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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teaching scheme for Web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course in IoT Engi-
neering Majors. A Web based store system is used for this course to introduce all the technique 
details used for this system, such as Servlet, JSP, JDBC, EL and JSTL, and MVC design pattern. All the 
technique details are probed into the classes gradually, which consequently makes the students 
better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each technique. Additionally, as for the way of assessment, the 
assessment methods based on flexible learning are adopted to strengthen the self-absorption of 
extracurricular knowledge and complete the assessment of the project tasks, so that the students 
can truly flexibly adopt the acquired knowledge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The teaching practice 
proves that the curriculum plan proposed in this paper is effective and provides experience for 
othe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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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物联网工程专业的Web应用开发课程，设计了一套实用的课程教学方案。课程以一个网上商城

项目贯穿始终，分别针对Servlet技术、JSP技术、JDBC技术、EL和JSTL技术，以及MVC设计模式进行讲

授。授课过程中循序渐进，逐渐深入，将技术的学习渗透到项目的每一个环节中，让学生真正理解Web
开发中每一种技术的本质。同时，在考核方式上，采用柔性学习为基础的考核，强化自主吸收课外知识、

完成项目任务的考核，使学生真正做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教学实践证明，本文提出的课程方案效果

良好，为其他院校的课程设计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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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联网工程专业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工科专业，在 2012 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物联

网工程专业属于工学中的计算机大类[1]。我国于 2012 年确定了第一批设置物联网工程专业的高校，并于

当年开始招生。大连民族大学作为民族类工科为主的高等学校，于 2013 年开始物联网工程专业的招生和

培养工作。 
在移动互联网应用繁荣发展的时代，Web 开发技术是开发这类应用必不可少的技术之一，相关人才

的招聘需求量大[2]。因此，作为计算机大类中的一个专业，我校物联网工程的培养方案中加入了《Web
应用开发》课程，作为专业选修课程，主要目标是通过 Web 应用系统开发技能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应

用系统设计与开发的过程，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目前，国内高校开设 Web 开发相关课

程的计算机相关专业非常多，但物联网工程专业开设该课程的却比较少。由于两个专业的课程体系之间

存在一些差异，不能简单地把计算机专业或软件工程专业的课程教学方案移植到物联网工程专业中。此

外，我校作为民族类高等学校，具有非常强的民族特色，在制定此类课程的教学方案时，需要考虑学生

的特点。本文以大连民族大学物联网工程专业的《Web 应用开发》课程为例，结合专业和学生特点，制

定了一个供参考的教学方案。教学实践结果表明，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掌握了 Web 开发的相关技术，

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较大的提升。 

2. 课程性质及教学目标 

根据物联网工程专业的培养方案，《Web 应用开发》课程定位为物联网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的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专业选修课程。该课程实践性强，是从事移动互联网软件系统开发所必须的课程之一，

对培养学生的服务器端开发能力、提高编程技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起着重要作用，

为专业的后续课程起着理论和实践铺垫作用。 
结合我校学生的特点，该课程的教学目标明确为：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 Web 应用开发和运

行平台的搭建，熟悉以 JSP2.0 为主的动态网页开发技术，其中包括：JSP 技术、Servlet 技术、JavaB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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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 EL、JSTL 等[3]。培养学生进行动态网页设计的基本技能，使学生能够熟练地利用 JSP 技术进行

中等难度的动态网页编程，并最终基于 MVC 模式，综合运用 Web 前端开发技术、JSP 开发技术、JDBC
技术等进行 Web 应用系统的开发。 

《Web 应用开发》的先修课程是《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和《Web 前端设计》，可以对后续的《软件

开发综合实训》、《物联网工程专业综合实训》等实践环节提供有力的支持[4]。该课程共 48 学时，其中

理论学时 32，上机学时 16，学分为 3 学分。 

3. 课程内容设置 

课程知识点的设计是实现课程目标的前提，在理论授课部分，《Web 应用开发》课程将首先阐述该

课程在物联网应用系统中的作用和地位。在物联网应用系统中，Web 应用开发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很多应用系统在开发客户端系统时，都是基于 Web 技术开发的。本课程以一个网上商城为例，引出课程

的内容设置。要开发一个网上商城，需要用到的技术包括 JSP、Servlet、JavaBean 和 JDBC 等，核心技术

涉及的学时安排如表 1 所示。 
上机学时的安排是结合理论授课的安排来进行，为了能让学生循序渐进的理解表 1 中所列出的知识

点，每一个技术知识点都安排了实践环节，具体的安排如表 2 所示。 
系统开发需要的集成开发环境为 Eclipse 或者 MyEclipse，因此，在第一次课上，将会介绍如何在

