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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讨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软件工程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实践。通过分析山西大学软件工程专业课程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学科竞赛的优势，进行了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课程教学改革，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实践创新能力，也促进了教师的教学水平提升。此外，本文也阐述了教学改革的成效以及相应的保障措施，可为其

他院校软件工程专业的课程教学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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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 practice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based 

on competition to promote learning and teaching. By analyz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courses in Shanxi University, combined with the advantages of discipline competitions,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 of promoting learning and teaching by competition has been carried out, which not only improved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ability, but also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teaching 

level.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expounds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reform and the corresponding safeguard 

measures, which can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majors in 

other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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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互联网+”背景下，各行各业与软件的结合程

度越来越紧密，社会对软件人才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除了要具备扎实的软件工程专业知识之外，还要有较

强的实践与创新能力。然而，目前软件工程专业的教

学过程中，还是偏重于理论教学，学生的实践和创新

能力的培养较弱。山西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在入选国家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背景下，围绕实践能力和创

新能力培养这一核心，分析软件工程专业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采用“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

并加强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和人

才培养质量。 

2  软件工程专业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软件工程是一门技术性较强、对实践要求较高的

专业，在教学改革之前，山西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在培

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方面存在不足。具体表

现如下。 

（1） 实践能力的培养存在显著的短板。教学计

划中设置的实验内容与实践项目缺乏足够的深度和广

度，与实际工程项目脱节。学生虽然在课堂上学习了

＊基金资助：本文得到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20210219800

6）；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J2021070）、（J2023001

4）资助。 

           计算机技术与教育学报 第12卷 第1期 2024年7月 
Journal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Vol.12 No.1 July 202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17

 

2325-0208 /© 2024 ISEP



 
   

 

大量的编程语言、算法和数据结构等理论知识，但难

以将所学知识有效地转化为实际技能，难以真正锻炼

实践能力，更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软件行业发展需求。 

（2） 教学方法单一、缺乏创新。讲授式教学仍

然是主流，教师在课堂上单方面传授知识，学生被动

地接受。这种教学方式缺乏互动性和参与性，缺乏对

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

动性
[1]
。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兴的教学

方法和技术不断涌现，但大多数专业课程并没有及时

引入这些新的教学方法，导致教学效果不佳。 

（3） 课程内容陈旧。软件行业的相关技术更新

换代迅速，新的编程框架、工具和平台不断涌现。然

而，部分课程内容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技术和框架上，

没有及时更新和升级。导致学生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与

实际工作需求存在较大的差距，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4） 缺乏足够的实践机会和项目经验。软件工

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学生需要通过实际操作

和项目实践来锻炼自己的技能。然而，由于教学资源

有限，学生缺乏足够的实践机会和项目经验，导致学

生在毕业后难以快速适应工作岗位，需要较长的时间

来适应。 

综上所述，软件工程专业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主要包括理论与实践脱节、教学方法单一、课程内容

陈旧、缺乏实践机会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采

取一系列的教学改革措施，进而培养专业理论扎实、

实践能力强的创新型人才。近来年，山西大学软件工

程专业将学科竞赛融入课程教学过程，坚持“以赛促

学、以赛促教”的理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教学改革。 

3  学科竞赛的优势 

学科竞赛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辅助手段，具有诸

多优势。 

（1） 深化理论知识。学科竞赛需要参与的学生

深入学习和掌握软件工程的理论知识，包括编程技术、

软件设计、软件测试等。通过竞赛，学生能够更深层

次地理解和运用这些理论知识，而且也会使学生从被

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提高了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
[2]
。 

（2） 提升实践能力。学科竞赛以比赛的形式给

出实际问题，竞赛题目贴近实际应用，参赛学生需要

应用所学专业知识解决复杂的软件工程问题，这有助

于提升他们的编程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团队协

作能力。 

（3） 激发创新思维。软件工程学科竞赛往往鼓

励学生进行创新和探索。在竞赛中，学生需要思考如

何优化软件设计、提高软件性能等问题，这有助于进

一步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 

对于软件工程专业来讲，目前有很多不同形式、

不同难度的竞赛。“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

人才大赛”（以下简称蓝桥杯）是由工业和信息化部

人才交流中心主办的面向计算机/软件工程专业学生

的全国性赛事，蓝桥杯立足行业，结合实际，竞赛项

目包括 Java 软件开发、C/C++程序设计、Python 程序

设计等，竞赛内容有一定广度和难度，要求学生具有

一定的信息获取、理解、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而

这些能力正是软件人才必须掌握的能力，也是软件工

程专业课程的基本教学目标。基于以上现实和分析，

将蓝桥杯竞赛融入到软件工程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

培养学生的程序设计、算法思维等专业基本技能和实

践创新能力，是一条有效的教学改革途径。 

4  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课程教学改革 

山西大学软件工程专业近年来将蓝桥杯竞赛融入

课程教学过程，采用“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教学

模式，对软件工程专业的课程教学模式进行了探索和

改革。 

4．1  以赛促学 

以赛促学，就是通过参与竞赛的方式激发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习效率和质量。同时，

