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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面临的学时数减少、强化计算思维能力培养等挑战，提出以包括教学内

容改革、教学模式改革、考核方式改革在内的全面教学改革的应对思路。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与更新，引入MOOC/

SPOC和翻转课堂等新型教学模式，强化对体现计算思维能力的知识的考核与过程考核。教学改革取得了良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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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view of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College Computer  Course,such as declining study hours and 
strengthening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bility,it is proposed that the reforms of teaching contents,teaching modes and 
assessment patterns should be carried out.The new teaching modes,such as MOOC/SPOC and flipped classroom,are 
introduced and the assessment of knowledge and process demonstrating the ability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is strengthened.
Thus good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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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计算机技术已

与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密不可分；积极主动应用计算机

技术，将会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学习质量和生活品味。在信

息化社会，无论现在学习哪个专业，将来从事何种工作，都

要学习一些计算机知识和技能，培养计算思维能力，这对于

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和创新创业能力，促进个人的专业能力

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大学计算机”是一门面向非计算机专业学生开设的学

习计算机知识的入门课程，是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教学的核

心课程，是大学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近几年，“大学

计算机”课程的教学改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培

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和计算思维能力[2,3]，二是引入了MOOC教

学和翻转课堂[4-9]。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也进行了大学计

算机课程的教学改革实践探索，并取得了良好成效。

2  教学改革的必要性(The necessity of teaching reform)
我们从2015年底开始谋划“大学计算机”课程的教学改

革问题，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主要因素：

(1)教学时数减少。和许多学校一样，我校在新版的人才

培养方案中压缩了“大学计算机”课程的学时，由原来的68

学时(理论34学时+实验34学时)减少为51学时(理论17学时+实

验34学时)，由3学分减少为2学分。

(2)教学内容增加。为应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

网、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2015年

12月，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正式

发布了以培养信息素养和计算思维能力为导向的《大学计算

机基础课程基本要求》(以下简称《教学基本要求》)，基本型

教学方案设定的理论课教学内容包括计算机基础知识、计算

理论与计算模型、计算机硬件基础、计算机软件基础、算法

基础、程序设计基础、IT新技术、计算机素质教育等模块。

在学时数减少1/4的同时，还要强化计算机基础理论知

识的讲授，重视培养学生的计算机问题求解能力和计算思维

能力。作为地方高校，入学测试表明大多数学生的计算机操

作能力较弱，因此还不能弱化学生对计算机常用软件操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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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训练，这是我们“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面临的重大挑