Eclipse 或者 MyEclipse 两种环境下搭建 Web 应用开发的环境，并带领学生完成第一个 Web 应用项目的

开发和运行，整个过程将录音录像，并制作成视频供学生课下观看学习。另一方面，由于 Web 应用大都 
 
Table 1. Curriculum knowledge point and time arrangement 
表 1. 课程知识点及学时安排 

知识点名称 理论学时安排 主要内容及目标 

Servlet 技术 8 学时 理解 Servlet 的运行机制和生命周期；掌握 HttpServletRequest 对象和

HttpServletResponse 对象的使用；掌握 Cookie 对象和 Session 对象的使用。 

JSP 技术 4 学时 了解 JSP 的概念和特点，熟悉 JSP 的运行原理，掌握基本语法、脚本元素、指令以

及动作，掌握 JSP 隐含对象的作用、常用方法的使用；理解 JSP 和 Servlet 的关系。 

JDBC 和 JavaBean 6 学时 
掌握 Web 应用中使用 JDBC 访问数据库的步骤；了解 JavaBean 组件的基本概念和

作用；掌握 Web 应用中编写和部署 JavaBean 的方法，并能够运用 JavaBean 封装数

据库的连接过程；掌握如何运用 JSP 技术和 JDBC 进行 Web 应用开发。 

EL 和 JSTL 6 学时 
了解 EL 在 Web 应用中的地位和作用，掌握 EL 基本语法、EL 隐含对象的访问规则。

了解 JSTL 在 Web 应用中的作用；掌握 JSTL 核心标签库的使用，熟练运用 JSTL 进

行 Web 应用开发。 

MVC 设计模式 6 学时 了解两种 JSP 开发模型的工作原理及其优缺点；理解 MVC 设计模式并运用 MVC
设计模式开发 Web 应用。 

 
Table 2. Lab experiments arrangements for this course 
表 2. 课程上机环节的安排 

知识点名称 实践学时安排 主要内容及目标 

Servlet 技术 4 学时 使用 Servlet 技术实现商城的用户登录功能、购物车功能。 

JSP 技术 4 学时 用 JSP 技术和 Servlet 技术结合实现网上商城的登录、购物车功能。 

JDBC 和 JavaBean 4 学时 建立网上商城的数据库表，并结合 JSP + Servlet + JDBC + JavaBean 实现用户

的注册、登录、信息修改、购物车等功能，实现商品信息的增删改查功能。 

EL 和 JSTL 4 学时 使用 MVC 模式对网上商城系统进行改进， 
实现表现层、控制层和模型层的分离。 

https://doi.org/10.12677/ae.2018.84059


王法胜 等 
 

 

DOI: 10.12677/ae.2018.84059 392 教育进展 
 

是基于 HTTP 协议，第一次课也将着重介绍 HTTP 协议的工作过程，以加深学生对 Web 应用工作过程的

理解，从而有助于学生后续学习中理解相关的知识。 

4. 教学方法与组织形式 

Web 应用开发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因此，在教学方法上，任课教师在理论教学部分采

用案例教学法，每次课都要结合商城项目去讲解该知识点对系统开发的作用。课堂授课过程录音录像，

制作成视频，以方便学生课下学习和理解。同时，每周开展两次课堂答疑，不定期开展在线视频答疑，

以多种方式去辅导学生，解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 
上机环节以学生自己操作为主，任课教师解决学生上机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在上机结束阶段检查

学生的上机程序，然后就上机过程中遇到的共性问题进行讲解。在教学实践中，学生上机环节中出现问

题最多的是第一次实验，主要问题如下： 
1) Tomcat 配置问题。多数学生在运行 Web 应用时，启动 Tomcat 发现错误，但不知道如何去解决。

这时，学生往往会采取卸载 Tomcat，然后重新安装。 
2) 端口号的设置。Tomcat 端口号默认为 8080，当出现端口冲突时，很多同学都不知道如何去修改

Tomcat 的监听端口。 
3) 编译路径的配置。在 Web 开发课程中，需要用到很多的程序包，因此需要频繁的配置编译路径。 
针对以上问题，任课教师在授课及辅导实验过程中，可以提前录制好相关的操作视频发给学生。 

5. 课程考核方式 

《Web 应用开发》课程的成绩评定分为平时成绩、上机成绩和期末大作业成绩，其中平时成绩占 20%，

上机成绩占 40%，期末大作业占 40%，如表 3 所示。 
平时成绩评定的主要依据包括：课堂表现和学习态度(课程的出勤情况、问题回答情况、课堂测验等)，

主要考察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专注程度和学习态度。 
上机成绩通过考核学生预习效果、知识运用、编码习惯、代码调试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能力，

共四次上机实验，每次 10 分。每次实验分为上机过程分和实验成果分，各占 5 分，每次上机都要检查学

生上机的任务完成情况，并在上机完成后提交上机成果。 
期末大作业是对学生学习情况的全面检验。通过大作业重点考核学生Web应用开发技术的掌握程度，

考核学生运用所学编程知识分析系统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采用 JSP、Servlet、JDBC 等技术，运

用 MVC 设计模式，完成 Web 应用系统的开发，重点考核学生的问题设计及分析能力和实际编程能力。 

6. 结论 

本文针对物联网工程专业的《Web 应用开发》课程，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教学方案，包括教学内容的

选择、教学方法与组织形式、课程考核方式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参考意义。本文提供的教学方案经过了 
 
Table 3. Course achievements compositions 
表 3. 课程成绩构成 

成绩构成 评价环节 备注 

平时成绩(20%) 课堂表现 出勤情况，问题回答情况，课堂测验情况 

上机成绩(40%) 
功能性评价(50%) 上机过程考核 

验收考核(50%) 上机结果考核 

期末大作业(40%) 期末大作业 界面设计，系统功能，系统实现及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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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的教学实践，表明该方案可操作性强，教学效果良好，学生的能力得到较大提升，为兄弟院校的相

关专业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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