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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解决《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混合式教学学习效果浅层化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视角下课程教

学体系，将课程分解为课前、课中、课后三个学习阶段，其中课前为线上自主学习阶段，课中为线下深度学习阶段，

课后为线上知识扩展和知识迁移阶段，并对三个阶段分别设计了科学的学习活动，同时对课程的考核方式也进行了优

化，引入了对学生自主学习、深度学习、实践编程、沟通协作等能力的考察，该教学改革对混合式课程的深度学习具

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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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address the issue of shallow learning effects in the blended learning of "Advanced Language 

Programming",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course teaching system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deep learning. The course is 

divided into three learning stages: pre-class, in-class, and post-class. The pre-class stage is an online self-learning stage, 

the in-class stage is an offline deep-learning stage, and the post-class stage is an online knowledge extension and 

knowledge transfer stage. Scientific learning activities are designed for each stage, and the course assessment methods 

are optimized. The assessment includes students' abilities in self-learning, deep learning, practical programming,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This teaching reform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eep learning of blended learning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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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当今智慧教育日益受到重视的时代背景下，

深度学习的理念，特别是对知识内化与知识迁移的

深入挖掘，已成为我国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关键

路径。当前，我国正积极推进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工

程教育认证工作，广大教师正积极探索将深度学习

理念融入教学实践。在此过程中，教师需充分发挥网

络资源的优势，创新教学方法，立足于深度学习的视

角，全力激发并持续保持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与能

力，确保混合式教学模式与传统线下教学模式在教

学质量上达到实质等效，共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

业的创新发展。 

2  混合式教学现状分析 

混合式教学由于部分课程需要放在线上，由学

生自主学习完成。但是线上课程和线下课程在学习

方式、学习环境、师生交流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能会面临易受环境干扰、长时

间面对电脑学习易疲劳、学习兴趣很难维持、自我约

束困难等问题。 

特别是对于《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这种实践性较

强的课程，学生的实践活动得不到有效监督，教师引

导作用不易发挥，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容易停留在浅

层层面，而很难做到沉浸式、深度式学习。因此如何

在深度学习理念的指导下，优化课程教学的设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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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形成科学有效的教学活动和评价机制，进而避免

线上学习面临的浅层低效问题，是每位高级语言程

序设计授课教师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3  深度学习理念分析 

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最早是应用于人工

智能领域的一种机器学习算法，模拟人脑神经元对

事物的认知思维，深度学习已有知识，构建高效模型

去解决复杂问题。深度学习的提出，极大地促进了人

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在教育教学领域，相对应的概念

是 1956 年 Bloom 提出的深层学习，他将知识学习的

过程划分为：知道、领会、应用、分析、综合和评价

六个阶段，其中知道和领会可认为是对知识的浅层

学习；应用、分析、综合和评价则可认为是对知识的

深层学习，属于高阶思维水平和层次。 

在 1976年，学者 RogerSaljo和 Ference Marton

对 Bloom 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发展
[1]
，首次提出了深

度学习的理念，他们认为在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学生

应具有深层次思维，对知识的学习应是一个从浅层

认识到深度学习的过程。其中，浅层认识是对知识的

简单记忆、低层次理解和加工，而深度学习则是对知

识的主动学习、高层次理解和加工。其后，深度学习

理念在教育领域得到了不断深化和应用推广，其中

学者詹森（Jensen）提出的《深度学习的 7 种有力策

略》备受关注，他将深度学习的过程科学地划分为设

计标准与课程、预评估、营造积极的学习文化、预备

与激活先期知识、获取新知识、深度加工知识、评价

学生等 7 个阶段
[2]
，该成果可以认为是教育领域对深

度学习理念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为学生深度学习能

力的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 

国内最早关注深度学习理念的教育学者是黎加

厚教授，他在论文“促进学生深度学习”中详细讨论

了深度学习和浅层学习的区别，提出了“基于问题的

学习”、“任务驱动式学习”、“过程评价”等多种促进

深度学习的教学策略
[3]
。 

随着我国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的不断发展，如

今深度学习理念已经广泛应用到数学、物理、生物、

化学等基础学科的教育教学中
[4–6]