战。

基于对省内外高校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改革的学习调

研，经多次相关教师集体研讨分析，确定实施包括教学内

容、教学模式、考核方式改革在内的全面的教学改革来应对

上述挑战，力争在学时数减少的情况下，保证并努力提高

“大学计算机”课程的教学质量。

3   教学改革实践(Teaching reform practice)
《教学基本要求》对“大学计算机”课程设定的教学

目标是：全面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计算机科学素养和计算

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计算机应用水平和计算机问题求解能

力，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1]。我们教学改革的目的就是

落实教指委的《教学基本要求》，在理解计算机基础理论知

识的基础上，重视培养学生的计算机问题求解能力和计算思

维能力。

3.1   教学内容改革
按照我校新版人才培养方案对“大学计算机”课程的

学时分配，17个理论课学时全部用来讲解计算机基础理论知

识，常用软件的操作讲解与训练安排在34个学时的实验课上

进行。相比以前，实际上是减少了学生的上机操作时间(以前

部分理论学时用于讲解操作，实验课完全留给学生进行操作

练习)，为保证学生的上机操作练习时间，我们面向学生免费

开放了实验室，只要是实验室没课的时间，学生都可以来实

验室自主学习。结合我校学生实际，对《教学基本要求》中

规定的教学内容进行了适当调整。

理论课教学内容包括：计算机问题求解、计算机中的

数据表示、计算机硬件、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网络与网络安

全、数据库与数据管理、算法与程序设计、多媒体技术与虚

拟现实。为提高内容的针对性与实用性和拓展知识面，在介

绍计算机基本知识的基础上，提供了“如何选购一台符合自

己需要的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启动过程”“如何在校园接

入互联网”“多媒体数据压缩”等实用案例，以及一些有趣

的拓展性阅读材料。程序设计语言介绍的是近几年得到广泛

应用并适合非计算机专业学生学习的Python语言。

实验教学内容主要包括计算机的组成、计算机中的数

据表示与计算、指令的执行过程、操作系统与工具软件、多

媒体技术基础、文字处理与文档编排、幻灯片制作、数据处

理、网络应用等内容。在北京理工大学虚拟实验平台上完成

了计算机硬件系统虚拟拆装试验、计算机中的数据表示与计

算、字符编码与信息检索、一条指令的执行过程、广域网通

讯与邮件传输等虚拟试验。

文字处理与文档编排、幻灯片制作、数据处理等试验内

容由于学生基础差别较大，采用了分层引导式的学习模式。

给学生提供的实验内容和素材涵盖基本操作、简单应用和综

合应用三个层次。对于基本操作已经比较熟练的同学，直接

练习具有一定难度的综合应用题目，并提供附加资源培养学

生使用这些软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于具有一定基础的

同学，可在阅读实验教程、观看MOOC/SPOC中对应的视频

的基础上，完成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题目；对于基础较差的

同学，教师通过讲解、示范、设定期限学习MOOC/SPOC课

程中指定资源等措施指导他们尽快跟上总体学习进度。以保

证所有学生都能够熟练掌握教学要求中规定的操作内容，并

且能够使得部分同学得到更高层次的综合应用能力。

3.2   教学模式改革
为在减少学时的情况下，保证并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在理工类专业进行了教学模式改革尝试，引入了MOOC/

SPOC、翻转课堂等新型教学模式。选用了北京理工大学李

凤霞教授主持开发的《大学计算机》MOOC资源，经过对

MOOC资源的合理裁剪与补充，组织成河北大学SPOC。

在算法设计、计算机中的数据表示、网络信息安全等教

学内容上组织了翻转教学。对于翻转教学，主要包括课前准

备、课上讲解和总结点评三个阶段。课前准备阶段，提前2

周将翻转内容布置给学生，给出相关参考资料，并借助微信

群、QQ群、电子邮件和当面答疑等方式指导学生以小组为单

位进行准备。课上讲解阶段，每组选派一名同学(或由教师随

机抽取一名同学)，面向其他同学讲解本组准备的课程内容，

时间一般为6—10分钟，讲解结束后，听讲的同学可以围绕讲

解内容提问。总结点评阶段，教师针对同学的讲解进行适当

的点评和总结，肯定讲得好的地方，对不足之处进行补充，

对错误之处进行纠正，有针对性的指导学生如何准备、如何

讲述、如何制作PPT等，并引导学生对相关内容进行更深入的

思考。

3.3   考核方式改革
配合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改革，在“大学计算机”课程

的考核中，期末考试实行了比较规范的教考分离模式：理论

课考试由非本学期任课教师根据教学要求命题；实验课上机

考试试题从题库中抽取。强化和规范过程考核，主要从上课

出勤、课后作业、单元小测、综合实验、MOOC学习与测试

等方面考查。

学生成绩由两大部分构成：期末考试成绩(占60%)和平时

成绩(占40%)；期末考试成绩由理论考试成绩和上机考试成绩

构成，平时成绩由理论课平时成绩和上机课平时成绩构成。

配合考核方式改革，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1)明确教学要求

由于任课教师不参与命题，为保证教、学、考的一致

性，以教学大纲为主要依据，结合实际教学内容，编写了规

范、具体的《“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要求》，包括理论教

学和实验教学两部分，明确列出各章节的知识点，以及对

知识点的要求，理论部分分为了解、理解、掌握、应用等层

次，实验部分包括掌握、熟练掌握等层次。作为任课教师教

学、学生学习、命题教师命题的共同依据。

(2)改进理论考试

理论考试考察学生对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知识、基本

的算法设计、基本的计算能力、基本的应用能力的理解与掌

握。改变以往只在上机考试时附带20个选择题考核理论知识

的形式，改进的理论考试采用纸质试卷，试卷由选择题、填

空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计算题、设计题和应用题构成。

应用题目考察多个知识点的综合应用。既有对基本概念、基

本理论知识的考察，也有对计算、设计、应用能力的考察。

(3)规范上机考试

上机考试考察学生对Windows、WORD、Excel、PPT

等常用软件及网络应用的操作能力。试题从题库中抽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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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操作、WORD操作、Excel操作、PPT制作、网络应

