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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social demand for software talen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form of practical 
teaching of software courses based on the idea of New Engineering. Guided by the demand of 
software industry, the practical system of software courses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idea of 
New Engineering, and the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model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practice sys-
tem.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is teaching model is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application of know-
ledge, an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disjointed knowledge and ability with teachers as the center,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suitable for social needs and capable of 
solving complex engineering problems of computers. 

 
Keywords 
New Engineering, Practical Teaching of Software Courses, Teaching Model 

 
 

基于新工科理念的软件类课程实践 
教学改革与实践 

王晓明*，邹先霞，张  震 

暨南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2019年4月5日；录用日期：2019年4月19日；发布日期：2019年4月26日 

 

 

 

*通讯作者。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19.93034
https://doi.org/10.12677/ae.2019.93034
http://www.hanspub.org


王晓明 等 
 

 

DOI: 10.12677/ae.2019.93034 204 教育进展 
 

 
 

摘  要 

为适应社会对软件人才的需求，本文基于新工科理念对软件类课程实践教学进行了改革探索。以软件产

业需求为导向，构建了基于新工科理念的软件类课程实践体系，并基于该实践体系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的特点是重视知识应用，着力解决以教师为中心，知识与能力的脱节的问题，

从而达到培养适合社会需求、能解决计算机类复杂工程问题的创新人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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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大众创新的快速推进，对软件人才产生了巨大的需求。2016 年，“新

工科”的研究与实践被正式提上了章程。教育部在有关文件指出，要加快建设“新工科”，要大力加强

实践教学改革，推进高校实践教学内容、方法、手段、队伍、管理及实践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提高

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 
暨南大学为社会培养了大批软件人才，毕业生受到社会广泛追捧。这说明了社会对暨南大学软件人

才这些年的改革是肯定，认可的。但随着软件技术迅猛发展，社会对软件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需

要大批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卓越应用型人才。同时，随着新技术、新产业发展，一系列“学与用脱钩”、

“知识与实践脱离”问题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凸显出来[1]。已有的教学模式主要以教师为中心，注重理论

传授，追求的不是“产出能力，而是输入知识”，这与新工科理念是相悖的[2]。基于新工科理念的教学

模式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学应该根据“学生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而设计和实施，以便使学生能

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 
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满足社会对软件人才的需求，必须大力推进软件类实践课程的建设与改革，

达到培养“适合社会需求、能解决计算机类复杂工程问题”的创新人才的目标[3] [4]。为此，本文基于新

工科建设理念，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对软件类课程实践体系和教学模式进行了改革探索，构建了基于新

工科理念的软件类课程实践体系，并基于该实践体系提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软件类课程教学模式。该教

学模式实施于暨南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本科生教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2. 基于新工科理念的软件类课程实践体系 

2014 年始，我们紧跟软件行业发展步伐，关注社会对软件人才究竟有哪些需求？我们能够培养什么

类型的学生？这些学生毕业若干年后，可服务于哪些专业领域，职业特征是什么？预期具有什么职业能

力和职业竞争力或成就。基于上面的分析，根据学校的定位和社会对计算机软件人才的需求，参考本科

专业认证标准解读[5]，设计了基于新工科理念的软件类课程实践体系，如图 1 所示。 
该体系立足于暨南大学“侨校 + 名校”的整体战略，坚持新工科人才培养理念，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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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oftware course practice system based on new engineering idea 
图 1. 基于新工科理念的软件类课程实践体系 

 
的能力为培养目标。暨南大学是一所招收境内、境外学生的综合性侨办大学。由于境外生(简称外招生)
与境内生(简称内招生)的教学背景、文化基础和就业需求等存在着差异，因此，对于内招生，积极培养学

生在软件技术方面的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能力，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外招生

着重培养在软件技术方面的职业技能和应用能力，为侨务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在该体系中，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综合实践能力，设计了多层次多类型的实验内容。整个实

验包括综合基础实验项目、综合设计实验项目和创新性实验项目三个层次，每个层次由若干个模块构成。

实验类型从简单的认知验证，到分析设计，再到综合应用，最后到创新实验，构成层次递进关系，底层

为高层提供支持。实践教学内容是实现培养目标的支撑。与传统实践教学内容有所区分，基于新工科理

念的实践教学内容以课程实验为基础，将解决软件工程问题案例、软件竞赛和国家级大学生科技竞赛题

目、科研项目和创业创新项目内容分解及提炼后纳入实验教学内容，着力解决“教与需脱离”、“知识

与实践脱离”的问题，培养“适合社会需求、能解决计算机类复杂工程问题”的创新人才。为了全面提

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采用“案列讨论 + 项目导向 + 软件竞赛 + 企业实习”混合式教学方法

