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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程序设计课程是计算机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对培养具有实践能力的计算机类人才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因此建设程序设计“金课”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了课程的特点及教学现状后结合金课建设标准，融合

OBE理念，该文从课程的教学方法、程序自动评分系统、教学资源平台建设等方面对“金课”的建设进

行了探讨，不仅为程序设计金课建设提供了思路，也为其他金课课程的建设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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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gramming is the core basic course of computer specialty,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supporting 
role in cultivating compute talents with practical ability.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uild a “Golden Course” of programming. After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eaching status of 
programming course, combining with the construction standard of “Golden Course” and the 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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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this paper makes a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Golden Course” of programming 
from three aspects: teaching mode, automatic scoring examination platform of program, teaching re-
sources platform construction, which not only provided ideas for the “Golden Course” construction of 
programming, but also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other “Golden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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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程序设计课程是计算机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是后续其他专业课程的基础，也是培养学生程序

设计及编程能力的重要基础课，因此在计算机专业课程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2. 程序设计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2.1. 传统教学方法无法适应新时代学生群体的要求 

传统程序设计课程教学中通常是教师先进行知识内容的讲授，然后学生进行相关的练习实验，基本

上是一个单向的知识传授过程，理论知识以灌输式教学为主，学生学习及记忆知识，但遗忘知识的速度

快，后续的练习实验反馈通常也较为滞后，时效性不强。这对于程序设计这种通常开设在大学一年级，

并特别强调实践动手能力的课程而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学生通常更喜欢能看到一个及时检验自己编

程能力的结果，因此需要根据课程内容特点的不同，重构教学模式，增强教学反馈的及时性[1]。 

2.2. 传统的考核评价方式无法真正反映学生的实际学习效果 

目前课程考核基本都采用过程化考核加期末考核的方式进行，这样能一定程度上能减少学生平时不

认真学习，全靠考前突击的行为模式。但无论是过程测试还是期末测试大部分仍是采用纸质卷面考试的

方式进行。这种考核无法准确评判学生的真实程序设计水平和编程能力的高低，对于工程认证中对学生

知识掌握和能力培养的精细化评估更是难以把控。 

2.3. 传统教学资源匮乏  

在现在的数字社会时代，传统教学仍然是一次性讲解的教学模式，学生课后复习全靠记忆，并且在

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也很难做到能解答所有学生的疑惑，无法做到完全以学生为中心。因此可以建设

SPOC，利用现有教学条件及网络资源，考虑引入授课视频录播，方便学生课后复习，查漏补缺，以及通

过使用录制小视频的方式进行各种常规问题的解答[2]。 

2.4. 对能力培养支撑较弱 

传统程序设计课程通常是学生的第一门专业入门课，因此教学上通常注重各知识点的学习，但缺乏

对知识的运用，尤其是综合运用，这也不符合工程认证中强调的对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培养。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1145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黄敏 等 
 

 

DOI: 10.12677/ces.2022.1011452 2895 创新教育研究 
 

3. 工程认证背景下程序设计课程“金课”建设思路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国际通行的工程教育质量认证制度[3]。2016 年 6 月 2 日我国正式加入工程教育

互认协议《华盛顿协议》，逐步开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以进一步提高我国工程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促进工程专业学位的国际互认。协议认为本科工程教育是要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同时工

程教育专业认证遵循 3 个基本理念：成果导向、以学生为中心、持续改进。基于学习成果产出的教育

Outcome Based Education 简称 OBE，强调教学应围绕实现学生预期的学习成果进行设计、组织和实施[4]。 
程序设计基础课程作为核心基础课程，首先应在确定课程目标的基础上确定课程目标。在教学过程