还可以通过竞赛检验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和理解程度，

从而发现不足。近年来，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将蓝桥

杯竞赛融入到学生的学习过程。 

（1） 通过竞赛夯实专业基础知识 

扎实的专业知识是从事软件工程相关工作的基础，

也是软件工程师最基本的素质。蓝桥杯竞赛的 Java 软

件开发、C/C++程序设计、Python 程序设计等赛项所

涉及的课程都是软件工程专业的基础课程和核心课程，

通过竞赛的锻炼，学生能巩固程序设计相关的基础知

识，锻炼算法思维。此外，蓝桥杯竞赛的大部分题目，

除了考查程序功能是否正确，还关注程序的执行效率，

这会进一步帮助学生全面的理解程序设计的思路和方

法。 

（2） 通过竞赛激发学习积极性 

蓝桥杯竞赛的很多真题有较强的趣味性，无形中

就会吸引学生的好奇心。此外，竞赛题目虽然与课堂

所学的专业知识紧密相关，但又有一定的难度，这就

需要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深挖问题的本质，获取解决问

题的知识和方法，从而激励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形

成探究的学习习惯。而且，蓝桥杯竞赛题目一般都与

时俱进，这非常有助于学生了解软件行业的现状和发

展趋势，对于软件工程专业学生来说，这无疑是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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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因此，参与蓝桥杯竞赛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激发个人从事软件开发的兴趣，达到“以

赛促学”的效果。 

（3） 通过竞赛选拔创新型人才 

通过参加蓝桥杯竞赛，指导教师可以选拔实践能

力、创新意识较强的学生参与学校组织的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等项目，使学生有机会参与完整实训项目或

