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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当前社会时代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各项科学技术也在不断地进步，尤其是我国的社会经济更是呈现出了迅

猛发展的趋势，各项产业也都由中国制造逐渐转型成为了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尤其是在现阶段，我国互联网信息技术、人

工智能技术以及大数据等技术不断地被应用在各行各业当中，并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成就，所以说对于高校的计算机类课程教

学而言，做出适当的改革创新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相比于传统教学来说，基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计算机教学更加能够满

足学生们的需求，鉴于此，本文简要阐述了当前高校计算机类课程教学的现状，说明了互联网 + 人工智能在计算机课程教学

中的实际应用，并详细分析了实际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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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current social era， variou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also 
making continuous progress， especially my country’s social economy is showing a trend of rapid development， and various industries 
are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made in China. It has become China’s wisdom and China’s creation. Especially at this stage， my 
country’s 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big data technologies are constantly being applied 
in all walks of life， and have achieved very good achievements. Therefore， for the teaching of computer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o It is very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to make appropriate reforms and innovation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teaching， 
computer teaching based on the Internet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students.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briefly expounds the current teaching methods of computer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status quo， illustrat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omputer course teaching， and analyzes the actual teaching strategies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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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我国近些年来的快速发展过程当中，互联网信息技术

以及人工智能技术逐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占据了

非常重要的地位，长时间发展以来，与人们的生活已经是不

可分割，再加上现如今的信息技术也是在不断地进步当中，

不仅如此，信息技术还在教学当中有着较多的应用，尤其是

对于高校的计算机类课程教学来说，信息技术能够将课程内

容进行有效的分解，从而促使学生们能够更加容易接受相关

知识，即使是抽象一点的知识内容，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和人

工智能技术将其更加完好的为学生们展现出来，从而促使教

学质量和效率得以不断提升。所以说当前高校将互联网和人

工智能技术的实际应用加以高度重视是重要任务，也是促使

学生计算机专业能力得以有效提升的重要途径。

二、目前高校计算机类课程教学现状

（一）教师方面

与其他课程相比较，高校的计算机类课程教学所涉及的

范围较为广泛，知识面也非常的广，并且关于该项课程的相

关知识更新速度也是非常快，对于学生的创新能力来说也有

着较高的要求，但是就目前来看，很多高校的计算机类课程

教学并没有加入创新改革的理念，仍然采用着传统的教学方

式，学生的主体性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而在课堂之上，

仍然是教师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而学生只是被动接受知识

教育。教师在授课时，主要也是以备课为主，并且备课的内

容大多都是课本上的内容，并不具备一定的拓展性，所以就

导致学生所受到的知识教育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课程教学

的步骤也是较为固定的，基本都是向学生传授基础知识为主，

即使是实践课程，也是由教师向学生展示实践步骤，而这一

点对于学生而言，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机会接触到计算机的实

际应用，所以就使得学生的创新能力有所降低。除此之外，当

前的计算机类课程教学在体系上以及教学内容方面上较为老

化，并没有做到创新改革，有很多实际的案例也没有跟随时代

的变化而进行更新，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其并不能跟上当

前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步伐。另外，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使

得高校计算机类课程教学的内容不能做到及时的更新，而学生

对于计算机的操作能力也有所降低，始终无法得以有效提升，

尤其是对于计算机技术的掌握也不够扎实，这也就导致学生

的计算机技术水平无法达到当前社会的良好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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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方面

