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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a brand new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which is one of the professional courses of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The thematic teaching mode is adopted. The teaching goals are solidly estab-
lished by determining the teaching themes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reorganizing the content accordingly. We have successfully built a mode where students are en-
couraged to conduct self-learning while teacher fully mobilizes students’ learning initiative. Such 
practice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teaching efficiency of the “Network Management and Mainten-
anc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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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课程“网络管理与维护”特点，采用专题式教学模式，围绕教学目标，以

实际应用为导向确定教学主题，结合教学主题重组教学内容，构建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教师全程引导

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以期能够有效地提高“网络管理与维护”课程的教学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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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校以“主动适应社会需求，培养学生政治素养与专业能力结合、知识学习与实践能力并重、诚信

做人与创新能力兼备的复合型创业型应用人才”为己任，强调培养学生应用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旨在为社会输送复合型创业型的应用人才[1]。《网络管理与维护》课程是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的

专业必修课，按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本课程设置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在

网络组建与管理、网络配置与维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及专业操作技能，学生具有网络规划、设计、实施

与管理的能力，紧跟信息技术的最新发展，适应行业相应岗位的需求。《网络管理与维护》是网络规划、

网络管理及维护的综合课程，实际应用性、操作性很强，先修课程有：计算机应用基础、计算机网络基

础、网络设备配置与管理、网络综合布线、网络操作系统配置与管理，后续课程：顶岗实习、毕业设计。

我系根据该课程特点，以生产环境中实际工作流程确定教学目标，采用专题式教学模式，通过学习与实

践，学生掌握网络运行、维护与管理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能够胜任网络运维管理工作岗位的需求，努力

实现我国高等教育提出的“培养具有创新型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和科学实践

应用能力”[2]的目标。 

2. 专题式教学概述 

2.1. 专题式教学内涵 

专题式教学模式是一种针对教学对象的层次和特点，打破传统的按照教材的章节体系依序授课的方

式，根据教学大纲规定的基本要求，按照课程内容的内在思想和逻辑关系，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提炼、

概括和充实，划分为若干有机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专题，再将它们组合成完整的教学内容体系，围绕专

题确定教学方案，相对集中深入地进行教学，并以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加以实施[3] [4]。 
专题式教学侧重于将一个阶段的教学内容进行系统的整合，根据课程教学需要，以某个知识主题作

为教学中心，按知识的必然联系整合教学内容，通过自主探究和合理引导，围绕主题进行研究与分析，

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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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专题式教学适用性 

专题式教学的教学目标明确，适用范围明确，在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课程教学中，适用于高年级学

生综合应用能力提升训练及实际解决问题能力提升训练。《网络管理与维护》课程采用专题式教学，还

在于本专业学生通过先修课程学习已具备基本的计算机网络基础知识、综合布线实际操作技能、局域网

组网技术、IP 编址知识、网络设备基本配置、网络操作系统配置等知识架构，对网络建设体系涉及的知

识及技能要求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知识储备和实际操作经验，具备一定的学习基础。在顶岗实习前，学

生需要在现有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整理所学知识的脉络，加深对知识体系的认识，将单一知识点向专题

知识总结转化，在知识纵横梳理的过程中提升综合认知及实践能力。 

3. 专题式教学实施途径 

3.1. 教学主题确定 

在专题式教学中，教学主题是将教学内容切合学生的需要并达成梳理知识体系的课程目标，是统筹

课程知识体系的关键点。 
《网络管理与维护》是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按照网络集成公司工作流程开设，

以工作流程中的工作任务为单元组织教学，以真实的网络工程工作任务和职场情境展开学生职业能力训

练。教研室成员对计算机网络相关职业工作岗位进行充分调研和分析，与多家合作企业的相关专家共同

制订了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确定了本课程的教学目标：通过构建一个完整的网络运行环

境，完成网络设计、网络综合布线、网络设备的安装与配置、基本安全配置、网络联合调试、简单网络

故障诊断与排除、服务流程和体系建设等网络运行维护与管理工作领域中的所有工作任务，掌握网络运

行、维护和管理的基本知识与技能，能够胜任网络建设、运维、管理等相关工作岗位的需求。在进行课

程教学前，组织学生考察并记录学校网络建设详情，选择一个中型企业及一个大型园区实地考察、学习

网络建设方案及运维方案；在每个教学任务开始前，教研室教师集体沟通讨论课程主题，再由教师进行

引导，学生参与讨论，最后拟定教学主题。比如，在观摩学校数据中心、企业网络中心机房时，同学们

就在笔记中标注了网络设备间组成了环路的问题，因此在网络设备安装与配置任务中，我们共同确定了

其中一个教学主题——“网络冗余技术”。 

3.2. 教学内容重构 

专题式教学知识的重构，要求教师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精心选择与该主题相关的教学材料，对涉及

到的知识进行重新组建，使相关内容纵横勾连，帮助学生重构知识体系，认识学科规律，进一步提升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时更可打破学科之间的限制，在教学中整合不同领域的内容和策略，进行有机扩

