区，HDD2分为 3个区，则这些 IDE CDROM。而多硬盘的盘符顺序是 M1、N1、 

25301 选择题 设备按 HDD1／HDD2／CD—ROM排列的盘 M2、M3、M4、N2、N3、N4。其中 M1、M2、M3、 0．6 

符顺序是： M4是 HDD1的分区，N1、N2、N3、N4是 HDD2 

A、A：B：／C：D：E：／F：B、C：D：／E：F：G：／H： 的分区，M1和 Nl是系统分区，其它是逻辑分 

C、C：E：／D：F：G：／H：D、C：F：／D：G：H：／E： 区。 

某机器使用 40GB硬盘，但在分区时大小不 答案为 B。其原因是，在 BIOS中，硬盘相关 

能突破 8．4GB，你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 的中断服务程序 intl3的寻址能力有限制。 

253o2 选择题 要原因是： BIOS认为硬盘参数的返回值 CHS最大可能 0．4 

A、操作系统版本太低 B、BIOS版本太低 为：16383、16、63，三者之积再乘以扇区内字 

c、主板接口类型 D、硬盘制造技术 节数就是 8．4GB。 

已知某硬盘驱动器柱面数 C=1024，磁头数 硬盘容量 X=C*H*s*扇区内字节数 

H=16，扇区数 S=63，扇区内字节数=1024， =1024*16*63*1024 (B) 25
303 计算题 0．5 请问该硬盘的工厂容量和电脑容量分别为 工厂容量 Y

=X／10 1057 (MB) 

多少 MB? 电脑容量 Z=X／22~=1008 (MB) 

对于采用 UhraDMA／66标准的硬盘，其外部 要想保证外部数据传输率达到 66MB／s，则 

数据传输率理论上可以达到 66MB／s，你认 内部数据传输率应该接近该值，将该值转换 
253o4 简述题 0．4 为该硬盘的内部数据传输率至少应为多少 成

bps即得到答案。计算过程如下：66*2∞ 

bps? *8bps~．554Mbps。 

4 FMI的教学实践 

本文提出的 FMI教学模式正在实践和完善中。 

施教对象包括：重庆师范大学数学及计算机科学学 

院的2000级到2002级学生，重庆社会大学 1997级 

到 1998级学生，这些学生包括计算机专业和非计算 

机专业，涉及本科、专科和成人教育三个层次。 

FMI教学模式是可电脑化的一个教学信息系 

统，可遵照信息系统开发的普遍规律来实现。在实 

施过程中，尤其要注意 FMI中的代码设计，如框架 

的主题编号，模型的种类编号，以及实例的代码结 

(下转第48页) 

·  33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法，以提高WCET分析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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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举 例来说，如果实例 代码 的结 构类 似 于 

“ABCD”，其中A表示施教对象代码，B表示框架主 

题代码，c表示模型种类代码，D表示实例序号，则 

关于某个主题 t 的 FMI教学活动 FMI(ti；)的检索 

就非常简单明了，只需要在 I(e)中提取代码为“AB 

**”的实例子集即可。 

结束语 学高为师，生正为范，在教学领域，由 

于学科不同，施教对象不同，因此可采用的教学模式 

也千差万别。让我们积极探索，潜心研究，以科学务 

实的教学活动适应新形势下的高等教育，培养出更 

多的新世纪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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