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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今新时代的发展下，信息技术以及数据技术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然而诸类技术发展的依托则是较为

专业的计算机软件技术。在新时代下，应当怎样构建计算机软件专业的教学模式，来为当下社会的发展提

供建设性的计算机专业人才？传统的计算机专业教学注重理论知识以及少量的实践教学环节来开展相应的

教学模式。而随着当下教育的改革，更加注重“教学做合一”的原则，因此，提倡将学生所学的以及教师

所教的能够在往后的社会工作中派上实际用途。本文针对当下新时代计算机软件专业教学新模式的构建，

进行简要探索并且给出相应的教学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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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下市场对于计算机软件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

扩大，相应的各大计算机专业院校的招生规模也随之进行
了扩大。因此，如何在当下高校扩招的大环境下，来进行
有效的计算机软件教育课程的开展也备受关注。为了应对
在教育资源上的限制，以及当下社会日益增长的对计算机
专业人才的需求，当下计算机教学除了需要提高学生基础
的理论知识以外，还需要让学生拥有丰厚的计算机软件实
践的经验，为社会计算机软件行业的发展输送有用的专业
人才。然而传统的教学已经很难满足在教学资源限制以及
社会需求下的教学任务，因此急需对当下计算机软件专业
的教学相关新模式进行探讨与构建。 

1  当下计算机软件专业教学存在的问题 

1.1  教学模式落后 
计算机软件技术作为一项实践性以及工具性较为强

的专业技术，在教学环节中教师对相关多媒体技术进行有
效的运用并且开展教学课程。多媒体可以将计算机软件相
关教材内容以生动并且直观的形象展示给学生。但是通过
此方式进行的教学，依旧是按照传统的教学模式，即老师
教授，学生被动听取知识。然而学生无法对相应的知识进
行进一步的深化了解，并且很难掌握知识的运用技巧。此
教学模式严重地阻碍了学生对于计算机软件专业学习的
积极性以及主动性，不符合当下新时代教学的需求以及新
时代下社会对计算机软件专业人才的硬性需求。 

1.2  学生综合素质良莠不齐 
高校在对相应计算机软件专业的课程教学上，太注重

于针对理论基础知识的讲解，并且对学生实践环节以及其
所掌握的知识未得到合理的使用，从而导致计算机软件专
业无论是对知识点的使用、还是实践能力上的培训均存在
相应的不足，导致学生综合的学习素质相对较差。 

1.3  教学内容过于死板 
相对于计算机软件专业的教学而言，此专业教学内容

相对来说较为独立，具体可归纳为 c 语言或者 Java 等，
其相应的理论知识较为多元化，包含语言程序的设计、算
法的构建以及数据结构、软件工程等多项环节。无论是对
于操作系统、数据库还是针对网络建设的多个阶段，学生
在面对庞大的知识体系时，相关学习积极性容易受到打
压，并且相应的知识内容也过于复杂枯燥，需要引用新的

教学内容来提高学生对于相关专业学习的积极性。 
1.4  教师经验缺乏 
教师作为教学环节中重要的角色，承担着培养专业人

才的职责。然而，在大部分高校的计算机软件专业中，其
教师经验相对较为缺乏，且随着高校的扩张又导致了师资
力量的不够。此外，高校本身对于教师后续的培训不够重
视，导致许多前沿的软件技术未在教师团队中进行培训以
及实践，从而致使相应的计算机软件教学不够专业、不够
前沿。 

2  新时代下计算机软件专业教学新模式的构建 

2.1  与教育机构合作教学模式 
第一，对人才共同规划的培训方案。学校可以与相关

专业教育培训机构共同制定完善对于计算机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进行相应的确定，即确定相应的培养计划以及培养
目标。在当下社会发展的驱动下，计算机软件行业的具体
工作职责也随之细化，新时代下计算机软件行业的人才需
要应对不同的社会需求，而走向多元化以及系统化。加上
当今的技术发展方向以及科技的创新，计算机软件行业逐
渐形成的分层次的格局，在此局面格局中，主要是以计算
机系统工程师、软件技术开发、数据库管理以及系统管理
系统维护等多种岗位。而对相应专业人才的培训需要应对
不同的培训机制以及不同的教学方式。高校以及计算机教
育培训机构进行合作，共同测定适宜的人才培训方案的教
学方针，确定各个板块的行业标准，来满足计算机软件行
业中对于不同人才的需求，同时也为相关综合性人才的打
造，提供相应的理论知识体系。 

第二，参与到整个教学环节。计算机培训机构对企业
人才的需求十分了解，因此计算机培训机构能够有效地开
展相应的课程，来满足社会以及企业对于专业人才在工作
职能以及技能上的需求。高校在开展计算机软件专业课程
的设计中，需要与教育的培训机构进行有效合作，无论是
对课程内容的设计、课程选材、选题方面的设计均可以进
行有效合作。此外，教育培训机构也为高校计算机软件专
业的学生提供了相对实际的实践环境。可通过各种多元化
的实践任务以及实习岗位来提升学生对于专业知识技能
的认知以及使用。此外，高校还要与培训机构共同制定在
教学环境中针对学生的考核以及评价的过程。具体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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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培训机构的专家到高校进行策划以及考核制定等相
关工作。使得学生无论是对知识的掌握和实践技能的运用
都能更加熟练、更加灵活。让学生更好的适应社会工作岗
位，以便在往后更好的完成相应的工作任务。 

