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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软件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中所存在的内容过于简单、固定、缺乏新意等问题，提出为专业学科竞赛组

建相关学生社团，并由指导老师进行统一集训，同时以竞赛来引导实践教学内容的设置、将参赛成果作为教学案例的解

决方式。从实际效果来看，此模式丰富了实践教学的内容，提升了实践教学质量，并且培养了学生创新精神和团队合作

精神，有效提高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达到了以赛促教、学，以教、学促赛的良性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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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view of the problems i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software engineering,such as too simple 
contents,inflexibility and lack of new ideas,this paper proposes to set up student associations for professional disciplines 
competition and to carry out unified training,and to guide the setting of practical teaching content by competition and to take 
the competition achievement as practical teaching case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sults,this mode enriches the content 
of practice teaching,improves the quality of practice teaching,and trains students' spirits of innovation and teamwork,and 
effectively improves students'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This method has achieved a healthy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promot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with competition,and promoting competition by teaching an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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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互联网+”与传统领域

的深度结合，导致对软件人才的需求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

人才缺口进一步增大，同时从软件企业的用人需求来看，不

仅要求掌握扎实的计算机基础理论知识和较宽的工程专业知

识，同时应具有创新能力、有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团队协

作能力，希望引进的是层次高、应用型、复合型软件工程技

术人才[1]。因此如何培养学生理论知识、实践、创新能力相结

合、避免“高分低能”是软件工程专业的首要任务[2]。

围绕这个问题，很多高校的软件工程专业进行了相应的

教学改革[3-6]，特别针对软件工程人才培养过程中缺乏实践机

会、实践教学中时间不集中、实践内容不具 备挑战性，以

及实践平台单一等众多问题，提出压缩理论教学时间，增加

实验、实践课时；通过构建软件工程专业多元化实践平台，

将学生岗位训练分步嵌入到多元化实践平台对应环节中等方

法。但如何保障实践教学的质量，以及如何结合其他资源建

立合理有效的实践教学内容是当前高校尚待解决的问题。

2  实践教学现状及其存在问题(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practice teaching)
2.1   实践教学现状

从软件企业对研发人员的要求来看，需要毕业生有很强

的综合能力，特别是实践动手能力。从2012年起，我院软件

工程专业依据就业市场对软件研发人员的需求，逐步对专业

教学计划进行了调整[7]，总体的调整思路主要有两点：(1)教学

课程和内容充分反映云和大数据时代对软件研发人员新的需

求；(2)建立层次化的实践教学体系，重点强调培养学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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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手能力。为此，涉及到压缩、调整、合并部分课程，新开

设了python程序设计、NoSQL数据库、大数据处理技术等新

课程。同时，建立了由课程实验、课程设计，以及软件开发

实训所组成的实践教学体系，实践教学环节的课时量占到总

体课时的40%以上，总体上充分重视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

2.2   存在的问题

上述改革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明显提升了专业学生的动

手实践能力，加深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程度。然而也逐

渐暴露出实践教学环节中新的突出问题，即课程设计和实训

的内容比较固定、不够丰富、内容更新频率低和缺乏创新，

教师按部就班开设实践教学内容，学生对于无新意的内容缺

乏兴趣，学习效果受到影响。

针对该问题，提出学科竞赛与实践教学环节互相融合的

方案，通过参与组织、培训学科竞赛，促使教师更深层次地

去思考实践教学中的问题并找到解决策略，达到以赛促教；

同时，实践教学环节的质量提升也将促进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其实践动手能力，保障在学科竞赛中能取得更好的结

果，从而形成学科竞赛和专业实践教学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

局面。

3  学科竞赛与专业实践教学的融合(Integration of 
   discipline competition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teaching)

