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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多媒体技术已渗透到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当中，数字声
音、图像、动画以及视频等多媒体信息无处不在，熟悉多媒体技术的有关知识、掌握多媒体技术应用
的基本技能已成为现代人不可缺少的基本能力之一。
但多媒体技术包含的内容广而杂，如何在一门课程当中，将这些纷繁复杂的知识梳理清楚，并让学生
既掌握知识又获得应用技能，必须改变传统的教材编写方法和传统的教学方式。
同时，一门好的课程不仅要有好的教学方式，更要有好的教学材料、教学资源支持。
《多媒体技术基础》是作者根据多年的教学积累和探索而开发的一套立体化教材。
　　本教材定位于高等教育应用性、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多媒体技术与应用及相关课程的教学用书。
在学习本课程之前，学生应已学习过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并具备基本的计算机应用技能。
本教材面向应用来介绍多媒体技术基本原理，其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多媒体技术基本原理及基本知识，
掌握多媒体的基本应用技能，同时提高学生学习信息技术的能力和与人合作的能力。
　　本教材的编写基于混合式学习思想。
以活动为中心，以任务驱动和协作学习为主要教学策略，教学模式是两个“三结合”，即课堂教学、
实践实训、网络学习相结合，集体讲授、小组协作学习、个人自主学习相结合。
网上学习活动借助网络学习支撑平台来进行，以扩展课堂教学，学生分小组进行协作学习，共同完成
小组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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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媒体技术基础》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多媒体技术基础》围绕应用，从学习者的工作、生活的需求出发，介绍了多媒体技术及其应用的相
关内容。
全书共9个单元，主要内容包括多媒体的相关概念与特点、多媒体计算机系统及相关多媒体设备、各
种数字媒体的原理和制作方法、多媒体应用系统的一般开发方法和工具、多媒体网络技术与应用。
《多媒体技术基础》根据学习内容，每个单元都设计了相应的学习活动，引导学习者自主学习和在活
动中掌握多媒体技术的内容，是一本实用、易学的教材。
　　《多媒体技术基础》可作为应用性、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各类教育“多媒体技术基础”课程的教学
用书，也可供各类培训、计算机从业人员和爱好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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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光盘（Compact Disc，CD）存储器在多媒体的发展史上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音频、视频文件通常包含大量的数据，传统的软盘已不能满足这种大容量的需求，只有在光盘存储器
问世后才解决了多媒体信息存储的问题。
大容量光盘的出现为存储高质量的数字化媒体提供了有效的手段。
如今，光盘和网络是发布多媒体的主要手段。
　　20世纪70年代初期，Philips（荷兰飞利浦）公司的研究人员开始研究利用激光技术来记录和重放
信息，并于1972年9月向全世界展示了长时间播放电视节目的光盘系统，这就是1978印正式投放市场并
命名为LV（Laser Vision）的光盘播放机。
从此，利用激光技术来记录信息的革命便拉开了序幕。
　　大约在1978年，人们开始把声音信号变成用“1”和“0”表示的二进制数字，然后记录到以塑料
为基片的金属圆盘上。
历时4年，Philips公司和Sony公司终于在1982年成功地把这种记录有74分钟数字声音的盘推向了市场。
由于这种塑料金属网盘很小巧，所以用了英文“Compact DiSC”来命名，而且还为这种盘制定了标准
，这就是世界闻名的“红皮书（Red Book）标准”。
这种盘义称为数字激光唱盘（Compact Disc-DIgital Audio，CD-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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