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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高职计算机编程类课程的教学改革模式

【摘要】高职教育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专业性、实用性与实践性的课程性质表现，因此在高职教育基础上所

培养出的学生不仅掌握了足够的理论知识，更拥有着丰富的实践操作能力，对社会中本专业的工作适应性极强。

以计算机专业为例，编程课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贯穿了整个专业的学习生涯。对于编程课程教学来说，关键的

不仅仅是理论知识的学习与融合，更强调课程教学结果的突显，其也同样决定了最终所获得的项目成果能够符合

用户对成果应用方面的具体要求。

【关键词】高职；计算机编程类课程；教学改革模式

Probe into the Teaching Reform Mode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bstract】The most prominent feature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he performance of professional, practical 
and practical courses. Therefore, students trained on the basi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not only master enough 
theoretical knowledge, but also have rich practice Operational ability, strong adaptability to the work of this profession in 
the society. Taking the computer major as an example, the importance of programming courses is undoubtedly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fessional learning career. For programming course teaching, the key is not only the learning and integration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but also the highlighting of course teaching results, which also determines that the final project 
results obtained can meet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user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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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作为贯穿计算机专业生涯的基础能力，编

程无论是对于学生的工作还是学习生涯均有着极为重

要的现实价值，也是高职计算机专业所必备的专业基

础能力。由于编程能力的形成与构建特点，专业性的

特征优势凸显的尤为明显，也正是由于这一特性使得

其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与实践才能实现能力的提升与

专业知识的全面掌握。不仅仅需要确保对相关理论知

识的理解效果，更需要在日常的学习过程中反复练习。

一、高职计算机编程类课程教学现状

（一）编程能力培养课程群

由于计算机编程课程内容的特殊性，使得其具

有难度高、周期长等特征，尤其是针对学生编程能

力培养这一环节更是需要在课程深入研究与范围确

定方面耗费更多精力。正因如此，编程能力的提升

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想要达到能力的提升的目标

仍需要系统且完善的课程体系支持，为学生知识技

能水平的提升提供基础条件。一般情况下，为培养

学生的编程能力所设置的课程群包含离散数学、线

性代数以及高等数学等基础理论的课程类型 [1]；各

类型编程语言的设计内容、程序设计以及高级语言

探讨；软件工程、算法设计以及系统设计等算法了

解与具有实践特征的课程类型。对于编程类课程的

教学环节来说，其应具有体系化、系统化以及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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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模式应用特点，尤其是针对学生的一系列课程

均应表现出极强的拔高性与针对性。起到实践能力

培养作用的教学体系则包含编程课程群、基础公共

课程以及其他类型的专业课程，并应穿插实验课教

学、专业竞赛、课程设计以及项目合作展开等，并

需要完成教师所指定的阶段设计题目。

（二）在编程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是学风。相较普通高校，由于其自身教育定

位不同使得学生的心理也将会发生变化，在没有良好

引导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对待知识学习自暴自弃或丧

失学习积极性的问题 [2]。长此以往，高职学生将会由

于能力提升的停滞导致其无法承担角色定位所对应的

社会责任。

第二是不重视课程学习。作为实践能力转化的

前提条件，课本中的一系列知识是能力提升的重要

基础。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多数高职学生并不具备灵

活运用课本知识的能力，不仅在课堂学习过程中由

于缺失积极性而影响到学习质量，即使在课后也经

常会因为不具有学习主动性而使得基础知识在学习

后迟迟得不到巩固。再加上部分学生并没有意识到

基础课程的重要意义，在学科缺乏趣味性的情况下

不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课程内容，导致后续学习进

度推进受到严重阻碍。

图 1  某高职院校 Java Web 程序设计学期计划

第三是师资力量仍然处于不足状态。相较本科

院校，高职院校的师资力量要薄弱得多。现阶段的

部分高职院校编程课程教师自身能力迟迟无法提升，

还有部分教师由于缺乏实践经验使得在课程教学过

程中重点强调理论知识教学，无法起到夯实学生技

能基础与能力提升的作用 [3]。再加上院校中实践项

目数量过少，无论是程序还是对设计完成的程序的

测试能力均较差，因此无法落实高质量课堂教学的

相关要求。

二、高职计算机编程类课程的建议教学改革

（一）学生专业学科自豪感的提升

科技的发展与进步使得计算机行业已经成为当下

最为热门的专业学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企业对

于专业计算机编程类型人才的需求量持续增长。在这

种环境条件下，高职院校学生由于接受了专业的知识

技能培养使得其实践能力极强，在自身技能水平足够

的情况下依旧是企业高薪招聘的主要对象。相较其他

专业学科，计算机编程更关注时间能力，这就使得高

职院校学生的竞争优势更为突出 [4]。因此，作为高职

院校计算机编程专业的学生应树立起学科自豪感，只

有认识到自己的基础能力水平并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

评价才能帮助严肃学风，继而提高学习积极性与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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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高职院校学生应对自己有足够的信息，只有不断