。在当今高校全面

开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背景下，每门专业课程除

了教授学生丰富的理论基础知识外，还应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使得学生能够在已掌

握的专业理论基础上，发挥批判性思维，进行知识的

转移和应用创新。这与深度学习的核心理念是一致

的，而如何将深度学习理念应用到高校专业课的教

学活动中，特别是应用到《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这种

实践性较强的课程，相对研究较少。而且针对混合式

课程如何能够保证学生在进行线上《高级语言程序

设计》课程学习时，也能够达到深度学习的层面的研

究更少。 

本文将以学者詹森（Jensen）提出的深度学习 7

个阶段为基础，借助网络资源，分别从课前、课中、

课后三个方面对《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混合式课程的

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评价等方面进

行全面改革。寻找切实可行的方法，扩展学生获得知

识的渠道，关注学生的自主学习、创新思维、批判性

思维等能力的培养，构建一套适应混合式课程的教

学体系，避免学生仅进行浅层化学习，而使同学对课

程重要知识点的学习都能达到深度学习层面。 

4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级语言程序设

计》混合式课程教学模型设计 

本文提出的基于深度学习理念的课程教学模型，

如图 1 所示。首先选取了超星尔雅、程序设计在线自

动评判、学习通、在线问卷等作为课程的辅助教学平

台。然后将课程知识点进行浅层目标和深层目标划

分。接着借助课程资源分别对课前、课中、课后的三

个环节的学习活动进行设计和优化，其中课前是自

主学习阶段，借助已发布的课程资源，学生自主完成

浅层知识点的学习，主要包括浅层知识点学习、主题

讨论、基础测验、问题讨论等学习活动；课中的教学

模型包含疑难问题解决、深层知识点学习、算法分析

与实现、小组讨论等学习活动，目的是引导和指导学

生进行深度知识点的学习；课后教学模型主要包括

有课后作业、编程竞赛、学习小结、场景综合题探究

等学习活动，目的是巩固和扩展已学知识点。最后对

课程的考核方式进行了设计，并结合专业认证进行

目标达成度分析。 

4．1  线上课程辅助教学资源设计与开发 

选取超星尔雅作为学习平台，发布了教学大纲、

教学 PPT、教学视频、实验指导书、知识点思维导图

等资源，这些资源体现了完整的课程知识体系，为学

生课前自主学习提供了基础。为了开展课后作业、随

堂测试、主题讨论等学习活动，在学习平台中建立了

一套题量丰富、知识点覆盖面广、难度分级的习题库。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

程，要想学好此课程，必须要进行大量的编程实践练

习，为此课程团队利用开源软件搭建了一套程序设

计在线自动评判平台，平台目前含有语言基础题、算

法基础题、算法高阶题共近 5 千道。 

4．2  线上课程学习活动设计 

（1） 课前线上学习活动设计 

课前学习活动主要用于学生自主学习，完成基

础知识点和基本编程技能的学习，为课中的深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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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活动提供基础。首先学生需要完成编程基本概念、

常量和变量、输入和输出、算术和赋值运算、关系和

逻辑运算、函数的定义、数组的定义、字符串函数、

算法概念、文件基本操作等 10 个基础知识点视频学

习。为了掌握学生视频学情况，将视频的学习设置为

了任务点，同时也设置了时间要求，任务点的学习情

况将作为课程考核的一部分。且只有完成任务点的

学习，才能进行后续的基础测验和主题讨论学习活

动。这么做有助于学生合理规划学习时间，避免拖延 

症，以保障自主学习的质量。 

此外，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如遇到问题可以通过

平台讨论区、班级群等渠道反馈给教师。 

主题讨论对学生自主学习质量的提升非常关键，

通过同学之间或师生之间对某一主题进行深入讨论，

能够让学生全面理解知识点，同时也能够引导学生

对复杂问题的思考，进而逐步增强对知识点深度学

习欲望。

 

基
于
深
度
学
习
的
高
级
语
言
程
序
设
计
线
上
课
程
教
学
模
型

超星尔雅教学资源平台 程序设计在线自动评判平台 在线问卷平台学习通APP
平台支持

学习目标

输入和输出
自增自减运算

变量和常量 算术和赋值运算

选择结构 循环结构

算法概念

关系和逻辑运算 函数的定义

数组的定义 字符串函数

文件基本操作

程序调试 函数参数传递 变量的作用域

模块化编程 递归算法

指针

学习资源

教学活动

课程考核

指针域数组 指针与函数

数组与函数 结构体和共用体 链表基本操作

排序算法

了解编程

浅层
目标

深层
目标

PPT课件 教学视频

客观题题库 编程题库

作业

测验题库 讨论主题电子教案

实验指导书思维导图

软件资源

授课计划

浅层知识点视频学习

参与主题讨论

客观题测验

提出问题

深度知识点学习

随堂测试

综合问题讨论

算法思想训练

完成课后作业

参与编程竞赛

撰写学习小结

场景综合题探究

课前自主学习 课中深度学习 课后扩展学习

期末成绩60% 平时成绩40%

任务点考核20% 考勤20%

作业考核20%

实验考核20% OJ竞赛考核20%

无纸化考试

目标达成
度分析

 

图 1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级语言程序设计线上课程教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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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中线下学习活动设计 

