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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计算机软件基础教改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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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工科建设是在全新的技术革命以及社会经济背景下国内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创新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方针，也是未来

我们国家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需要，的一个全新的理念和思路。本文主要通过阐述分析计算机软件基础教学改革的现状以及

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优化对策，切实新工科背景下高校计算机软件基础课程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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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guideline for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given the context of a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s. It represents a new concept and

approach required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This paper primarily aim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us of reform in computer software foundation education and propose target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software foundation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New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Keywords: new engineering background; Basic Course of Computer Software; reform in education

引言

近几年来，高等教育事业领域的各个专家学者不断地探

索新工科的教学改革以及建设方案，在这个过程中总结和积

累了非常多宝贵的优秀经验，而且针对在这样的背景下，对

高校计算机软件基础课程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框架进行了

深入的探究，明确了教学内容和方法，健全了评价体系。从

整体的角度来说，我们国家社会已经在发展的过程中进入了

新常态，对于高校计算机软件基础课程而言传统的教学模式

确实无法满足全新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对人才培养需求的相

关问题，而怎样能够解决这些现状也是很多高校工科专业面

临的重要问题，在这样的状况下，新工科建设作为一项重大

的规划也就因此而诞生。

一、新工科背景概述

新工科建设是我们国家教育部门在 2016 年正式提出的

一个政策，目前国家在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实施互联网+的

重要战略中，主要还是以全新的模式和产业基金及技术作为

支撑，同样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各界自然而然对工程科技方

面的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需要强化工程教育的改革

创新之外，还需要推动新工科的建设与发展，新工科就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二、高校计算机软件基础课程教学现状

新工科理念的提出确实对现代化高等教育事业产生的

非常深远的影响，社会各界开始反思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下面我们主要来分析一些如今普遍在计算机软件基础课程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材内容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

计算机软件基础课程教材内容比较单一传统，而且只是

以简单的对相关的理念原理进行介绍和办公操作为主要内

容，没有涉及到大数据，云计算等一些全新的与互联网科技

相关的技术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由于该专业没有与相融

合的其他专业之前的内容有一个研究对比和设计，所以导致

整体的教材内容不能够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意识到计算

机软件基础课程对于未来发展的意义以及在整个专业行业

中发挥出的作用，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应用能力而言，确实

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二）没有更好的培养学生的计算机思维能力

计算思维是学生在解决相关问题中一种行之有效的并

且有特殊性质的思维模式，而且这种方式能够应用的范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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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广泛的，不仅包括了利用计算机软件科学的基础对相关

的问题进行解答，还包括了系统的设计以及行为的理解还有

涵括计算机科学所有的思维活动。对于学生来说，计算思维

模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让他们更加主动积极并且富有

创造性的运用在课堂上，学习道德的基本知识，作为未来发

展过程中一个有效的应用方式，但是在现如今高校计算机软

件基础课程教学中，在这方面涉及的确实比较少，绝大多数

的教材内容比较抽象，缺少实际的案例，没有能够培养学生

的这种思维意识。

（三）学生没有意识到软件基础课程的重要性

一般情况下，高校计算机软件基础课程都是学生在大一

这段时间开始接触的，而这个时候计算机专业的其他相关课

程并没有开设，所以对于学生来说，并不能够在这个阶段意

识到计算机专业软件基础课程在整个专业领域中的应用价

值，这就导致大学生不会愿意花费太多的时间精力学习软件

基础的相关课程，对课程的兴趣和积极性也有所下降。

（四）教师团队综合实践素养有待进一步提高

就目前高校计算机软件基础课程的教师团队来看，在综

合实践素养方面还存在进一步提高的空间。作为影响计算机

软件基础课程教学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正是由于教师团队

质量和水平不是特别理想，这对于教育教学的有效性来说，

确实无法提供一个坚定的保障。除此之外，高校的管理人员

没有意识到计算机软件基础课程对这个专业发展的重要性，

也没有明白计算机专业技术对其他各个课程的推动作用，绝

大多数的管理人员都会认为软件基础课程只是教会学生如

何上网，但是这些内容在中小学时期学生就已经接触过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一味地压缩课程的教学时间，无法