科研项目的实施过程，逐步掌握针对实际问题开展科

学研究的基本步骤，可以循序渐进的培养学生的科学

思维能力，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4．2  以赛促教 

以赛促教是指教师将蓝桥杯竞赛的赛题、技能要

求和专业课的知识点结合起来，引入到专业知识的讲

授中。以赛促教需要教师主动地转换教学理念，革新

教学思维，调整教学手段。在实践中，我们通过以下

三个方面将教学和竞赛结合在一起。 

（1） 重塑课程内容 

结合蓝桥杯竞赛，重新审视课程教学内容，将竞

赛题目引入到理论和实践教学中。同时整合组建课程

群，将“程序设计基础”、“离散结构”、“数据结构

及算法设计”和“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四门专业核心

课程组建一个课程群
[3]
。在具体实施中，首先，结合蓝

桥杯竞赛实际，选取有代表性的竞赛题目，将其作为

离散结构课程相关知识要点的案例，分析涉及的操作

对象，并形式化为数学模型；然后在数据结构及算法

设计课程中继续分析数据的逻辑结构，设计有效的算

法进行求解；最后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中进行编

程实现该算法，并进一步分析复杂度以改进算法。在

课程的实验环节，围绕蓝桥杯竞赛知识点设计实验项

目。此外，课后练习也采用部分蓝桥杯竞赛真题，打

造一整套基础性、创新性、高阶性的课程内容。 

（2） 改革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的改革包括：一是教师要主动做好角色

的转变，由传统的以教为主的角色转变为课堂引导者

的角色，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启发式、讨

论式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

决问题
[4]
；二是鼓励学生主动参与课堂讨论，积极发表

意见，将课堂学习环节看做是蓝桥杯竞赛的备赛环节，

从而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5]
。 

（3） 建立成果导向的考核方式 

改变传统单一的课程考核评价方式，逐步采用成

果导向的考核方式
[6]
。针对部分课程，实施学分和蓝桥

杯竞赛成绩的置换。例如，在 Java 软件开发、Python

程序设计等赛项中获得省赛一等奖以上的学生可免修

对应课程，该课程成绩直接认定为“A”。此外，参加

蓝桥杯省赛并完赛的同学也可以直接获得“创新实践

与劳动技能”这一实践模块的创新学分。 

5  保障措施 

教学改革的成功推进离不开教师和学生的积极参

与，也离不开学院和学校的大力支持。针对学科竞赛，

山西大学专门出台了《山西大学本科生学科竞赛管理

办法》，引导在校学生踊跃参加各类学科竞赛，鼓励

教师积极支持和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活动。 

首先，学校每年都设有关于学科竞赛的预算，对

参加竞赛的学生和指导教师提供报名费和差旅费等费

用的支持，学院也承担了竞赛中涉及到的大部分耗材

费用。这些投入为参赛学生和指导教师减轻了负担，

增添了动力。 

其次，肯定参赛学生的成绩并给予一定的奖励。

在竞赛中获奖的学生，在学年的综合测评中都会给予

不同程度的加分，并记取相应的创新学分，作为学生

第二课堂成绩单收录到学生档案中。如果是参加学校

所认定的超级竞赛或一级竞赛获国家二等奖及以上的

学生，在当年研究生推免排名要求范围的基础上会适

当放宽。学校也设立了学科竞赛单项奖学金，奖励获

得超级、一级竞赛奖项的学生。 

最后，肯定竞赛指导教师的工作并给予一定的奖

励。在教师职称评审中，学校已经将学科竞赛获奖列

入职称评审的学术应备条件之一。在申报教改项目或

教学成果时，如果两年内获得学科竞赛目录内一等奖

及以上奖项的指导教师，学校将予以优先推荐申报。

由于指导竞赛不同于一般的课程教学，指导教师需要

花费额外的时间来进行参赛学生的组织和培训等一系

列工作，学校也将这些工作按竞赛获奖等级折算成不

同的教学工作量，从而肯定指导教师的辛苦付出。 

6  教学改革成效 

随着“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教学模式的的深入

推进，山西大学软件工程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也取得了

一些成效。具体如下。 

6．1  课程建设取得优异成绩，教学效果显著

提升 

2021年来，山西大学软件工程专业有五门课程

获批山西省省级一流课程（见表 1）。课程建设取得

巨大进步的同时，课程教学质量也显著提升，近三年

来，学校教务管理系统的课程评价结果显示，程序设

计类课程的学生评教分均在 96.8以上，在学院所有

专业课程的评教排名中居于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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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省级一流课程统计表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时间 

数据库概论 
山西省线下一流课程认定
课程（K2021023） 

2021.09 

数字图像处理
技术 

山西省线下一流课程认定
课程（K2022021） 

2022.11 

面向对象程序
设计 

山西省线下一流课程认定
课程（K2022029） 

2022.11 

程序设计基础 
山西省线下一流课程建设
课程（K2022318） 

2022.11 

编译原理 
山西省线下一流课程建设
课程（K2022327） 

2022.11 

 

6．2  教师教学能力明显提升 

得益于以赛促教的反哺，年轻教师的教学基本功

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一系列的教学大赛中取得了优

异的成绩，近三年，有 1 名教师获得山西省教学创新

大赛三等奖，2 名教师获得山西大学教学创新大赛三

等奖，3 名教师获得学校优秀教师表彰。同时，依托蓝

桥杯竞赛，软件工程专业培养了一支综合素质高、业

务能力强的教学团队，教研水平也明显提升。近三年

来，团队教师主持省级以上教学改革项目 7 项（见表

2），主编、参编教材 6 部，发表教研论文 10 余篇。 

6．3  学生参加蓝桥杯的竞赛成绩逐年提高 

2020 年以来，山西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学生参加蓝

桥杯竞赛的人数相比以前大幅增长，且竞赛成绩逐年

提高，历年参赛及获奖人数见表 3。以 2023 年为例，

软件工程专业学生获全国总决赛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7 项，三等奖 10 项以及优秀奖 3 项。 

表 2  省级以上教改项目统计表 

项目级别 项目名称 年度 

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
改革创新项目 

 

以学科竞赛为驱动促进软件工程创新型人才培养 2021 

“OBE-CDIO工程教育模式”与“思政”融合的程序设计类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以
《C++程序设计》为例 

2022 

“引融探趣、知行合一”数字图像处理技术教学创新实践探索 2023 

工程认证背景下基于 OBE-CDIO 模式的编译原理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2023 

思政引领、产学融合的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模式探索 2023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
育人项目 

基于 Proteus 的虚拟仿真在计算机系统基础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2021 

项目驱动教学的双师型教师培训（Python+人工智能方向） 2022 

表 3  近年来参赛及获奖人数统计表 

年度 
参赛学生 
人数 

省赛获奖 
人数 

国赛获奖 
人数 

2020 217 56 12 

2021 231 58 13 

2022 246 64 19 

2023 262 76 23 

 

6．4  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明显提高  

2020 年以来，软件工程专业学生参与各类科研项

目积极性明显提高，每年主持山西大学大学生创新创

业项目 20 余项，累计申请软件著作权 40 余项。毕业

论文中应用型、研究型选题占比逐年提高，2023 年达

到 88%，由于学生运用相关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

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在学科竞赛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毕业论文质量也明显提高。  

7  结束语 

本文探讨了山西大学软件工程专业“以赛促学、

以赛促教”的课程教学改革，通过鼓励学生参与各类

软件竞赛，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团队协作能

力和创新能力，也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将所学知识应用

于实际项目中，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基础。对

于教师而言，这种教学改革不仅推动了教学方法的更

新与迭代，还促进了教师对软件工程前沿技术和行业

动态的关注与理解，使得教学内容更加贴合行业需求，

进一步提高了教学质量。同时，通过指导学生参赛，

教师也与学生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实现了真正意

义上的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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