展、延伸掘进，合理地吸纳应用场景及其他学科的知识，丰富教学内容，体现专题式教学开放性、综合

性、多元性和生成性的特点，加速学生对学习内容的内化及长期记忆[5] [6] [7]。 
在组织“网络冗余技术”专题内容的时候，我们遵循应用由易到难、组网规模由小到大、以实际应

用场景为基础进行内容组合。按照网络冗余技术介绍、链路级冗余技术、网关级冗余技术、冗余技术的

综合应用进行教学内容准备，主要内容如下： 
1) 链路级冗余技术 
二层链路冗余技术： 
链路捆绑技术 AP (Aggregate-Port)，实现带宽提升、流量分担和冗余备份的目的。应用场景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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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P application topology 
图 1. AP 应用场景拓扑 

 
生成树技术：STP 和 RSTP (实现环路避免和冗余备份) MSTP (实现环路避免和冗余备份、实现多链

路负载均衡)。应用场景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STP, RSTP, MSTP application scenario topology 
图 2. STP、RSTP、MSTP 应用场景拓扑 

 
三层链路冗余技术： 
三层链路捆绑技术 AP，应用场景如图 3 所示。 
使用 OSPF 实现冗余和负载均衡，应用场景如图 3 所示。 
2) 网关级冗余技术 
VRRP 协议应用。应用场景如图 4 所示。 
3) 冗余技术的综合应用 
OSPF 协议、VRRP 协议、MSTP 协议综合应用实例，应用场景如图 4 所示。 

 

 
Figure 3. OSPF application scenario topology 
图 3. OSPF 应用场景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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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Redundant technology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topology 
图 4. 冗余技术综合应用场景拓扑 

3.3. 教学方法探索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既能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者、组织者作用，又能充分突出学

生的学习主体地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组织思想体现在课前、课中及课后教学全部环节。 
以“网络冗余技术”专题为例，课前阶段，为学生提供所需的各类学习资源，如课程内容讲解 PPT、

与主题关联的参考资料、学习任务单、讲解视频、操作视频等资料，上传至学校网络教学平台。学生根

据课程设计的要求，结合自己掌握的网络技术相关知识的程度，自主在学习资源库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

的资料。资料发放有较长的时间提前量，学生有相对比较充裕的时间进行课程准备，复习前导课程的知

识点，特别是网络设备配置与管理的内容。设置学习任务单时，按照教学内容组织，分链路级冗余技术、

网关级冗余技术、冗余技术的综合应用三大块进行详细任务布置，覆盖本次主题教学的全部知识点。同

时注意根据学生实际学习情况，在实际学习要求及测验部分设置不同的难度等级，如基础掌握部分、提

高部分、扩展了解部分等。在网络教学平台上开辟讨论区，教师定时网上答疑，视学生学习、讨论情况

进行引导。教师收集学生自主学习过程中的所有反馈信息后，不定时进行研讨，拟定课堂上要讨论及解

决的问题。 
在宝贵的课堂内化时间，共同研讨，引导解决问题，达到对教学内容深入理解及提升的目的。教师

提出学生自学过程中的共性问题，组织引导大家研讨、解决；再根据教学主题，提出设计的问题，引导

学生深入探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课堂教学完成后，在总结互评阶段，同学们分小组分别演示本小

组完成的任务，讲解配置过程及遇到的问题、解决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以检验前期的学习效果，巩固前

期的学习成果。 
课堂教学结束后，按学生学习程度布置本主题任务的拓展作业：1) 查阅资料，了解中、高端网络设

备提供的冗余功能并举例说明。2) 了解网络设备的堆叠、虚拟化技术。3) 了解服务器操作系统(Windows、
Linux)增加网络带宽，实现负载均衡/冗余功能。4) 了解服务器虚拟化技术增加网络带宽，实现负载均衡

/冗余功能(如 Xen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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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以提升学生解决实际应用问题为主旨，所以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关注现有市场上占有率较高、

在各行业有广泛应用的各类网络设备品牌，了解各厂商提供的产品线及各类产品提供的主要功能，学习

设备制造商提供的行业应用解决方案、不同应用场景采用的技术，如 Huawei、H3C、Cisco、Ruijie 等。

因此，在实施翻转课堂进行教学的各环节，案例教学、问题导向等教学手段也得到了大量应用。各种教

学方法的合理使用，加强了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交互，在教学过程中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尽量满足

不同个体的个性化学习需求，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4. 总结 

专题式教学通过按主题对教学内容的有效重构，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和学习容量；精心设计的专题

教学使每一专题形成一个小的知识体系，促进学生深入理解并掌握知识的系统应用。 
下一步努力方向：第一，需要定期讨论解决部分学生课前学习努力程度不足的问题；第二，适度细

化主题教学内容粒度，帮助少数学习能力不足的学生更好地适应高强度的、综合性强的知识技能学习，

使他们更有信心提高教学各环节的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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