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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 briefly, discussed the subsis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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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教学系统 ( ITS)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教学针对个人 ,注

重一对一的师生关系 ,讲究因人施教 ,一个学生一种教学方法。

它以认知科学为理论基础 ,综合人工智能技术、教育心理学、计

算机科学等多门学科的成果而形成的一门对学生实施有效教

育的技术 [ 1～4 ]。教学专家的主要特点是他掌握了该领域大量

的专门知识和相应的教学法 [ 5～7 ]。计算机也能存储有关某一

领域的大量专门知识 [ 8～15 ] ,将教学法的有关知识存入计算机 ,

计算机就能像教学专家一样地工作 ,并且计算机还有存储量

大、不知疲倦、准确快速等人类无法比拟的优点。

　智能教学系统的发展史和国内外研究情况

计算机用于教育的研究是从 20世纪 50年代开始的 ,当时

采用的是一种线性程序 ,所教知识被预先划分成一系列知识

点 ,通过使学生不断掌握新的知识点而达到教学目的。从 60

年代开始 ,进入了计算机辅助教学 ( computer aided instruction,

CA I)的研究应用 ,出现了以分支程序结构实现的教学系统。

这种教学系统的特点是先给学生一些教学内容 ,然后询问问

题 ,当学生回答后 ,再告诉学生答案正确与否。有时根据学生

的响应信息决定学生学习该课程的途径 ,决定问学生问题的顺

序 ,当发现学生的回答有错误时 ,便转向纠正材料的分支程序。

这种分支结构向着因材施教迈进了一步。

进入 20世纪 70年代后 ,人工智能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 ,

专家系统大量出现 ,促使计算机教学研究人员在教学系统中应

用人工智能技术 ,以使教学行为更加有效 ,它促进了智能教学

研究的发展。70～80年代智能教学系统大量出现。1970年 ,

Carbonell等人 (Bolt Beranek and Newman, BBN公司 )开发出教

授南美洲地理简单情况的 SCHOLAR系统 ,该系统研究了教学

法策略和人类的似真推理 ,被认为是第一个有代表性的智能教

学系统 ; 1973年 , B rown和 Burton设计成功的 SOPH IE系统是

用电子线路仿真的方法 ,让学生做一系列测量 (如电压、电流、

电阻等 ) ,通过自然语言对话指导学生检查电路故障并找出故

障原因 ; 1975 年 , Standford 大学的 Suppes等人开发出 EX2
CHECK系统 ,该系统用于逻辑学、集合论和定理证明方面的教

学 ; 1975年 , Collins等人在 SCHOLAR系统基础上研制了一个

新的系统 WHY,这个系统就降雨原因的根源辅导学生 ; 1976

年 , Burton成功设计出 W EST系统 ,该系统指导学生算术四则

运算 ; 1977年 , Standford大学的 W escourt等人成功设计出辅助

Basic语言教学的 B IP系统 ; 1977年 , M IT的 Goldstein和 Carr

设计成功 WUMPUS游戏系统 ,该系统训练逻辑学、概率、判断

理论和几何学 ; 1977年 , Standford大学的 Clancey等人在著名

专家系统 MYC IN基础上成功设计了 GU IDON系统 ; 1978年 ,

B row和 Burton设计了具有诊断学生算术运算错误功能的

BUGGY系统 ; 1983年 , Stevens Hollan等人设计了训练海员操

作设备的 STEAMER系统 ; 1984年 , Hohnson等人研制的有关

PASCAL编程的 PROUST系统 ; 1984年 , Actp Anderson等人研

制的 L ISP教学系统 ; 1987年 , Sierra N lehn等人研制的预测错

误的 A rithmetic系统。以上这些系统都是智能教学中具有代

表性或开拓性意义的系统。

20世纪 90年代后 ,随着智能学习环境 ( intelligent learning

environment, L IE)和智能教学系统开发工具研究的发展 ,智能

教学研究继续向前发展。研究人员开始对在智能教学中加入

协作型教学模式 ( collaborative learning)进行研究 ,协作型教学

模式的特征是为多个学习者提供对同一问题用多种不同观点

进行观察比较和分析综合的机会 ,这种机会显然将对问题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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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理解、知识的掌握运用和能力的训练大有裨益 ,其表现形式