与手段，实现教学与实践紧密的衔接。 

3. 基于新工科理念的软件类课程教学模式 

新工科人才培养理念是“以学生为中心，为需而教，因用而学”，坚持“做中学”。但传统的教学

模式主要注重理论知识的讲解，对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较弱，导致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较弱。针对这

些问题[5]，提出以学生为中心，产出为导向的软件类课程教学模式。该模式根据软件专业的毕业要求指

标点，设计软件类课程的课程目标。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评价等各个环节都以实现课

程目标为导向，各环节都是动态进行并循环往复的，从而形成了一个闭环反馈模式，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Framework of software course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new engineering idea 
图 2. 基于新工科理念的软件类课程教学模式设计总体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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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工科理念的软件类实验课程教学模式不再是传统的理论知识讲解为主，而是采用了以学生发

展为中心，课程目标为驱动，结合学生的个性发展和知识能力水平，因材施教，重视知识的应用，创设

一个利于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勇于实践，敢于质疑的课堂氛围。 
在课程实验教学内容上，突出模块化集成实验教学和分层次渐进式实验教学，我们设置不同的教学

模块，每一教学模块内含若干个相关实验项目和教学内容，并提供“必做”和“选做”2 种教学形式进

行实验教学。同时，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自主选题，自主设计和团队协作开展创新实验。通过模块化集

成教学，可循序渐进地提高学生的实验能力，同时利用不同实验类型和实验模块在难度、复杂度和训练

方式上的区别，使学生的实验能力有跳跃性的提高，提高其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暨南大学是一所华侨

学府，学生中既有来自内地的内招生，也有来自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的外招生，这些学生知识结构和水平

不同。突出层次渐进式实验教学体系非常适合学生的实际情况。 
在实验教学方法与手段方面，采用“项目导向+案例讨论+翻转课堂”混合式个性化教学模式与方法，

将知识作为载体，向学生传授解决软件工程复杂工程问题的思想、方法和专业技能。对软件热点技术采

用了学术讲座、案例讨论、翻动课堂的教学方式，并辅以微课、网络、移动学习为辅助教学手段。 
在实验课程考核方面，除了传统实验作业考核，加强了上机考核，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考核。成果

评价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平时表现、自身的进步情况、努力程度等。这种考核方式能使学生发现自

身问题，有利于学生进一步能力的提高和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同时，开展学生满意度调研对实验课

程目标达成度进行评价。基于评价结果，有针对性的改进课程教学。 

4. 实施成效 

基于新工科理念的软件类课程实践教学改革实施于暨南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本科生的软件类课程后，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学生的学业成绩、专业能力、国际化视野、创业创新能力及综合素质得到了提高。 
1) 学生创新实践硕果累累 
基于新工科理念面向产出的软件类课程实践体系实施以来，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得到显著提升，近

三年在各类竞赛获得多项奖励、发表了多篇论文、申请了多项发明专利。其中获 ACM 亚洲区和中国区

铜牌 3 项、国家级及省级程序设计竞赛奖项 12 项、各种信息安全大赛 8 项。此外，本专业学生参与创新

训练和创业训练科研项目达 8 项，其中国家级 1 项、省级 1 项、校级 6 项。 
2) 毕业生质量不断提升，深受用人单位欢迎 
近三年到世界 500 强企业就业人数占当年毕业生总数比例分别为 21.80%、27.44%和 29.93%，逐年

上升。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高度评价。近三年，学生就业占毕业生比例平均为 97.1%，总体就业率为 94.6%。

就业前三位的单位为互联网公司、通信公司和游戏公司，就业区域主要为广州、深圳、东莞和珠海。 

5. 结束语 

基于新工科理念的软件类课程实践体系是以社会需求为主，着力解决实践教学、实践内容和实践课

程体系相对软件产业发展滞后的问题，培养“适合社会需求、能解决计算机类复杂工程问题”的创新人

才。本文开展了基于新工科理念的软件类课程实践教学改革与实践，取得一些研究经验和成果。今后将

继续深入基于新工科理念面向产出的软件类课程实践教学改革与实，深入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达

到培养创新人才的目的，满足社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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