专业学科竞赛一般分有教育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或企业

组织的学科比赛。与软件工程专业密切相关的学科竞赛主要

有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中国软件杯”大赛、中

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等。这

些比赛基本上均以团队的形式进行，由3至5名学生组成一个

竞赛团体，比赛的内容通常为提供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解决

方案或者提交一件软件作品，主要考核考核学生解决运用所

学知识实际问题的能力、创新实践的能力，同时透过参与竞

赛，也能锻炼和提升信息捕获能力、团队协作意识和职业素

养。显然，学科竞赛有助于推动软件工程专业课程教学改革

特别是实践教学改革，促进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内容的不断

优化。由此可见，学科竞赛活动与软件工程专业的实践教学

的融合，对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

创新能力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3.1   竞赛组织模式

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广泛宣传、跨年级集训、创意征

集、团队选拔、指导参赛等形式把社会对软件人才知识的需

求、软件开发热门方向等内容融入到竞赛过程中。

3.1.1   营造学科竞赛氛围

在新生入学专业介绍会上，专门介绍各项专业学科竞

赛，以及学院对参与竞赛和获得比赛成绩的相关奖励措施，

让学生初步了解学科竞赛。为了创造更好的学科竞赛氛围，

院学生会创建相应的学科竞赛社团，通过社团的活动，让学

生更加深入地了解各项竞赛的特点，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明白

参与竞赛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是一个需要长期参与，并

能让自已各方面能力都得到锻炼的活动；同时也能充分发挥

高年级学生传、帮、带的作用，使得不同程度学生都能得到

帮助和指引，从而充分调动学生进行实践锻炼和参与学科竞

赛的兴趣。

3.1.2   统一集训

依照不同的学科竞赛，由专门的指导老师进行竞赛相

关培训，专业学生不分年级，均可统一参加集训。培训内容

主要分成两个部分，一方面向学生剖析不同竞赛主要考核哪

些方面的能力，按照这些要求，向学生介绍如何提高相关能

力的方式、方法；第二个方面主要为教师讲授最近竞赛中所

涉及到相关技术，特别是教学过程中未涉及或者讲授不充分

的内容。显然，通过培训和指导竞赛，能促使教师去了解当

前软件行业技术的发展趋势，对比能发现教学过程中存在的

不足，实现教学相长、以赛促教；学生通过参加培训，也能

够了解当前市场对软件研发人才的当前需求和发现自身的不

足，并进行针对性的学习和实践练习，透过培训提升能力实

现以赛促学。

3.1.3   团队选拔与指导参赛

对于程序设计类的学科竞赛，竞赛内容主要涉及到算法

设计，通过本专业范围内的选拔赛和邀请赛来进行参赛团队

组建工作，平时也由社团组织周赛、月赛和季赛等练习赛，

并据此进行成绩排名，从这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最终通过

选拔的队员基本上都在社团排名榜内有较好的名次，也充分

表明学生的实践能力确实通过持续的竞赛准备得到了锻炼。

对于作品类的学科竞赛，其竞赛内容可能涉及到多方

面，作品类别包括游戏开发、WEB应用、嵌入式系统、网络

安全、智能手机应用、大数据处理、微信应用等，主要由指

导老师根据集训中学生的表现和学生自身的意愿综合考虑组

建队伍，并尽量会保证每个开发大类均有相应的团队。

3.1.4   竞赛计划模式执行效果

从2012年至2016年间，在国家级和省部级各类程序设计

比赛中均有获奖，以参赛次数较多的湖南省ACM程序设计

大赛应用类比赛为例，五年来共获得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五

项，三等三项，正式参赛学生72人，指导老师8人，累计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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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集训的学生人数多达184人。

3.2   以竞赛促进实践教学与社会需求的融合

3.2.1   竞赛对教学内容的指导

程序设计类学科竞赛与程序设计语言、数据结构、算法

设计类课程直接相关，通常这些课程的实验、课程设计内容

主要来源于教材内容，主要考核的也是学生对各类算法本身

的理解，很少涉及算法在当前的网络通讯、社交系统、搜索

等领域的实际应用，而教师通过参与竞赛，深感教学内容的

滞后性和不足，将一些相关的竞赛题内容作为数据结构、算

法设计等课程的课程设计题目，新的内容由于体现了软件产

业的现状，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让学生更能深

刻体会所学的书本理论知识如何与实际的应用结合起来，有

助于解决如何逐步更新实践教学内容、使其不用现实发展脱

节的问题。

3.2.2   实践教学中竞赛案例的转化

课程设计与校内实训一直是实践教学环节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是各门课程的综合，涉及到课程的方方面面，基本上

这部分的内容决定了实践环节的教学质量。以往通常是开发

各类信息管理系统，内容无新意，与软件业的发展趋势不相

关，对学生的实践锻炼意义有限。但基于竞赛作品所转化的

教学案例，很好的解决了上述问题，这些案例既巩固了所学

知识点，又具有一定的创新和挑战性，提高了学生学习和创

新的积极性。

(1)校园微信

该作品从学生在校园内生活的切身需求出发，主要针对

校园内系统众多且系统间资源无法共享、校园内公共资源缺

乏统一协调管理、师生间课后交流不迅捷等问题，基于微信

公众平台，以及LBS应用和动态网页爬虫等技术，实现了校园

内系统单点登录、信息经云存储共享，从而使得学生用户方

便地访问与学习相关的校内网络信息资源、了解校园各类生

活服务信息、实现学生会部门和社团的教室预定等功能。通

过该项目的开发，对开发WEB服务、网络爬虫和云存储等内

容均进行了实践。

(2)智能浇花器

养花体现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然而养好花又绝

非一件易事，该作品主要针对此问题研发一款能实现按花卉

品种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个性化的浇水系统，其实现结合了智

能硬件设备、智能软件和互联网技术，同时也具有很好的创

意。透过该项目，可以充分地让学生实践物联网相关技术。

(3)室讯

通过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进行网络通信和信息共享逐

渐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习惯，目前网络通信主要依赖于互联

网，但由于互联网本身的局限性，不能保证人们随时随地进

行通信，此外，人们还需不断支付高额网络费用才能保证能

进行正常的网络通信。该作品针对这些情况，开发了一款基

于安卓平台下通过手机自身网络设备或公共无线设备组建局

域网进行网络通信的手机应用，通过该项目的开发，对开发

网络即时通信、P2P通信机制和数据包协议等内容均进行了

实践。

4   结论(Conclusion)
软件工程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对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

综合素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按各项专业学科竞赛要

求来指导实践教学内容设置，能促使实践教学内容紧跟软件

产业发展的需求；同时，将竞赛的成果按教学方式调整直接

转换成为实践教学的案例，能提高实践教学内容的质量，更

好地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从而能够形成学科竞赛和专

业实践教学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局面。今后主要考虑如何吸

引到更多的学生参与到学科竞赛中来，此外，对于基础相对

较差的学生，如何能使他们更好地从专业学科竞赛和实践教

学融合中获得更多的帮助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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