第三，共建完善的师资团队。计算机专业尤其是软件专
业模块，具有较强的实践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软件专
业相关的技术也在进行不断的变革。而教育培训机构市场的
应变能力较强，能够积极有效地拓展相应前沿性的知识到实
际的教育培训环节中。因此，通过将高校与教育机构的师资
力量进行整合，采取相互学习的形式；一方面可以使得培训
机构能够对高校的教学体系、教学管理模式进行有效的学习
与吸纳，运用到培训教育环节中。另一方面，教育培训机构
前沿的专业知识、及时的专业信息以及行业走向的判断，与
学校进行分享以后，在拓展学校教师的认知以及专业水平上
都有很大的提升，从而做到相辅相成。具体的实施环节可由
学校派遣相应的软件专业教师到培训机构进行学习，以及培
训机构也派指定的负责人到高校进行教学研讨与实践。全方
位的提高教学的前沿性以及先进性。 

2.2  以CDIO为基础进行实践教学模式 
第一，构建实践教学模式。将 CDIO 当代高校计算机

软件专业中，为学生构建实际实践教学模式其应当结合当
下课程，并且严格按照 CDIO 教学模式所倡导的在实践中
进行学习，以及项目教学的指导思想。具体的实践教学模
式，可通过企业实践的项目，来开展学校专业的综合项目，
再具体到课程实训项目，最后下发至课程单元实践项目。 

第二，确定教学思路以及教学方式。当下高校计算机
软件专业在遵循 CDIO 教学模式以及实践教学体系的前
提下，应当制定以 CDIO 为基础的实践教学任务以及相关
实践教学体系。将具体的实践项目进行科学化的细分，并
且通过相应的规划、设计、运作、以及实施环节，对各个
项目进行精确把控。在教师的正确指导，以学生主动学习
进行教学实践的开展。 

第四，提高教师的教学实践能力。CDIO 实践教学模
式的有效开展，需要教师提高相应的软件知识以及管理技
能。计算机软件专业针对软件项目的开发能力以及项目综
合管理能力是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说当下的专业教师需要
具备软件开发工程师相应的能力。因此高校可以定期的组
织软件专业的教师到相关企业进行学习以及工作研讨。鼓
励教师投入到企业工作环节中，来提高其自身的业务水平
以及项目统筹能力。此外，通过相应的合作，教师还可以
深入地了解企业文化以及相关工作指导，从而有效地将其
制定到相应的教学任务中，来提高学生对于企业的认知以
及相关工作的了解。 

第五，优化现有学生考核体系。在 CDIO 实践教学模
式中，是以学生作为模式教学的主体。因此，对于学生相
关考核以及评价过程，是落实到整个项目实践环节中。其

主要考核的方式是对学生专业知识理解掌握程度来进行，
同时，通过开展的实践任务来对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以
及知识应用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专业创新能力方面进行
全盘考量。最终对知识、能力、素质进行考核与评价，来
完成一套具备科学性、合理性的评价体系。 

3  以软件工程为导向的教学模式 

3.1  内容整合 
计算机软件专业其相互课程之间有较强的知识交叉。

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当适当的把握相应的教学时间以及
进度，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排序。为了避免课程之间因
为知识交互，而进行无效的重复讲解。在开展相应的教学
之前，各任课老师应当协调相应的教学进程，从而节约教
学时间，提高教学效率。 

3.2  实施时间 
软件工程作为导向的相应计算机软件专业教学的开

展，在具体的实施环节，需要体现课程的实效性以及同时
性。所谓同时性是指在实际的教学中将知识交叉相对严重
的学科在同一学期进行有效的教学开展。而有效性是针对
学生学过的内容，能够进一步的领悟及深化，从而使得在
后续的学习中不被遗忘，因此需要合理的安排相应的课
程，进行分时段的对知识进行回顾以及温习。而各学科之
间有交叉干涉的知识可再次进行合理的排序，来达到有效
的教学。 

3.3  多元化教学模式 
在计算机软件专业的教学模式中，充分利用学生讨论

以及参与的形式，启发学生对于知识的认知。通过激发学
生对于专业知识学习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改善传统教学
中以老师作为教学主体的现象。此外，通过综合性教学的
环节，还可以提高学生对于问题综合分析能力以及相应的
解决能力。通过此教学模式可以有效地培养学生对于软件
项目开发的意识以及观念。在现有课程的基础上，通过教
学环节中所使用到的管理信息系统、软件综合实践课程以
及课程设计等相关案例进行进一步的教学效率提升，从而
增强学生对于专业知识实践的动手能力。 

4  结语 

在新时代的教学环节中，如何提升在计算机软件专业
的教学质量，需要当下高校教师对相关教学模式进行研
讨，合理地引用前沿的专业知识到实际的教学环节中。通
过与教育机构进行相互的合作来提升彼此之间对专业的
认知以及教学的有效管理。同时，开展相应先进的教学模
式，如 CDIO 等，来对学生实践能力进行全面提升。 

 
作者简介：石磊（1982.5——）男，陕西鄠邑人，硕

士，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计算机与软件专业大类。 
 

【参考文献】 
[1] 连卫民，王秀玲.构建计算机软件人才教育的新模式[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1）：93-94. 
[2] 毕智超.计算机软件专业教学新模式的构建[J].陕西教育（高教），2018（12）：52-53. 
[3] 杨鹏.高等院校计算机专业教学模式探讨[J].计算机光盘软件与应用，2011（6）：213. 
[4] 荀丽丹.计算机软件教学中项目教学法的应用探析[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2（36）：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