既可以是支持多个学习者的协作小组学习系统 ,又可以是计算

机对单个学习者进行辅导的学习系统。例如 ,南加州大学的

R IDES ( rap id ITS development environment)是智能教学系统开

发工具 ,北卡大学的 INSTRUCT ( imp lementing the NCTM school

teaching recommendations using collaborative telecommunica2
tions)、斯坦福大学的 MMAP (m 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through

app lications p rojects)是协作型教学模式的教学系统 ,德国 DFKI

( Germa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 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 Active2
Math、德勒维尔大学为盲人研究的英文写作系统、斯坦福大学

的 ScoT( the spoken conversational tutor)、北伊利诺斯州大学的

C IRCSIM 2Tutor(medical 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布鲁内尔大

学的 GEN ISA (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teaching simulation model2
ling)、珀杜大学的日语学习系统、泰国亚洲研究院的医药学习

系统、马来西亚多媒体大学的写作教学系统、卡内基大学的

REAP ( lexical p ractice and reading comp rehension)、马来西亚多

媒体大学的 EGIP ( exp lanation generations for integration p rob2
lem)等。

国内的智能教学系统研究起步较晚 ,从发表的论文来看 ,

有北京大学 CA I研究室开发的用于高等数学教学的 AM ITS、信

阳师范学院计算机系开发的用于 Pascal教学的 GenPTS系统、

郑州解放军电子技术学院开发的诊断外设故障的 ICA IPs系

统、北方交通大学开发的 ADA语言教学系统、华南师范大学计

算机系开发的电脑辅助语音教学系统、西安交通大学开发的矢

量分析与场论 CA I系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系开发的

用于课件设计的 BHCA I系统等、张小真的 ICA IDT系统、刘甘

娜的智能辅导系统和理科教学软件《几何专家 》。近几年 ITS

的发展较快 ,一些计算机公司也投入其中 ,对 ITS的发展起到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如中教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中教智能

教学软件、清华同方的智能教学答疑系统和南京数企资讯科技

有限公司的基于 W eb的智能远程教学系统等 [ 16 ]。

　智能教学系统的主要研究内容

1 　对智能教学系统的理解

所谓 ITS,就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实现最佳

教学 ,而“最佳 ”有两层含义 :用计算机模拟优秀的人类教师 ,

用计算机在某些方面超越人类教师。因为单以模拟人类教师

或单以利用计算机的优势都不足以说明 ITS的意义。从字面

上 ,“tutor”在韦氏新世界词典 (W ebster’s New World D ictiona2
ry)中的意思是私人教师 ,具有一对一的含义 ,所以 ITS从开始

时就非常注重个别化教学的研究和实现。而所谓智能教学

( intelligent tutoring) ,就要求计算机系统能够提供个别化的即

因人而异的有效教学。教学是教授者和学习者之间的交互活

动 ,为此 , ITS必须做到三懂 :懂知识、懂学生、懂如何教。具体

地说 , ITS必须具备并懂得所要教授的知识、了解并记忆学生

的知识状况和反应、掌握与学生交互 (交流 )的方法以及知道

如何组织教学内容。按照以上分析 ,传统上人为地按功能将

ITS系统分为四个模块 :知识库模块 (领域专家 )、学生模型、教

师模型和接口部分 ,具体的系统因其侧重点的不同而在模块划

分上有所不同 [ 17 ]。

ITS的概念涉及到对于智能的理解。不同的时期人们对

于智能的理解不一样。有学者提出对于智能教学系统中智能

的具体要求为 : a)自动生成各种问题与练习 ; b)根据学生的水

平和学习情况 ,选择、调整学习内容及进度 ; c)在理解教学内

容的基础上自动解决问题生成解答 ; d)具有自然语言的生成

与理解能力 ,以便实现比较自由的教学问答系统以提高人机交

互主动性 ; e)对教学内容有解释咨询能力 ; f)能诊断学生的错

误 ,分析原因并采取纠正措施 ; g)能评价学生的学习行为 ; h)