建立起系统全面地课程体系，促进改革工作的顺利展开，不

仅不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应用能力，同样还会导致教学的质

量和效率大打折扣。综合上述现状，高校应重视构建高质量，

且具备高综合素养的教师团队，继而才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

多元化，同时更贴合实际行业发展的教学服务。

三、新工科背景下计算机软件基础课程体系建设

新工科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的内容：工程教育的相关理念、

专业学科的结构、人才培养的模式以及教育教学质量还有发

展体系，根据目前高校计算机软件基础课程的要求以及结合

学校的实际状况，我们可以通过通识教育，程序设计，能力

培养等这几个方面推动课程体系建设的顺利展开。一般来说，

通识课程主要是以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基础课程为主，针对

刚进入大学的学生开设，主要培养的是学生的计算机思维能

力和认识，理解计算机相关原理和方法的一个课程，也是为

以后学生能够充分的参与到该课程的学习中来，创造一个更

好的基础条件；程序设计类型的课程是比较重要的必修课程，

而且针对各个专业的实际需求在选择课程内容的过程中，一

定要考虑到学生的实际状况，争取能够通过课程教学来提高

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方面的课程是选修课程，融

合了其他各个学科不一样的背景，但是这些课程的设置也能

够从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四、新工科背景下计算机软件基础教学改革的探

索实践措施

（一）建立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

与传统的工科专业相比较来说新工科背景下培养出来

的人才不仅需要具备工程实践能力，还需要有一定的创新能

力，可以满足企业和国家竞争力提高的要求，对于学生来说

除了需要能够利用目前有的知识去解决存在的问题，还可以

有能力去学习全新的知识和技术，对于整个社会产业的发展

来说，起到一个引领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全新的

经济发展背景下，由于社会各行各业对人才提出了全新的要

求，这同样也对新工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机遇。

科学合理的计算机软件基础课程体系需要根据新工科

背景下人才培养的主要需求，对整个基础课程体系展开优化

整合，进一步的提高学生学习的质量，提升教育教学的有效

性。除此之外，还需要强化专业认证方面的人才培养模式，

争取培养出系统全面优秀的人才。在课程体系建设的过程中，

一定要将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够满足学生

的不同需求，也可以让学生更好地想学习到的知识原理转变

为实际应用的能力。

（二）建立起能够支撑专业持续发展的师资团队

想要保障计算机软件基础课程的持续发展，一定要有稳

定的教师团队作为支撑，在新工科教育模式的要求之下，教

师需要具备工程实践的经验，也就是说教师不能只可以向学

生传递的基础理论知识的能力，而是更多的有实际操作的经

历，换言之只有教师的实践创新和教育教学水平有一定程度

的提升，才能够满足新工科背景下高校计算机软件基础课程

的发展。除此之外，高校需要在教师招聘、薪资福利待遇、

考核评价这方面建立符合工程教育特征的岗位要求，健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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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和发展体系机制，强化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除此之外，

高校还可以吸取企业的专业人才作为外聘教师与学校的专

任教师进行沟通交流，更好的培养社会和国家需要的复合型

计算机人才。

（三）建立多元化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社会各界对高校的发展越来越关注，教育教学质量水平

的提升已经不再是衡量高校综合实力的唯一标准，而是能不

能够在各个学科的教学改革过程中进行不断地深入和探索，

找到可以满足学生和社会上对人才需求的一种教学策略，适

应在新工科背景下课程的实践与发展。

新工科教育模式直接关系到了学校人才培养的格局和

体系，更是人才培养创新理念的实践。实践阶段，一定要建

立专业化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和教学质量评估体系，这对于

专业的持续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能够确保教学质量

评估的客观和公正，需要从各个角度通过不同的角色对教师

的教学过程展开质量方面的评估，而且评估的元素除了包括

教学内容和方法之外，还需要考虑到教师的思想道德品质和

科学研究能力。与此同时，评估过程不能仅仅只是针对教师

还需要包括对学生的评价，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所有的

评价过程都需要遵循新工科的理念。

（四）建立创新实践的平台

虽然说如今高校计算机软件基础课程在教学中确实还

或多或少的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相信只要有新工科作为背

景来参考，为整个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一个更好的依据和解决

方案，那么不仅能够创新教学内容和方法，同样也能够提高

教育教学的有效性，为社会和国家培养优秀的复合型应用人

才。众所周知，近些年来大数据，云计算等一系列先进的技

术在社会上产生的变革影响深远，随之而来为社会各行各业

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更多的保障，

强化工程实践教学对于培养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

计算机专业人才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学校需要设立健全的实

践教学体系，强化与企业之间的互动交流合作，通过实习实

训的方式进一步的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除此之外，在

新工科的背景下，学校需要加教育体系和实践平台融合在一

起，这是一种全新的人才培养机制，能够将科技成果和技术

创新融合在一起，进一步的提高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也可

以为社会和国家培养需要的创新型计算机专业应用人才，当

然实训基地的建设还需要考虑到学生的实际状况以及人才

培养的主要目标，在这个基础上健全教学评价体系。除此之

外，需要组织教师与企业的专业人才进行沟通交流，共同为

学生的持续发展助力。

五、结束语

新工科对于高校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新的理念，所以在接

下来的过程中还是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健全，同样从目前的实

际状况我们也能够明确知晓新工科教育理念一定会推动高

校计算机专业的发展，所以值得学校和教师以及学生高度关

注。除此之外，新工科背景下高校主要的目标就是为社会和

国家培养优秀的应用性专业人才，这一目标才是一切教学计

划实施的前提与基础，所以说需要在日常教学的过程中，建

立更加完善的课程教学体系，提高师资团队的教学质量和水

平，与社会上的优秀企业之间建立深入的合作交流机制，为

学生提供可以参与的条件和平台，将实践和理论结合在一起，

培养学生的计算机思维和实践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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