用等模块组成。

(4)强化过程考核

为督促学生平时用功学习，避免只等期末突击的现象，

我们强化和规范了作为平时成绩主要依据的过程考核。对于

理工类(MOOC组)学生，平时成绩由出勤、作业、上机单元

小测、综合实验、MOOC/SPOC学习、在线测试、翻转课堂

构成。

40分的平时成绩构成如下：理论课部分：出勤、课堂

提问、翻转课堂、作业，共12分；上机课部分：出勤、上机

单元小测、综合实验、实验报告，共16分；MOOC部分：

MOOC/SPOC学习、在线测试，共12分。

3.4   教学改革效果

为了评估教学改革成效，我们对比了理工类学生改革后

和改革前的期末上机考试成绩(由于2015年没有理论考试，只能

对比期末上机考试成绩)，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在学时

数减少1/4，又强化了基础知识讲授与计算思维能力培养的情

况下，通过2016年的教学改革，学生的上机考试成绩不仅没有

降低，还有一定的提高，说明学生的学习质量提高了。

表1 理工类学生期末上机考试成绩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final computer examination results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内容 平均成绩 及格率    优秀率

2015级 67.8分 73.7% 12.4%

2016级 70.4分 78.1% 17.6%

提高 2.6分 4.4% 5.2%

根据课后对学生问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教学改革得

到了绝大多数同学的认可，如表2所示。

表2  面向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

Tab.2 Survey data from students

对教师教学

满意度

对教学内容

满意度

认为MOOC/SPOC

对学习有帮助的

认为翻转课堂

对学习有帮助的

96.3% 94.8% 91.3% 89.5%

从表2可以看出，学生对教师教学和教学内容的满意度都

很高，超过或接近95%。对MOOC/SPOC、翻转课堂等新型

教学模式认可度较高，超过或接近90%的学生认为这些新型教

学模式对学习有帮助。新型教学模式给学生提供了形式多样

的学习资源，学生在准备翻转教学内容期间，不仅组内同学

相互讨论，也增加了与教师的交流探讨，强化了师生互动

和生生互动，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的积极性主动

性，学生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课程学习中，提高了

学习质量。

4   结论(Conclusion)  
包括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模式改革、考核方式改革在内

的教学改革取得了良好成效，今后还要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深化、拓展和完善，以更好地发挥出“大学计算机”课程对

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与综合素质的重要支撑作用：

(1)进一步扩大MOOC/SPOC、翻转教学等新型教学模式

的实施范围。从学生的反馈来看，MOOC/SPOC、翻转教学

等新型教学模式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丰富了学习资源，激

发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通过强化基于计算机的

问题求解、算法设计、数据库与数据管理、计算机网络与信

息安全等知识的讲解及相应的训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信息

素养和计算思维能力。

(2)进一步规范与强化过程考核。过程考核考察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的表现与学习效果，规范与强化过程考核的目的在

于督促教师和学生把更多的精力与时间用于平时的教学与学

习，提高教学质量。在前期教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和

规范对学生平时MOOC/SPOC学习、单元测试、翻转课堂表

现的考核与评价，增加严格规范的期中考试环节。

(3)进一步增加各专业类教学内容的区分度。我校的“大

学计算机”课程面向所有非计算机专业类学生开设，目前分

为艺术类、文科类、经管类、理工类和医学类。根据各专业

类的人才培养目标及专业素质发展需求，进一步增加各专业

类教学内容的区分度与教学方式的灵活度，更好地满足各专

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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