计算机类的课程教学在一般情况下，有很多高校都没有

对其引起高度重视，也有很多学生认为该项课程教学并没有

实际意义，不属于专业课，再加上目前仍然有一大部分高校

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只是为了能够拿到相应的学分，所以学

习起来也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并没有对该项课程教学引起学

习兴趣，很少会主动对计算机进行探索。另外，再加上目前

各高校的计算机类课程教学管理较为混乱，高校本身就没有

对该项课程教学引起高度重视，久而久之，就导致学生的兴

趣越来越低，而高校的该项课程教学安排也只是简单的安排

一些课时进行上机学习，在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教师的教

学方式也无法激发出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所以长时间以来，

很多学生对计算机技术的积极性变得越来越低。除此之外，

有一些学生的自控力比较差，在课程教学时，不能够将注意

力集中在学习上，而是利用上课时间看视频、打游戏，在这

种情况下，由于上机教学具有较强的多变性特征，所以教师

也无法对所有学生的状态加以时刻的良好把控，这样一来，

就使得计算机课程教学的效率和质量有所降低。

三、互联网 + 人工智能在高校计算机类课程教学中的
实际应用

互联网 + 人工智能对于高校计算机类课程教学来说，属

于一种创新型的教学模式，通过该种教学模式能够从极大程

度上促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以有效增强，所以现阶段也是目

前高校实现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该种教学模式的应用可以

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主要是通过大数据技术以及云计算等

信息技术，促使教师能够将学生的学习情况加以良好掌握，

然后做出准确的分析，从而使得教学方案的制定具有较强针

对性，以有效提升教学效率和质量。

（一）计算机类课程教学的准备阶段

在开始课程教学之前，教师可以先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

来对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情况加以充分的了解，然后再结合

学生的不同专业以及学生的个体性特征来制定具有针对性的

解决方案，再结合实际情况将其不断的整改和完善，以促使

其适应性得以不断地增强，从而促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得到强

化，并激发出其自主性。在整个这一过程当中，教师需要将

学生放在教育的主体地位上，根据学生的个性化特征来制定

教学策略，以促使学生不仅能够将一些相关基础知识掌握的

较为牢固，并且也能够促使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得到良好地满

足，从而促使教学水平和效率得以有效提升。

（二）建立互联网 + 人工智能混合教学模式专用教学平台

对于计算机类的课程教学来说，不仅要注重向学生传授

相应的基础知识，同时还需要注重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那

么除了要将互联网 + 人工智能的教学模式应用到实际教学中

来之外，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构建起该教学模式专用的教学

平台，并确保学生的参与度，这样一来能够确保学生在学习

过程当中将该教学平台加以充分的利用，不仅能够促使其学

习兴趣得以良好提升，同时还能够促使其对相关技能的掌握

更加扎实，继而促使学生的计算机水平得以有效提升。

四、互联网 + 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类课程教学中的具体
教学策略

（一）线下课堂教学

基于互联网 + 人工智能背景下的计算机课程教学，教师

是需要将不同的章节内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细分，然后可以

通过小组教学方式来实现教学目标，将学生进行自行小组分

配，然后再根据每个小组当中的学生个性化特点来制定不同

的教学方式，这样能够促使一些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对基础

知识有所巩固，而一些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也能够进行知识

拓展学习，从而实现因材施教。在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教

师是不可能将所有学生都照顾到的，所以说通过该种方式，

能够促使学生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沟通和交流，各小组之间

也能够实现相互学习，而学生也可以在此过程当中，分享自

身的学习经验，从而促使其主体性地位得以突出，这样一来

也能够促使线下教学的质量和效率有所提升。

（二）将评价方式从单一性变为多样化

如何来判断学生的学习能力是否有所提升，当然是离不

开考核和评价的，而互联网 + 人工智能技术在高校计算机课

程教学当中的应用将教学方式从单一性逐渐转变为了多样性，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主动性也因此而得以有效提升，所以

对学生的评价方式也需要逐渐将其实现多样化。所谓的多样

化评价不单单是对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行评价，还需要对学生

的日常表现进行评价，从多个方面开展考核和评价，这样一

来教师就能够对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产生了解，从而适当的

改变教学方案，以确保学生的计算机能力得以有效提升。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的互联网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现代化

信息技术的发展较为迅速，那么将其应用到高校的计算机类

课程教学当中，可谓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一方面能够促使

学生的自主能力得以有效提升，对计算机的学习兴趣也能够

有所提升，另一方面也能够促使高校的教学能力得以不断地

提升，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计算机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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