中，全程应围绕以学生为中心，讲练融合以提升程序设计能力。通过使用程序自动评判系统平台可对学

生编程的正确性、完整性进行实时判定，并给出错误提示，使学生在编程时能得到及时的反馈，可有效

拓展学生课外自主练习的空间。另外该平台可以分析学生各知识点得分情况，从而能及时了解学生能力

达成情况并做出相应的调整与补救，从而能更好的实现课程目标。此外，结合学生实际情况，通过构建

个性化的 SPOC 资源，作为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 

4. 课程改革措施 

4.1. 教学模式改革 

根据工程认证的基本要求，课程改革首先应当从传统的以教为中心转为以学为中心，因此整个教学

过程中，应坚持一切以学生为中心的基本原则。 

4.1.1. “讲练融合”的授课模式 
作为程序设计类课程，学生实践动手能力是评价课程目标是否达成的终极标准。传统的实践类课程

教学安排上通常是将理论授课与上机实践两部分做了明确划分，先进行课堂的教师讲授，上机实践安排

在后面。从实际情况看，对于程序设计基础类课程，这种时间上明确的前后分割不是很合理，教学效果

不甚理想。学生普遍反映，理论讲授课堂上的程序编写基本都能理解听懂，但到了后续上机实践环节，

则会遇到各种问题和障碍。并且理论课和上机实践课时间安排上一前一后存在时间差，很多曾经理解的

内容可能会有所遗忘。 
因此程序设计基础课程应采用理论与实践结合更为紧密的授课方式。可以将教学搬到机房：教师先

讲授部分内容，之后学生立刻进行相应的编程实践练习，遇到问题能及时解决，同时通过练习加深理解、

巩固掌握，并不断在教师讲授与学生练习间进行合宜切换。这样总体上能有效的提升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效果。课程模块 1 和模块 2 的教学特别合适采用此种模式，学生能及时验证各种新知识，解决前期各种

入门问题，有效提升学生对编程的兴趣和信心。 

4.1.2. 全程案例教学 
首先，对每个知识点应采用对应合适的例子进行说明。作为程序设计的第一门入门课程，需要向

学生介绍各种程序设计的基本概念、基本结构，讲授时难免枯燥、乏味、抽象，因此为了让学生能快

速掌握其使用、理解其意义，应该结合实际多举例进行编程示范。例如对于 if else 选择结构，可实现

数学中的分段函数计算；对于 swtich case 语句，可用于实现计算器里的加、减、乘、除运算；对于 do 
while 语句，可使用用户密码多次验证登录的例子进行说明；对于多重循环结构，可处理数学中排列组

合计算问题。 
除了简单问题的解决，工程专业认证体系下还要求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作为程序设

计基础课，在具体培养方式上，可以将一个复杂工程问题逆向分解到每个知识单元模块进行训练，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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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教学过程。例如，以设计开发完成一个“基于 C 语言的学生成绩管理系统”为例，可以将系统各个

功能模块的完成划分至对应教学模块：在数组章节实现对学生成绩进行排序、在函数模块化章节实现对

成绩排序功能子函数的书写及调用、在结构体章节实现对学生个人信息的完善升级、在链表操作章节实

现增加和删除学生成绩记录、在文件章节则要求将录入的学生信息保存到文件等等。 
这样，通过将一个完整复杂的工程问题分解到每个教学模块的方式，化难为易、循序渐进，能有效

逐步提升学生解决复杂工程的能力。并且，通过不断完善解决一个复杂工程问题，也能让学生更深刻认

识到各部分知识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背景及真实意义。 

4.1.3. 采用分组式教学 
传统教学方式为教师面向所有学生，但教师承载有限，实际上很难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事实

上，可以挖掘学生内部潜力，充分利用优势学生资源，选取优秀学生作为组长，成立学习小组，同学之

间互帮互助。这样后劲学生遇到问题除了问老师之外，也可以找组长，大大扩宽了解决问题的渠道，在

课外学习中显得尤其重要；另一方面，对于优秀学生，也能通过帮助同学查看程序、解决问题提升自己

在程序设计、找错、纠错的能力及沟通表达力，从而形成班级小组协同互帮互助的良好学习氛围。 
这种分组学习模式除了常规的组长负责帮助组员查看解决各种编程问题之外，在不同的教学阶段，

可以采用更为灵活的运作模式。比如在模块 1、模块 2 教学阶段各小组长可以对一些典型例题进行直播

讲解；在模块 3 教学阶段，对一些难点，比如链表的各种操作，可以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翻转课堂，小组

