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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基于新工科教育背景计算机语言课程教学改革探析 
◆潘红艳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宁波  315012） 

 
摘要：计算机语言类课程各具特点，其 终教学目标在于促使学生具备

良好的编程习惯及编程思维，进而培养其实践操作编写能力。计算机语

言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与新工科教育背景下计算机类专业

教学需求不相适应。本文针对计算机语言课程教学现状进行分析，提出

基于新工科背景下的改革路径，具体从优化教学模式、加强实践性与创

新性课程教学以及提升语言类课程内容衔接度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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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计算机语言类课程覆盖面较广，除计算机相关专业在内的多

数理工及科学应用类专业，所涉及的计算机语言包括 C 语言、
C++语言，JAVA 语言以及 Python 语言、PHP 语言在内的主流编
程语言，旨在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编写能力[1]。计算机语言课程
作为新工科的重要教学部分，探讨其教学改革路径，对计算机类
专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计算机语言课程教学现状 
（一）课程内容与社会衔接度不高 
创新型及技能型人才是新工科教育背景下计算机语言类的

教学目标，这就需要教学内容保持较强的丰富度。然而，当前部
分高校计算机语言类课程的教学内容关于实践应用部分较少或
难度系数不高，致使大学生编程语言的创新能力不足或实践操作
水平无法有效提升。学校应对当前市场环境及行业需求予以掌
握，以此丰富并完善实际课程教学内容，若其长期与社会需求相
脱离，将影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与发展。由此，新工科教育背
景下，计算机语言类课程需要对教学内容尤其是实践教学知识予
以及时更新，使其以更为丰富的形 呈现与教学活动当中，并提
升体实际教学效用。 

（二）教学方式过于单一 
受传统教学模式影响，当前计算机语言课程教学依然采用常

规式方法,即首先由教师讲解理论知识，其次列出例题进行更深
层次讲解，在此之后，教师引导学生进行练习， 后布置作业由
学生完成。语言类课程对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有较高要求，教师
采用的这种教学方式显然与学生能力发展及培养需求存在一定
偏离[2]。例如，教师选用的例题大多是教材中已有题型，而当前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但由于计算机语言类课程教材内容却没有及
时更新，因此部分例题较为陈旧，不利于学生的思维发展及培养。
此外，教师在练习及作业的设计方面参考例题难度，却较少对其
进行加大难度训练，部分实践能力较强、知识吸收较快的学生无
法得到更大提升空间。因此，这种传统型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
的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的挖掘与培养。 

（三）教学课程重理论轻实践 
计算机语言类课程对编程语言的实践应用较为重视，理论知

识的教学目的在于为学生的应用实践奠定理论基础，进而便于实
践操作。目前教师一般采用理论知识与其应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授课，但在实际过程中，部分教师对计算机语言类课程的 终教
学目标不清晰，开展课堂教学过分重视理论教学，而对实践部分
较为忽视，更有甚者实践应用部分完全缺失。还有些教师虽然有
一定比例的实践练习，但其实际难度不高，不具备挑战性与创新
性，使得计算机语言类课程的实践教学流于形式，其实际教学效
果不明显。“新工科”教育背景下，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开发及
实践应用能力，然而就当前教学效果来看，部分高校的计算机语
言类课程的教学显然与此产生偏离。 

二、基于新工科背景下计算机语言课程教学改革路径 
（一）提升语言类课程与社会的衔接度 
计算机语言类课程的创新改革，教师以创新性教学理念进行

教学，要结合学生的个性特点及发展和实际知识水平，因材施教，
并为学生构建良好的创新实践学习环境。在课程内容选择方面，
除已有的教材，还需要引进当前社会变化趋势及行业发展需求的

其他丰富内容，确保计算及语言类课程教学保持较强的创新性及
创造性，以此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同时与社会行业拉近距离，有
目的性提升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及创新能力。 

（二）优化教学模式 
“新工科”教育背景下，教师有必要对改变陈旧的教学理念，

将学生的创新能力及实践应用能力培养作为首要地位，从传统型
以教师为教学主体地位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同时为促使学生提
升自我学习意识以及创新意识的培养具体在教学方式上可以使
用多元化方式，例如，问题导向法，即设立问题，引导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以解决问题问目标，以此培养其相关知识的掌握及以及
应用能力。在学习 Python 语言时，引导学生思考其面向对象和
传统的面向对象的区别性及关联性，它的 lambda 表达式内涵指
向问题有哪些，这些都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思考及探索能力，然
后通过编写实践掌握并理解其实际含义。此外，以实践任务促使
学生在操作过程中对相关知识进行创新及探索，也能够有效提升
学生的应用能力。 

（三）重视实践与创新性课程教学 
计算及语言类课程改革应充分结合新工科特征，对实践教学

课程予以创新。一方面，合理规划实践性与创新性课程教学时间，
适当增加其学时比重，促使学生在实践教学活动中的动手操作能
力得以强化，同时，创新课程还可以更大限度的挖掘学生的潜能，
使其创新意识得到培养。另一方面，教师需要始终坚持强化应用
教学，这就意味着可以将编程语言的理论学习相实践领会、应用
驱动教学转变。教师可以在课前准备一些与当前行业发展需求相
适应的案例，结合演示讲解知识要点，然后引导学生通过实践操
作领会知识精髓，如此也可提升实践教学的质量。 

结语 
结合当前教育部人才培养体系的方向规定，新工科教育背景

下，计算机语言类课程改革需要与当前行业发展相适应，全面培
养高校学生实践应用能力及创新能力，使其成为高素质复合型应
用人才，进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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