在教学中不断改善教学策略。

上述要求是 ITS中智能的具体化 ,对于 ITS的设计有一定

指导意义。当然 ,一个 ITS具备上述所有特征目前尚不可能。

而上述的八点都可归于三个“W ”,即懂得教学内容 (what)、了

解教学对象 (whom)、知道如何教 ( how)。

人们对于 ITS中智能特征的理解 ,最直接和最主要的是能

对学生进行因材施教的个别指导 , ITS较高的智能表现是学生

评价和诊断能力 [ 18 ]、教学规划能力 [ 5～7, 19 ]、自然语言理解能

力 [ 9, 15 ]。因为 ITS是人工智能用于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结果 ,那

么对 ITS中智能的理解受到了人工智能中关于智能的理解的

影响。

研究 ITS最直接的目的是提高教学质量 ,而衡量一个系统

成功与否的标准是其有效性 ,故系统的智能性与有效性是一致

的。强调系统的智能性的目的有三个 :有利于教学系统的有效

性、有利于人类认知的研究、有利于未来教育模式的改进。

1 　智能教学系统的组成结构

关于 ITS系统结构的描述 ,即系统模块的划分 ,有着不同

的方法。但就 ITS各个部分所完成的功能而言 ,如图 1所示的

四模块结构为大家所接受。

1)领域专家模块 　领域知识 [ 10～14 ]的表示对于 ITS是十分

重要的 ,它不仅决定了教学交互过程的内容 ,也决定了教学目

标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 ,系统对布置给学生的问题及相关的

解释进行选择 ,并且知识表示还将影响学生错误概念的表示。

在 ITS中 ,领域专家模块主要完成两个功能 :

a) ITS中知识的来源。系统使用专家模块的知识对学生

的行为作出适当的响应 ,生成相应的问题、任务以及解释。

b)衡量学生知识掌握情况的标准。为了完成该功能 ,领

域专家必须用与学生相似的方式生成问题的解答 ,因为只有这

样才能进行系统行为与学生行为之间的比较。

领域专家中所表示的知识主要有陈述性知识、过程性知

识、启发式知识三种。陈述性知识包括领域中的概念、规则以

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是领域知识的主要来源 ,而概念通常

用框架或其他数据结构来表示 ;过程性知识包括领域中的推理

知识 ,该知识通常用规则形式表示 ;启发式知识定义了专家用

语问题求解的操作和关于如何解题的经验性知识 [ 8 ]。

2)学生模型模块 [ 2～4, 19 ] 　系统通过学生模型建立对学生

的了解 ,故学生模型是智能教学系统对人类学生的模拟 ,包括

学生知识状态、认知特点和个性特点等。随着对学生模型的研

究 ,人们提出了多种学生模型的构建方法 ,包括覆盖模型、差别

模型和干扰模型等。覆盖模型认为 ,任何时刻学生的知识都是

专家知识的子集 ,教学的目的就是使得学生知识趋向于专家知

识 ;差别模型是覆盖模型的改进 ,该模型将专家知识分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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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掌握的知识和不希望学生掌握的知识两类 ,学生行为如果

与专家行为不同并不一律视为错误 ,而是有区别地对待 ,所以

该模型既要表示学生模型 ,又要表示学生与专家的差别 ;干扰

模型则在覆盖模型的基础上加入错误知识的表示 ,学生的知识

不再是专家知识的子集 ,既有领域专家的知识表示 ,又有学生

可能持有的错误概念的知识。

3)教师模型 ,又称为教学策略 [ 5～7, 15, 19 ] 　其主要任务是在

一定的教学原理的指导下 ,选择适当的教学内容 ,并通过接口

以适当的表达形式在适当的时刻展示给学生。该模块的主要

功能是解决如何组织教学内容的问题 ,即如何教的问题。

4)智能人机接口 [ 20 ] 　人机接口是系统与学生交互作用的

部件 ,包括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应用、人机对话的处理、对领域

知识库维护的接口、教学策略的修改接口以及学生模型的初始

化处理等。

1 　智能教学系统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ITS是一项涉及计算机科学、教育学、认知科学和人工智

