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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地方高校计算机课程出现的学生专业学习存在实用性差距，计算机应用能力培养需求目标与课程教学目

标不明确、教学资源缺乏，案例任务及项目等配套资源建设不完善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计算机通识类课程教学体系，

包括基础教学、设计教学、融合教学等课程建设方法，阐述具体建设过程并说明未来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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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 at the practicality gap of students' professional learning in computer courses of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ambiguity between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computer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the teaching goal of the 

courses, the lack of teaching resources, and the imperfect construction of supporting resources, such as case tasks and 

projects, we propose a new teaching system for computer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including the methods of course 

construction, such as basic teaching, design teaching and fusion teaching, and describe the specific construction process. 

It also describes the future planning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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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1  引 言 

党的二十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高校人才培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1]
明确指

出：“发挥在线教育优势，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建设

学习型社会”。党和国家在十四五规划启动阶段反复

强调运用信息技术手段促进终身学习发展的重要性，

突显了在线教育与终身学习的密切关系，为在线教育

服务终身学习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 

在众多课程教学中，地方高校的计算机通识类课

程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实现其教学目标是地方高校整

体教学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针对文学艺术类

和自然科学类两种不同方向的课程，不能使用统一的

教学标准和培养方案。应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进行分

类教学。因此，如何安排不同学科的计算机通识课程，

并优化教学实施过程，值得深入研究和探索。 

2  地方综合高校课程教学面临的挑战 

2．1  地方企业对计算机课程提出的新要求 

随着具有“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特征的社

会高速发展，计算机能力成为当前高等院校教育培养

的重要教学目标之一。社会企事业单位对学生毕业后

能够结合专业技能的终身学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代大学生个人素质与大学计算机基础教育有密切关

系。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体系是培养满足信

息化社会需求高级人才的重要基础，是培养跨学科、

综合型人才的重要环节。 

计算机类课程不仅需要培养高校学生的计算思维

能力，而且要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如何充分利用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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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同时需要注重可持续发展的学习能力，强调在

解决问题过程当中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良好习惯；最

终扩展学生思维宽度，增强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沟

通、表达及创新的能力，使学生形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当前，地方高校针对于“学习型人才”的培养与企业

对高校毕业生信息素养的要求尚有一定距离。 

2．2  教学体系缺乏多样性 

近年来，国内外对高校大学计算机课程体系的研

究中，分类、分层、模块化、立体式的教学体系一直

是热点。 

在国外，关于学生业绩的研究、关于学生态度的

研究、关于元认知技能获取和运用的研究和关于影响 

GBL（Goal-Based Learning，以目标为导向的教学方法）

和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以问题为导向的教

学方法）效果因素的研究是重点[2]。从其他国家对探究

式学习的实施情况来看，美国基于问题和项目的学习、

法国的“多样化途径”和“适度发挥学生创造力”课

程、日本的综合性学习等，具有以下特点：首先，问

题、专题、课题、案例是探究式学习的载体，整个课

程主要围绕着问题、任务目标的提出和解决来组织学

生的学习活动；其次，与其它学科课程相比，这些探

究式学习的“载体”发生了变化，导致没有教材可依

托，造成教学目标不明确、学习目标未完成的问题。 

在国内，清华大学的张建伟博士[3]、北师大的刘儒

德教授 [4]、李芒 [5]教授等专家和学者在介绍和推广 

PBL 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促进了 PBL 在国内教

育领域的发展。这些国内的研究都强调培养学生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教会学生如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侧重于探究式学习的课堂教学。但目前，一些本科院

校没有将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及时恰当的结合起来，

不能围绕课程教学目标精选和设置问题，不符合学生

实际应用需求。由此，一些高校老师开始专注于课程

教学体系的建设工作，结合自己本校的实际情况与发

展趋势，建设新的教学体系，推进全新的教学方法，

宋庆恒老师[6]以电子信息类专业教学过程为例，建设

新的课程思政体系，周爱民老师[7]针对“新工科”人才

的培养方法进行了研究，推进了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

的改革。 

许多老师都对课程教学方面进行改革，这意味着，

各高校教师既要考虑如何培养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又要思考如何改革教学模式，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增