努力才能获得更高的回报。而高职院校也应将培养学

生自信心与专业自豪感为重要的教学目标，从根本上

强化思想建设。

（二）编程类课程群的优化

在设置编程能力培养课程群时应以学生作为课程

设置核心。由于学生的学习能力有限，因此如何在短

时间内帮助学生获得最大化的学习成果一直以来均是

教师所思考的主要问题，这就需要采取合适方式强化

学科融合并对各类型学科进行改进。第一是需要明

确学科的主次顺序，在关键的课程类型上要花费更

多的精力与时间，通过长期的全面教学强化教学力

度；而对于一些次要学科应明确其辅助学习地位，

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了解与学习。也可以采

取学科融合方式，这样一来无需将原本的课程教学

内若减少就能将课时缩短 [5]。而若是主次不分明，

一些重点的知识学生将无法准确理解与灵活运用，

反而失去了课程群的设置意义；其次是需要提高对实

验课程的重视，尤其是对于具有极强实验价值的徐也

可类型，应选择单独为实验学科进行设置，只有这样

才能将理论知识与实践过程紧密结合起来。以数据库

程序和 C 语言为例，若二者单独学习由于所包含理论

知识过于枯燥因此一般无法获得预期的课堂教学效

果，继而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无法全面掌

握课程基本知识。而若是在这一课程中融入实验课程，

学生就将会从实践过程中体会到知识的运用魅力，继

而激活其学习兴趣。

（三）课程考核中笔试与机考的结合

笔试与机考是计算机专业的基本考试形式，但一

般却是将二者分开进行，与现代化的教学要求以及理

论、实践相结合的教学初衷相背离。再加上学校中部

分硬件设施已经老化，想要全部学生均能够获得上机

条件较为困难。但若在此种情况下放弃机试，仅仅进

行笔试虽然能够对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程度有深入了

解，但其重点强调的是专业理论知识是否夯实，却无

法表现出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纸上谈兵的方式终究

难以获得全面的评价结果。在实际的社会工作过程中，

不仅仅是程序编写内容，还需要对项目的阶段完成情

况有大致的了解，因此机考极为重要 [6]；但若是仅仅

进行机考，笔试缺失的情况下学生虽然能够按照固定

流程进行编程操作，但却无法真正明确知识的运用原

理。在这种条件下若依然推进后续的学习进度将会同

时出现诸多问题，严重影响学生的未来发展。笔试与

机考相结合的考试形式能够消除单独应用某一形式的

问题，在夯实学生理论基础的同时也为了解学生的实

践技能水平提供了基础条件。但需要注意的是，考试

仅仅是了解学生阶段学习成果的手段，无法从这一环

节中判断学生的整体能力，这就需要在日常的学习中

加大阶段性联系力度。只有将阶段性练习变为常态化，

并将其作为最终评价的重要成绩内容，才能反映出学

生能力提升的整体情况。编程语言类型较多，学生应

以自身的兴趣点为依据对所选择的语言类型进行重点

掌握，多门语言同时推进学习的方式将使得语言学习

难以被精通。

（四）明确实践运用在编程类课程学习中的重要应用

价值

作为理论基础上实践与应用的具体表现，对于计

算机编程来说并不过于重视过程中理论表达过程，只

需要最终的程序运行结果符合相关要求、检测准确无

误后即代表编程完毕。简单来说，实践才是评价学生

是否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技术能力的关键因素。学生可

以考虑多多参加一些编程类的竞赛，并将其作为提升

自身实践能力的重要基础，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明确

自身的不足之处以快速提升编程能力。高职院校也应

强化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并设立具有创新特点的编程

实验项目。通过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能够让学生找出

融入社会专业工作的合适渠道，在学校期间就体验企

业的项目工作，所获得的实践经验是学生未来就业的

重要基础。

（五）定位培养目标以构建最佳的教学培养模式

高职院校应将培养计算机应用型人才作为基本的

教学目标，明确未来的市场人才需求趋势，继而帮助

定位具体的特色培养目标，为提升学生的实践技能水平

提供基础条件。以院校以及学生对知识实际掌握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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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应采取模块分流、阶段目标制定的培养模式，并

突出因材施教的重要应用意义，继而培养出更多的实用

型技术人才。由于不同学生在学习能力与综合素质方面

存在着诸多差异，因此采取模块分流方式将与因材施教

的最终教学目的相符。但当前部分学生学习意志力较

差，因此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为其制定阶段目标是提

高学生学习自信心与学习积极性的有效手段。

以计算机人才技术能力水平与不同人才的层次特

点为依据，可以将学生的在校学习状态分为三个等级，

需要将这三个等级与大学三个年级一一对应，将达到

设定的年级目标作为对学生的基本能力要求。一级是

目标基础，要求所有学生必须达到这一等级才可推进

后续的教学任务；随后需要将二级与三级所包含的课

程内容整合，构建具有不同性质的课程模块 [7]。需

要注意的是，三级应在明确二级具体内容的基础上根

据不同的职业方向进行细分，所最终获得的课程结构

如图 1；二级的学习过程中，应以模块为分流依据，

一些基础较好的学生可以向着程序设计的方向继续努

力，而对于一些英语或数学基础较差的学生则应在提

高自身基础水平的同时，选定系统应用与维护的方向

落实阶段性的发展要求。

图 2 所示为不同级别的认证分类与对应，例如二

级所对应的认证应为通过资格考试的初级网络程序员。

若学生已经将自己的定位提升至三级，则可以自由对

希望发展的方向进行选择，例如数据库、软件类以及

网络模块等，但需要的前提条件是学生必须通过前一

阶段的资格认证 [8]。在这一级别，学生已经具备了在

某一专业方向上足够强的专业能力，能够独立解决复

杂化问题并具有程序的编写能力。

图 2   三级课程模块划分模型

图 3   T 型人才塔式课程的基本结构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相较普通本科高职院校更注重学生实

践能力的培养与专业技能的运用。因此，在实际的计

算机编程课程教学过程中，应将实践作为主要的发展

目标，为学生顺利实现人生目标与人生价值奠定坚实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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