能等多门学科的综合性课题 ,其发展受到这些学科发展状况的

影响。 ITS中的主要技术问题与这些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

又有不同于这些相关学科的特点 ,具有特殊性 ;另一方面 , ITS

的突破又可带动这些学科的发展。下面介绍 ITS研究中存在

的主要技术问题 [ 21 ]。

1 1 　知识表示

一个系统中知识的表示对于系统的性能是至关重要的。

Stevens等人认为领域知识的表示在基于知识的 ITS中起着重

要作用。 ITS中的知识表示不仅决定了教学作用的内容 ,而且

形成其目标结构 ,该目标结构控制着例子、问题和论断的选取。

另外 ,知识表示还影响着错误概念的处理。 ITS中知识表示方

法的选择除了要考虑方法的表示能力和方法的简明性外 ,还有

特殊的要求 ,即要考虑到 ITS解释功能的实现。以前的 ITS对

知识表示的问题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得出了一些有用的结

论 ,如 WHY系统的研究表明用几种不同方式观察同一知识的

重要性 ,而 GUDON系统的研究则主要强调在不同的环境应使

用不同的知识表示方法。

知识表示问题 [ 8～14 ]在有关学科如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

中研究得较多 ,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 ,由于 ITS本身的复

杂性 ,以及其对知识表示的特殊要求 , ITS中的知识表示问题

还未很好地解决 ,现有的技术尚不能满足 ITS对于领域知识和

教学知识表示的要求。其他学科的研究也不能代替 ITS中知

识表示问题的研究。

在 ITS研究的几个主要问题中 ,前些年人们对知识表示问

题研究得较多 ,研究成果明显 ,目前仍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

a)多种复杂知识的表示。智能教学系统中要表示的知识

有多种 ,如领域知识、教学知识和语言知识等 ,各种知识间存在

着复杂的关系 ,要求有多种表示方法。以前采用的表示方法如

规则表示、框架表示、语义网络等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满足要求。

b)知识表示的深度。 ITS中知识表示存在的一个较普遍

的问题是知识表示的深度不够 ,即知识表示可以用于问题求

解 ,但不能用于对问题求解的方法进行解释说明。

c)知识表示的多侧面需求。为了教学的需要 , ITS要求对

同一知识有多种不同的表示方式 ,而如何满足这种多侧面需求

是 ITS中知识表示的难题之一。

1 1 　学生模型

学生模型 [ 2～4 ]是 ITS中最重要的部分。当人类对某一情

景或事件进行描述或解释时 ,人首先会考虑他说话的对象的背

景和能力 ,有针对性地表述和回答。可以说 ,正因为有学生模

型 ,才谈得上 ITS的个别化或智能。但是 ,由于对人类学习过

程缺乏根本的了解 ,学生模型实现的难度很大。

学生模型有多种 ,如有覆盖模型、错误描述模型、模拟学生

模型等 ,其中用得最多的是覆盖模型。覆盖模型认为专家模型

是学生努力的目标 ,任何时刻学生的知识都是专家的子集 ,可

通过比较两者的差异并结合教学计划而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覆盖模型存在两个问题 :若学生在一个孤立环境中表现出某种

技能 ,是否说明他一定具备这种技能 ?在某一情形下未使用某

知识就一定意味着学生不具备这种知识吗 ?

在学生模型的构造过程中 [ 19 ]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 :输入

什么 ,用什么技术得出关于学生的结论 ,如何才能了解学生 ?

按照 R ich的说法 ,有针对单个事实的方法和针对一组事实的

方法之分。

学生模型的目标之一就是在不干扰交互作用的情况下 ,设

法对其作出评价并提取关于学生的信息。该技术称为自动协

议分析 ( automatic p rotocol analysis)或安静模型 ( silent model2
ling)。可以这样假定 ,如果一个学生在开始一节课的学习时