强学生课堂学习兴趣及学生自主探究式学习能力[8-9]。

因此，为了适应多种教学方式，需要建立一种更加全

面的大学计算机课程分类分层教学体系，该体系应该

融合各种与计算机通识课程相关的教学资源，并积极

推进课程教学体系的改革和实践探索。 

3  教学体系目标与总体路线 

3．1  “学习型人才”教学体系目标 

培养学习型人才，需要确立教学体系的总体方针、

提供多样化的教学模式、建立丰富的教学资源、建立

绩效考核体系。因此，新的教学体系要做到以下几个

方面： 

（1）面向专业需求，构建因材施教的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构建纵向上以夯实信息素养为关键，构建学

习系统为重点，个性培养与知识驱动学习为目标的分

层分类递进式培养；横向上实现与学科竞赛联动，培

养学生个性和创新思维能力，切实提高各专业相应计

算机应用能力，实现不同专业的差异化教学目标。 

（2）创新教学模式，形成“单元知识+活动与任

务”的个性化教学。在明确课程目标基础上，依据课

程教学大纲，对课程授课内容模块化，再由模块走向

单元化。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式学习，构建“以学生为

中心，理实一体、学练结合，混合式教学”的个性化

教学体系，形成“单元知识+活动与任务”的个性化教

学模式，更好的达到教学目标。 

（3）保证教学实施，开发立体化教学资源。基于

不同专业及职场岗位需求，以所编制的一套基于 GBL 

理念教学大纲为纲，修订与编写符合需求的教材；开

发课程教学教案课件、完善任务与活动方案、制作教

学微视频、以及考试题库等；建设在线开放课程与翻

转教学配套的课程资源；构建立体化教学资源，满足

课程个性化教学需要。 

（4）注重教学成效，完善多元化教学评价体系。

一方面依照 GBL 标准制订的教学大纲评价学生的学

习效果，注重过程评价，避免“一考定成绩”的呆板

方式。另一方面由学生根据整个教学过程的线下授课

和线上教学资源对自身提升的促进程度，来评价教师

是否能做到以 PBL 为标准开展探究式学习，是否激发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经过学生反馈和教师间的相互讨

论与研究，优化教学评价体系。 

3．2  知行合一的总体路线 

“知行合一”是指理论知识与实践行动相结合，

想要构建学生有知行合一行为体系，需要一个完整的

教学路线和安排。新的教学体系中首先建立教学团队，

通过不断的教学与讨论形成学习型人才培养的教学研

讨氛围；通过调研和了解学生专业对于课程的适配程

度来构建和完善现有的教学体系；最后设置典型案例，

寻找能够让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完成的技术或任务目

标作为切入点；过程中时刻关注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

况，实现有针对性的对学生知识、能力和价值的全方

位培养，达到因材施教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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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立指导思想：尊重课改原则，在建构主义

理论基础上，以因材施教为指导思想，关注不同专业

学生的差异化基础，学习兴趣，实施分类分层与模块

化教学的课程体系建设。 

 
图 1  教学总体路线 

（2）构建教学体系：构建一个以“夯实信息素

养、重塑思维能力、构建学习系统、驱动知行合一”

为技术路线（如图 1 所示）的面向多元化与专业分类

分层教学的课程体系。新的课程体系中一方面包含

了针对文法语言类、经管类、艺术体育表演类开设适

合专业能力培养需求的多样化课程。另一方面包含

了针对理工类与综合类开设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类

课程，且各专业课程教学内容模块化，结合学生的学

习兴趣，形成套餐式教学。每个专业课程教学都研究

并提出其基础教学内容和目标。 

（3）及时反馈总结：在具体的课程体系中各课

程的教学安排上，教师研究与探索线上课程与实践

课程并重，将课程知识单元化。根据学生专业及学习

兴趣和计算机专业能力的需要，采用多种探究式教

学方法实施课程体系教学，并对教学过程与效果进

行收集整理，定期组织课题组成员讨论与总结。 

 

图 2  课程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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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算机通识类课程教学体系建设 