长带领小组成员对操作过程进行详细的分析讨论，然后由一个代表进行讲解，老师进行提问点评。总之，

可以充分发挥学生内部潜力，让所有学生程序设计能力都有所提升。 

4.2. 自动评分考试系统 

作为实践性极强的程序设计课程，教学中几乎所有环节从作业、实验、测验、到考试都涉及判定程

序代码是否完全正确的问题。传统的程序设计课程对程序正确与否的判定通常是以教师及助教人工批阅

的方式进行的，但由于程序设计的灵活性，及多样性导致人工判定的方式很难全面客观的判定代码的正

确率，且耗时耗力效率低，不能及时将问题反馈给学生，因此宜使用具有自动评测程序正确与否的程序

自动评判系统。 
1) 题库梳理建设 
首先，需要根据课程内容按知识点进行题库建设。每个知识点可按难易程度划分为 5 颗星：1~2 星

为简单基础题，3~4 星为提高题，5 星为挑战题，这样能充分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也方便更好

地了解掌握学生学习情况，进行针对性的管理；同时，对每个题的测试点应该要充分全面考虑各种边界

情况，使得程序的评判具有完整性。完成后在完成相应章节的授课后以题集方式将题组织好发布给学生

进行练习。 
2) 系统使用 
在一个教学单元完成后，使用程序评判系统布置对应的作业，可分为 3 类题集布置，分别是基础题

集、提高题集、挑战题集。其中基础题集和提高题集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完成，挑战题集作为选做扩展，

这样划分有利于学生能有梯度、有层次的进行练习。另外，该评判系统在学生完成程序代码的上传后，

能立刻对学生该次提交的代码进行评判，并将评判结果及错误提示反馈给学生，学生可在修改代码后再

次提交。除了平时作业练习外，该评判系统也可以进行单元测试、阶段性测试及期末考试等，并且该平

台能自动分析统计每次作业或测试学生每个知识点的得分情况，方便教师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水平及教

学目标的能力达成度，以便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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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设 SPOC 平台 

由于程序设计基础课程通常是大一学生的第一门专业核心必修基础课，对后续课程影响较大，关系

重大，严格要求每个学生必须掌握，因此不宜采用难以把握控制的纯 MOOC 线上教学，更宜采用在传统

课堂教学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种网络教学资源的混合式教学模式[2]。 
线上线下授课内容的划分策略为：线下传统课堂教学重点在于知识的引入，注重串联知识之间的关

系，知识结构框架及编程能力的培养上；线上教学资源则侧重于知识点细节的掌握、知识边界的扩展。

从而实现线上线下有边界有层次的有机融合，更好达成学生能力的培养目标。 
课程线上教学资源建设采用引用和自建两者结合的 SPOC 方式进行：一方面引用中国大学 MOOC 在

线课程平台中对应的优质课程，该 MOOC 课程与本地传统课堂教学内容基本一致，有完整课件、教学视

频、作业和测试等教学资源，可供学生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及拓展知识面；另一方面，为照顾不同层次

的学生，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需要针对本地课程教学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有针对性的增加相应教学

内容。比如可以根据课程重点、难点及教学中经常遇到的各种问题划分出各类主题，制作出相应的各种

主题小视频。例如：针对课程的难点可以制作相应小视频，比如链表各类操作，创建、遍历、增加、删

除、查找等；由于课程学时限制，一些辅助性操作，比如不同开发环境下程序如何调试也可录制成相应

小视频；此外对各章节典型例题的讲解也可以做成小视频，可供学生课外观看；总之，这类小视频可以

让学生充分利用课外时间进行高效的学习，灵活方便，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

习需求。 

5. 结语 

实践证明我校在计算机专业的程序设课程教学中以培养学生的能力为导向，改革了教学方法，并通

过程序自动评判平台的使用充分锻炼了学生的编程能力，同时引入 SPOC 资源，线上线下教学有机结合

也大大提升了教学的灵活性，并满足不同层次学生学习要求，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符合工程认证的

理念，并达到了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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