连续有几个命令出错 ,则可以判断该生需要帮助 ,此模型技术

根据用户对于命令的使用情况进行推理。如果将命令替换成

概念 ,该法可用于学生模型 ,即通过学生对于每个概念的理解

正误的反应建立起对于学生的了解 ,把每个概念同学生的有关

信息联系起来 (有关信息包括该生是否已用过此概念、与此有

关的事实、使用该概念所应具备的知识等 )。

从一组事实中得出学生信息的方法是基于这样的假设 :通

过识别一个或多个特征 ,可以将其 (一个或多个特征 )映射到

一个原型 ,该原型以这些特征中的全部或部分为标志。所以说

这里的原型实际上是一个共有的特征集合 ,这样 ,可以通过使

用原型提供学生模型的更多的信息。某些更容易被观察到的

特征称之为触发特征 ( triggers) ,当它们被观察到时能激活整

个原型。

原型可用于层次结构中 ,层与层抽象的程度不一样 ,上层

为理想学生 ,下层为实际学生 ,这样就可以在最细节的一层提

取原型 ,并可以一层层抽象。

在上述学生模型的构建中尚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 a)冲

突如何检测和解决 ; b)如果同时有几个原型被触发 ,则如何判

断引起触发的真正原因 ; c)解释说明如何实现。

ITS中学生模型的构建存在的问题包括 : a)如何由学生表

现推知学生的知识状态 ; b)如何评估学生的认知能力 ,如何处

理学生个性对于学生认知评估模型的影响 ; c)如何进行学生

错误原因的分析。

21313　对话和交互风格 [ 2～4, 18, 20 ]

在 ITS中 ,人机通信也应具有智能的特点。这就涉及到对

话的策略 ,以及要求系统不仅能够理解自然语言 ,而且能够作

出适当的回答。对话处理的难点之一是对话中的有些语句不

符合语法规则 ,必须借助于上下文环境才能够正确理解。

Clancey指出教学系统应具备的关于对话的三种知识 : a)系统

需知道对话的模式 ,也就是独立于说话者的语言表达的类型 ,

这些模式可用来解释或产生人机对话 ; b)系统应懂得所讨论

的主题 ; c)系统应能够作出适当回答 ,在适当时刻为学生产生

正确的信息。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 9, 15 ]近年来已有较大发展 ,有些技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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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实用化的程度 ,但现有系统对自然语言的处理能力还很有

限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 : a) ITS要解决的问题很多 ,研究开

发人员对人机接口的智能化重视不够 ; b)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也是在近几年才有较大发展 ,还未来得及将不成熟的技术用于

ITS; c) ITS系统的实用性不够 ,尚未被推广应用 ,待推广后 ,人

机接口 [ 20 ]的问题将会变得很突出。研究开发面向智能计算机

教学系统的自然语言处理系统对于 ITS的性能和推广应用具

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1 1 　解释功能的实现

解释功能是一个智能教学系统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能之一 ,

但大多数系统的解释功能却很弱 ,甚至没有该项功能 ,这是由

系统解释功能本身的技术实现难度造成的。

既然专家系统已经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 ,人们自然会

想 ,将解释功能集成到专家系统上是否可以方便地构造学习系

统呢 ? 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解释不能充分利用隐含在知识项

(如规则 )中的全部知识 ,如理由说明及与其他知识项的因果

关系等都是隐式的 ,而专家系统则对隐式表示的知识不能较好

地使用。

1 1 　机器学习和自改进系统

适应性系统和自改进系统不同 ,按照 Hartlye和 Sleemna

的观点 ,适应性系统能够生成教学材料 ,并能根据学生的能力

改变教学材料的难度 ,根据各人的嗜好作出相应的选择 ,对于

每一个错误都生成相应的补救练习并加以监控。然而 ,控制教

学操作的规则、用户和任务的表示都需要反复试验 ,且这些规

则和表示因应用领域、任务类型和用户的不同而不同。所以 ,

一个适应系统经过使用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准确 ,但当规则集不

合适时对其却无能为力。而一个自改进系统则不同 ,如果需

要 ,可以全部改变有关策略。事实上 ,一个自改进系统应能够

形成假设 ( hypotheses) ,并加以检验。

Self在构建学生模型中用到了机器学习 [ 22 ]。他认为传统

的机器学习不适合于计算机教学 ,因其致力于概念的正式的精

确定义 ,而多数情况下学习是个非正式定义的逐步求精的过

程。近几年 ,关于机器学习的研究较多 ,其中基于事例的机器

学习在 ITS中很有应用前景 ,并已有多个基于事例推理的教学

系统产生。

　结束语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后 ,随着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