4．1  教学团队组建及分工 

为了课程教学体系能够有效建立，须组建教学团

队，团队的核心成员均为高校教师。团队将工作进行

合理分配，其中具体工作内容主要包含进行相关调研

工作，并对学生进行访谈，确定课题研究的方案和实

施步骤；根据各成员擅长的领域分配制作课件、习题；

课程负责人敲定课件终稿，进行课程录制；制定基于

课题的课程教学大纲、教学活动和任务设计等工作。

目前，教学团队正积极推进学校各学院各专业的模块

化教学。 

4．2  “3F”基础课程教学体系设计 

教学团队旨在引入基于 GBL 和 PBL 相结合的

教学理念，分类分层应用多种教学资源形成多元化教

学模式，同时考虑文理科学生知识结构侧重不同，构

建大学计算机通识类可持续发展体系。 

简单、统一的课程体系无法应对不同专业学生的

需求，需要对各专业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培养内容进行

分类研究。在此基础上，打造“夯实信息素养、重塑

思维能力、构建学习系统、驱动知行合一”的“3F”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体系（如图 2 所示），结合“X+Y+Z”

教学模式进行实践，令专业方向不同的学生均能够在

新构建的课程体系中完成自我提升。 

（1）夯实信息素养：为实现计算机基础课程对基

本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从实际情况出发，构建面向

多元化与专业分类教学的计算机基础课程体系并应用

实践。在体系建设中重点着眼“Foundation（基础）”

教学，设置“X”种“大学计算机”课程。理工科侧重

培养计算思维和信息素养，文科、艺术类和管理类侧

重培养计算机应用技能。 

（2）重塑思维能力：围绕相应的计算机技术，设

置适应不同专业需求的计算机技术基础课程，培养学

生应用特定计算机技术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方法。

在体系建设中重点着眼“Format（设计）”教学，设置

“Y”种“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理工科侧重算法设

计与程序开发，文科、艺术类和管理类侧重数据管理、

信息处理等。 

（3）构建学习系统：随着计算机技术在各个专业

领域应用的不断深入，推动计算机技术不断与不同专

业内容背景相融合，实现跨专业设课和面向专业应用

能力培养。在体系建设中重点着眼“Fuse（融合）”教

学，设置“Z”种教学模式。电气专业开设“工程程序”

课程、机电专业开设“工程与计算科学领域的计算机

问题”课程等。部分专业课程设置如表 1 所示。 

表 1  新教学体系各学院计算机通识课开设课程概况 

学院 专业 课程 

电气与
电子工
程学院 

自动化 

1.大学计算机基础A 

2.C语言程序设计 

3.Python程序设计 

4.工程与计算科学领
域的计算机问题 

…… …… 

数学与
统计学
院 

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 

1.大学计算机基础A 

2.C语言程序设计 

3.Java程序设计 

4.数据库程序设计 

…… …… 

新闻与
传播学
院 

数字媒体技术 

1.大学计算机基础B 

2.数据库程序设计 

3.图片与视频剪辑 

4.人工智能导论 

…… …… 

公共管
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1.大学计算机基础B 

2.MATLAB程序设计 

3.图片与视频剪辑 

…… …… 

…… …… …… 

4．3  教学模式“双流”驱动 

课程教学体系在计算机基础教育中使用了混合式

线上线下的教学模式，实现对学生的综合培养，线上

教学包含了哔哩哔哩网站课程、微课、计算机 1816 

Online Judge 在线系统等学习平台。这些平台不仅是

对课堂教学的一种辅助性支撑，同时通过学生不断创

新与练习，促进了课程资源建设。线下教学将会加大

讨论力度，使学生能够充分了解和认识讲授知识的重

点难点，也会促进学生兴趣的产生。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模式不仅丰富了教学体验，

而且也大大丰富了教学内容。由于企业技术热点会随

着时代变化产生变化，课程会适当加入最新前沿进展；

同时加强与学生的实时交互沟通，根据学生的学习情

况，更新讲解的知识点。另外，在线上教学中通过学

生和教师的反馈，更新课程视频，目的是让选课学生

更加全面的理解课程内容。 

4．4  课程评价数字化 

在新的教学体系课程评价当中，学生的成绩根据

平时作业、测验、考试和课堂讨论综合评定。其中，

平时作业占比 20%，测验占比 10%，考试占比 60%，

课堂讨论占比 10%。平时作业和测验通过云平台“雨

课堂”来布置电子作业，利用数据分析来分析课堂上

学生的学习行为，使得教学体系更加数字化。部分作

业要求互评，学生提交作业后应参与互评，不参与互

评的，将只能获得题目分数的 50%。课堂讨论根据学

生在线上交流区内的活跃度进行评分。考试也会在云

平台上完成，总评成绩 60 分为合格，85 分以上为优

秀。 

5  在线教育与体系融合的实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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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目前地方高校计算机通识类课程存在的教学

