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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两轴三阶递进”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郭晓丹  段雨梅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计算机与软件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摘要】随着技术的发展，社会的推进，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也在慢慢发生着变化，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目的也在社会发展中

一直被重点关注。关于高等教育，也从关注知识的获取向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推进 ,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培养思维入手，

在《软件定义网络》课程中结合“一基两轴三阶递进”的人才培养目标进行了教学改革，教师从教知识向教思维进行升级。

【关键词】高阶思维；人才培养；专业建设

1背景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邹广严校长在 2021年春季学期工

作会上讲话中提出了基于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的“一

基两轴，三阶递进”教学目标 [1]。

作为应用型高校的教师，教学研究是对应用型人才

培养与教育教学实践的现象、问题与规律进行学术研究

的活动，教学改革是教师基于这类现象、问题与规律的

研究、思考和借鉴，对人才培养与教育教学实践与活动

进行改进、改革与创新。以专业为依托面向人才培养开

展的教研教改包括以各级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委托的狭

义教研教改，借助教研教改或者带有研究与改革元素开

展的教学建设如课程、教材与实验教学中心建设等 [2]。

课程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基本单位，一线教师主要以课程

为依托开展人才培养与教育教学实践。

2改革思路
世界著名教育家布鲁姆创立的“教育目标分类学”

中将知识分成了“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

等六个维度，其中后三个维度属于高阶认知，邹校长将

此六个维度的认知能力向教学目标进行了转化，进行了

分类，见下表：

表 1教学层次目标对应表

教学层次

目标

知识传授 素养培育

低阶：领会 中阶：应用 高阶：综合

认知能力 理解记忆 学以致用 创新

思维培育 基本逻辑思维 迁移性思维
系统性思维、批判性思维、

创造性思维

3课堂教学设计改革应用
本研究以成都锦城学院的《软件定义网络》课程作

为改革对象。《软件定义网络》是我校云计算技术与应

用专业的方向课，本课程里面需要识记的专业术语和理

论知识偏多，学生也反馈有一定的理解难度。而进行教

学改后本课程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包括系统性

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本课程融合了多学科

知识，通过学习当前最新的网络体系架构软件定义网络，

使学生达到能够将网络知识系统化，同时通过批判思维

理解 SDN产生的原因，批判性地理解新系统架构的优缺

点，最后能够发挥创造力，结合编程能力，设计出能体

现 SDN优势的小型网络。

在研究了“一基两轴三阶递进”的教学目标分类方

法后，本研究对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了新的整理归类，

同时进行了教学设计上的改革。

3.1 教学内容改革
传统的教学，教学内容会以教材为中心，以教材的

思路为教学思路，本次改革跳出了原有的教材内容，因

为软件定义网络作为一门新兴技术，市面上的教材比较

少，选用的教材也只仅仅反应了该教材团队的一种思路，

而本次教师对市场应用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深入分析，

不以教材为中心，而以行业和社会需求为出发点，以学

生毕业就业需求为培养目标，重新调整和组合了碎片化

的知识，让课堂讲授的内容理论与实践并重，形成一个

完整的应用型知识结构。

在教学内容上，既重视需要记忆和理解的基本知识

点，强调了基本概念的重要性，又突出了不同学科、不

同章节、不同理论的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同时还加入了

生活中的实例进行了类比，让学生从多维度来掌握软件

定义网络的知识，从而让学生明白知识不是孤岛，知识

也不是凌驾于生活之上存在的，从教学内容上就让学生

体会到知识存在于生活之中，学以致用才是目标。

整个课程的教学内容就以“SDN网络中的流量攻击

问题的分析及解决方案研究”这个课题为中心，将所有

的知识串联在一起，从一开始就展示给同学们，让学生

学习有目标，有方向，了解学习进度，能够及时预习和

自学，引导学生从掌握理论到掌握方法，最后通过团队

合作完成解决方案。

3.2 教学方法改革
“一基两轴三阶递进”划分了不同的教学目标，又

将不同的内容进行对应的划分，但这并不是将教学内容

彻底按照思维进行了切割式划分，而是从教学一开始，

每个环节都包含了对学生不同思维的调度，比如一堂课

中，既有基本逻辑思维的锻炼，又有迁移性思维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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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升华。

以“OpenFlow协议通信流程”这个知识点为例，它

其实是“SDN网络中的流量攻击问题的分析及解决方案

研究”这个案例中需要掌握的流量分析能力的重要环节。

首先课堂上，要求同学们思考这个知识点与案例

的关联性何在，鼓励同学们积极发言，找到知识内在

的关联性，当同学们明确了学习目标后，再开始讲解

OpenFlow协议的通信流程。

然后，通信流程本是抽象的过程，对比于以前，这

就是低阶知识里面的“理解、记忆”知识点，而在此次

改革中，这个通信流程的知识可以变成锻炼同学们中阶

思维——“迁移性思维”的良好案例。将网络的通信流

程类比到生活中的人流控制、车流控制，甚至是水流控

制等领域，让学生自行发现这些“流控”之间的内在关联，

让他们发现规律，最后总结规律，再应用到 OpenFlow协

议本身的通信流程中，更是锻炼了他们的高阶创造性思

维。

最后，此“孤立”的 OpenFlow协议通信流程知识点，

又回归到与“SDN网络中的流量攻击问题的分析及解决

方案研究”相结合，让同学们思考，这个案例中又是如

何分析攻击流量，攻击流量的转发又有什么特点等问题，

让同学们课后小组讨论并思考，为最终的课程案例项目

结题做准备。

4总结
此课程要求每个同学都参与到高阶项目“SDN网络

中的流量攻击问题的分析及解决方案研究”中，刚开始

的改革让很多同学不适应，他们已经习惯了听，而要求

他们“提问”，则有很多同学不适应。老师通过各种方

法鼓励大家积极提问，积极质疑，到课程结束时，大部

分同学变成了主动问问题，主动要求展示，收获的不仅

仅是知识，还有自信。案例问题的解决也让同学们体会

到了学有所用，这对于同学们来讲也是更大的学习动力。

将“一基两轴三阶递进”的思想融合到《软件定义

网络》的专业课教学中，这也是一种以成果为导向，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从教知识向教思维转变，让学生们

乐于解决实际问题，同时也让他们具有更强的团队合作

能力，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甚至是逆向思维的能力。

这次案例的成功实施，也验证了“一基两轴三阶递进”

的思想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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