展 ,智能教学系统开始向多媒体和网络化的方向发展 [ 3, 23 ] ,这

也是今后 ITS的发展趋势之一。随着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

习的发展 , ITS最近几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相信随着人工智

能学科 [ 2 ]的进一步发展 , ITS将更具智能化和个性化 [ 3 ]。但

ITS要完全取代人类教师可能还得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毕竟现

在的 ITS只是在某方向的教学系统 ,不是万能的 ;而 ITS要完

全根据学生的情况进行自适应调整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而且教学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调查。因为再

好的教学系统 ,如果学生不努力学习 ,其效果也是甚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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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产业标准 ,但是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c)由政府制定。由

政府制定标准的优势在于快速 ,并能迫使所有生产者在同一标

准下进行合作 ;缺点则是可能缺乏价格和技术竞争 [ 6 ]。建议

相关组织牵头制定中国的 2020 FLOSS发展蓝图来促进中国

FLOSS运动。

1 　投资 研究和开发

稳定的资金支持是一个 FLOSS项目能够不断完善、长期

发展的基本保障。因此 ,有必要加强欧盟 QualiPSo项目交流

和沟通。建议有关部门思考组织实施中国的 FLOSS重大专项

研究计划以发展战略性技术和服务。

1 　挖掘典型 应用

我国不乏应用 FLOSS成功的案例存在 ,但依然存在着应

用范围较窄、宣传力度不够、示范影响面不够等现象。建议 : a)

在影响力较大的国有企业中率先应用 FLOSS,并加以宣传推

广 ; b)建立中小企业 FLOSS信息化体验中心 ; c)对 FLOSS应用

的试点进行长期的跟踪比对 ,定期公布数据 ,包括投入的资金、

效率、安全性等方面。

1 　建立 公共平台

中国大多数 FLOSS的 IT厂商规模较小 ,由于成本、技术

等因素 , FLOSS的平台移植、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等无法与国

内外大企业相比 ,严重地影响了本地中小软件企业的成长及

FLOSS的发展。因此 ,有必要建立综合的 FLOSS公共平台来

部分地解决这些问题。

1 　鼓励 社区

FLOSS社区环境包括社区、人才、项目以及基金。原则上 ,

社区的建设、组织、发展与壮大应该由从事 FLOSS软件组织开

发的基金、企业或个人承担 ,但由于国内软件生态不尽如人意 ,

许多软件企业和程序员存在生存压力大、基金操作困难等原

因。政府有必要通过中立机构为 FLOSS社区提供支持和服

务 ,形成以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社区执行的协作 FLOSS商业

模式。

1 　发展 教育

目前我国的 FLOSS教育仍以高端商业化培训为主 ,缺乏

基础性、普及性教育。为了使人们更好地学到知识和填补数字

鸿沟 ,就需要在大学及其他教育机构中建立开源意识 ,要在 IT

高等教育中开设 FLOSS课程以培养高技能专业人才迎接未来

的知识经济挑战。建议使 FLOSS尽快进入国家认可的 IT考试

体系。

1 　弘扬 精神

除了鼓励企业将他们开发的代码贡献给 FLOSS社区外 ,

我国还要弘扬 FLOSS精神 ,鼓励 FLOSS用户作出贡献 ,这是所

谓开源生态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未来信息社会取决于开源软

件的代码 ,要将它们要拿出来共享 ,并作为珍贵资源来管理和

维护。此外 , FLOSS社区和所有潜在贡献者间的合作与互动也

必须得到鼓励。

　结束语

开源运动之所以迅速席卷全球并在各国均产生了深刻影

响 ,并不仅仅在于它使得软件源代码可以免费获得、自由修改 ,

而在于它们对自由共享、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计算机软件开

发模式和世界软件业竞争格局所产生的并将继续产生的异乎

寻常的影响。更重要的是 ,这种影响已超出计算机软件和整个

IT界 ,关涉人类价值观、知识产权伦理精神等深层问题 [ 5～8 ]。

本文认为发展 FLOSS有利于我国软件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的

培育 ,有利于我国创新文化的形成 ,有利于我国应对未来全球

知识经济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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