实践问题，新教学体系通过在线教育的形式来让学生

拥有更加丰富的教学资源，学习内容。教学形式更加

生动，平面的课本内容变得可感可知。在线教育是运

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教与学互动

的新型教学方式。它有利于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

性化、终身化的教学体系，有利于建设“处处能学，

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
[10]

。 

目前，教学体系的建设和实践探索正在推行当中，

在课程考核层面具体分为平时作业和课程测验两部分。

两个部分均在线上云平台“雨课堂”进行，平时作业

学生既可以在课程中留言询问老师课堂中不理解的知

识部分，同时也可以在课程讨论区发布评论。在课程

测验中，学生提交作答试卷，将实时产生成绩，并且

会详细给出测验中每一题的正确答案，让学生及时发

现、弥补知识缺漏。同时，教师可以通过在线的成绩

分析学生什么方面知识还有所欠缺，并清晰的可视化

（如图 3 所示）。 

 

图 3   C 语言课程测验成绩分布 

新的计算机通识课程体系通过分类分层和模块化

教学，针对不同专业的需求，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课

程内容，从而提高了学生的参与感和学习兴趣。在实

施该新教学体系后，学生的平均成绩显著提升。例如，

在 2023 学年，在《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平均分从

75 分提升至 83 分，合格率也提高了 20%。根据课程

结束后的调查问卷，85%的学生表示新的教学模式使

他们对计算机课程更加感兴趣，76%的学生认为课程

内容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此外，引入的混合式学习

模式（线上线下结合）在学生中获得了积极反馈，参

与线上学习的学生在课程理解和应用能力上比传统课

堂提高了 15%，具体情况如表 2 和图 4 所示。 

该教学体系从 2020 年开始制定方案并逐步开始

实施，在实施过程中实时针对学生需要和企业实际需

求进行完善和调整。这两幅图表展示了学生在时间跨

度内的成绩和满意度变化。 

数据显示，从 2020 年至 2024 年，学生的平均成

绩与满意度均呈现出逐年稳定上升的趋势，分别接近

85%和 84%。这一正相关关系表明，随着学术表现的

改善，学生对教育质量和学习环境的认同感显著增强。

这不仅反映了教育机构在教学方法和资源投入上的有

效革新，也可能与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参与度的提高有

关。 

表 2  新教学体系课程实践教学效果 

指标 改革前 改革后 增长率 
平均成绩 78分 83分 5% 

课程合格率 70% 90% 28.57% 

学生兴趣满意度 50% 85% 70% 

在线学习参与率 40% 85% 112.5% 

 

此外，在教学体系的不断完善下，也促进了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形成良性循环，进一步推动教育成果

的提升。总体而言，这些数据不仅揭示了教育质量的

持续改善，还为未来的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了重

要依据。 

 

 

图 4   学生成绩与满意度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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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束语 

计算机通识类课程作为高校学生接触计算机的

“第一课”，它在许多实用领域范围都能够得到应用，

比如：工学、农学、医学、社会管理等等。但是在对

计算机通识课程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学习内容不适配、

教学资源缺乏等问题。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设计

新的通识类课程教学体系是一个解决当前困难的方法。

在新的教学体系中不仅构建了具有地方综合院校特色

的“多元分层”课程教学体系，促进课程资源建设；

同时还结合了技术应用热点与学生反馈进行教学资源

更新。新的教学体系为计算机相关专业的学生提供了

便利，也对其他交叉学科的教学改革有极大促进作用。 

在新课程教学体系的建设过程中，不仅促进了教

学资源的优化整合共享，也打破了许多高校、专业之

间的壁垒，降低了学生的自主学习门槛。在后续的建

设中，团队将继续丰富完善教学内容，探索更高效的

教学模式，加强对课程的维护，根据各使用单位、高

校师生的反馈进行补充完善，为高校教学水平的提升

做出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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