课中的学习活动属于高阶性学习活动，旨在引导

学生对知识点进行深度学习，发展高阶思维能力。考

虑到学生在自主学习阶段可能会存在一些遗漏或疑难

问题，它们可以通过基础测验和问题讨论活动中获取。

为此，在每次课堂首先会安排 10 分钟左右的疑难问题

解答活动，疑难问题解答可以认为是浅层学习和深度

学习的衔接点，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疑难问题得不

到解决，对知识点进一步学习就会失去耐心。接着进

行深层知识点的学习活动，考虑到线上课堂的特殊性，

如果采用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很

难保证，与之相比，案例教学法能够让更多的学生参

与到课堂，使学生成为教学的中心，面对一个问题，

学生不再是被动的听教师怎么解决，而是主动对问题

进行分析和提出解决方法，进而实现对知识点的深度

学习。案例分析及知识点讲解完成之后，学生需要对

算法的设计和实现在超星尔雅讨论区进行小组讨论并

在程序设计自动评判平台中编程实现。 

（3） 课后线上学习活动设计 

根据深度学习理念，学生应该具有知识的迁移能

力，该能力主要通过课后活动来训练。教师通过发布

探索性和实战性题目，组织学生在复杂场景中开展扩

展性学习和知识应用迁移，使得学生对知识点的学习

达到深度学习层次。主要的学习活动有课后作业、竞

赛实战、情境性综合题探索、撰写学习小结等。其中

课后作业和竞赛实战多是精选的“不断提升”的引导

性题目，可以引导学生探究复杂问题求解方法，促进

学生逻辑思维的提升。为了准确掌握学生作业和竞赛

实战完成情况，该两类学习活动将通过程序设计在线

自动评判平台来实现。情境性综合题是有一定开放性

场景，灵活性很强一类题目，完成此类题目学生需要

充分发挥发散性思维，实现知识的应用迁移。 

4．3  混合式课程考核方式设计 

研究表明，学生能够主动学习而且愿意投入时间

和精力是实现深度学习的关键。为了能够通过考核激

发学生主动和深入学习的积极性，课程考核不仅要考

核学生的学习结果，还应该关注到学生在学习过程的

表现。为此，设计的课程总体考核方案共包含无纸化

考试（60%）、任务点（8%）、课堂表现（8%）、作业（8%）、

实验（8%）、编程竞赛（8%）等 6 个评价指标。该评价

方案既注重对学习结果的考核，又涵盖对学习过程的

考核，符合多元化、高阶性、过程导向的深度学习理

念，具体考核方案如表 1 所示。 

5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根据工程教育认证要求，同时也检验深度学习的

成效，课程结束后需要对课程目标达成度进行评价，

通过对学生的学习成效进行分析，查找教学中还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课程设置的目标主要有 4 个，分别为： 

表 1  课程考核方案 

 考核指标 占比 考核内容及评价方法 
结果
考核 

期末考试 60% 
理论知识点的考察（无纸化
考试） 

过程
考核 

任务点 8% 
完成视频学习、基础测验、
主题讨论 1次 1分，共 8分 

课堂表现 8% 出勤 1次 0.5 分，共 8分 

作业 8% 
完成课后作业、学习小结，
每次 1分，共 8分 

实验 8% 
完成实验项目每次1分，共8
分 

竞赛 8% 
参与编程竞赛，一次2分，
共8分 

目标 1：掌握 C 语言基本语法知识及其应用，并

具备初步的计算机编程基本思想和编程的基本技能； 

目标 2：掌握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能够熟练地阅

读和运用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设计、编写、调试和运

行 C 语言程序； 

目标 3：掌握初步的模块化程序设计方法，具备基

本程序框架的搭建能力，能够进行规范的编码； 

目标 4：掌握运用 C 语言解决岗位工作中实际问

题的流程、方法和步骤，实现问题对象的模型构建和

程序设计的具体实现，并具有一定的创新设计意识。 

 
图 2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 

其中，目标 1 由期末考试、任务点学习、课堂表

现来支撑；目标 2 由期末考试、任务点学习、课堂表

现、作业、实验来支撑；目标 3 由期末考试、任务点

学习、课堂表现、作业、实验、编程竞赛来支撑；目

标 4 由作业、实验、编程竞赛来支撑。 

通过对 80 位同学在期末考试、任务点学习、课堂

表现、作业、实验、编程竞赛等指标点的考核成绩进

行分析计算，得到课程的 4 个目标达成度情况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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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所示的课程目标达成度情况可以看出，4个

目标达成度都超过了 85%，均远大于设计的期望值 

0.6，达成情况较好。 

6  结束语 

首先分析了混合式课程普遍存在的问题，接着将

深度学习理念应用到《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混合式课

程中，通过使用超星尔雅、程序设计在线自动评判、

学习通 APP 等网络平台，分别设计了课前、课中、课

后需要开展的学习活动，最后对课程的考核方式进行

了优化。通过开展丰富的学习活动和科学的课程考核，

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思考、深度探索等方面的意愿

得到有效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知

识迁移等方面的能力得到了提升。课程改革尽管取得

了有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很多需要持续改进的方面，

比如在课中的深度学习活动中可以融入翻转课堂、探

究式等更多的教学方法，课程考核缺少阶段性考核指

标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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