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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中引入了面向对象的思想和理论，对于初学者来说，理解和掌握类和对象的

概念并能使用它们编写程序既是难点也是重点。笔者针对本门课程的特点，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探索

总结了几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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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object-oriented thought in the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course, it is difficult and important for beginners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concept of class and 
object and use them to program. The author explores and summarizes several effectiv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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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ccording to years of teaching practice and characters of this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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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这门课程，是针对本科生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该课程对于学生理解面向

对象的思想，掌握面向对象分析与程序设计方法，具备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技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需要始终围绕一条主线进行，那就是：让学生掌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理论

的同时，能够运用面向对象的思想编写程序，并在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得到提高。为此，在本课

程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根据课程特点，采用合适的、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以圆满完成教学任务。本文作

者多年来一直从事这门课程的教学工作，对课程的内容有着较深的理解，并且积累了大量的教学经验，

下面介绍一下本文作者从多年的教学工作中总结出的几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2. 使用举例教学法讲解一些抽象难懂的概念 

课程开始，学生首先碰到的就是面向对象、类等生涩的概念，教师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将面向对象的

概念植入学生的脑海中，使面向对象的思想在学生的脑海中扎下根。在这种情况下，举例教学法是非常

必要的，采用举例教学法，深入浅出，使抽象的问题具体化，使学生很容易地理解面向对象、类等概念。

例如，在讲授面向对象的思想时，举例：面向对象的思想就是把大千世界看成是由对象组成的，我们把

客观世界中的所有的事物都看成是对象，石头、树，汽车、房子、动物、人，甚至表格都是对象，这样

一讲，学生很容易就了解了面向对象的思想；又例如，在讲解对象的两个要素——属性和行为时，举了

一个文具合的例子，文具盒就是一个对象，它的属性就是它的长宽高，用来描述它的形状；它的行为是

可以存放文具，取出文具，也就是对文具盒的操作；通过这个例子，学生就能轻易地理解掌握对象这个

非常重要的概念。课堂实践证明，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使学生很快理解掌握

对象、类等这些抽象难懂的概念。 

3. 使用提问式教学法促进学生思考 

课堂上为了启发学生不断思考，增强课堂注意力，增加互动，活跃课堂气氛，在讲授的过程中，需

要不时地提问，让学生回答，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学习兴趣，激发学生

的潜能，从而对所学知识印象深刻。例如，讲完一道例题后，可以提问：这道题是如何体现面向对象的

编程思想的？这样可以启发学生的深层次思考，从而更好地掌握面向对象的理论。另外，也可以采用连

环式的提问，层层剖析。同时，还可以列出一些学生易犯的错误，让他们分析思考，例如，给出下列类

的定义，让学生找出其中的错误[1]： 
  class Sample 
    {   int 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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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void Sample( ); 
        ~ Sample( ); 
        ~ Sample( int value );   } 
先让学生们自己分析，然后再给出正确答案[1]：共有四个错误 1) int i=0；数据成员在类的定义中不

能直接初始化；2) void Sample( )；构造函数没有返回值类型；3) ~ Sample( int value )；析构函数无参数；

4) 析构函数不能重载。 

4. 随时注意培养树立学生的面向对象的思想，帮助学生掌握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方法 

在讲解概念理论时，讲解例题时，都可以将面向对象的思想和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方法贯穿其中。

比如，讲解一道例题时，可以引导学生从头开始思考，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如何用面向对象方法解

决呢？然后，一步步讲解如何根据实际需要，抽象出类进行封装，如何建立对象，最后如何编写程序等

等，这样循环往复，日积月累，增强了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学生用面向对象的思想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就逐步培养起来了。例如，在给学生讲授类、对象、属性、行为、封装和抽象等概念时，

引入一个钟表的例子[2]，要求使用上述面向对象的概念编写一个钟表的应用程序，可以这样引导学生，

要编写这样一个面向对象的程序，首先，要抽象出关于钟表的有用的属性，那么关于钟表的有用的属性

是什么呢？很明显就是时、分、秒，那么就可以用时、分、秒设为私有数据成员；下一步，抽象出关于

钟表的行为，根据现实中钟表的用途，钟表的行为有两个，一个是设置时间，一个是显示时间，这样可

以把这两个行为设为公有成员函数；属性和行为抽象出来以后，通过类的声明和封装，就建立起钟表类。

代码如下[2]： 
class Clock 
{ 
   public: 
     void SetTime( int NewH, int NewM, int NewS); 
     void ShowTime( ); 
   private: 
     int Hour,Mintute,Second; 
}; 
通过这个例子，帮助学生学会编写面向对象程序时如何下手，如何抽象出类。 

5. 理论讲授和程序演示相结合，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 

在讲解完一些抽象的理论知识后，学生对于这些知识的理解还处于比较肤浅的水平，这个时候，必

须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也就是运用这些理论编写程序，现场演示一下程序的运行，然后再通过运行讲

解程序中所包含的理论和知识，这样会帮助学生深刻理解掌握所讲授的内容，也会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例如，在讲授了构造函数的概念和作用后，学生对构造函数的理解还

不是很深刻，这时演示一个包含构造函数的程序[3]： 
class A 
{  private: 
   int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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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A( )  
  { a=b=0; cout<<a<<"  "<<b<<endl; } 
  A( int aa,int bb) 
  { a=aa; b=bb; cout<<a<<"  "<<b<<endl; } 
}; 
void main( ) 
{  A x,y(2,3),z(4,5);  } 
这个程序中包含一个构造函数和一个默认的构造函数，首先让学生阅读程序，根据所学知识判断在

什么情况下调用构造函数，在什么情况下调用默认构造函数，然后给出结果，学生给出的这个结果可能

正确，也可能不正确，但从这个结果可以判断出学生在这部分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上存在什么问题；下一

步就运行程序，显示出正确结果，再根据学生的问题，分析结果如何得出。这样一来，学生对于构造函

数的作用就会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和掌握。另外，在演示程序的过程中，还可以人为地在程序中制造一些

错误，然后再给学生展示如何调试程序，无形中也培养提高了学生的上机实践能力。 

6. 抓好上机实践环节，逐步培养起学生的面向对象编程能力和调试程序的能力 

在学生掌握了一定的面向对象的理论知识和程序方法后，就可以编写程序上机实践。通过上机实践

加深对类、对象等知识的理解，提高编程能力和实际动手能力。通常，学生编写在书面上的程序，都会

包含各种语法或者逻辑上的错误，需要上机运行检验，在反复修改这些错误，调试程序的过程中，学生

可以不断积累经验，动手能力逐渐提高；通过上机实践，可以使得学生更好地掌握面向对象的理论和编

程方法，提高学生的编程能力，调试程序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开始时，实践的题目不易求多而要

求精，每编一个程序，就要求学生通过这个程序更加深刻地理解课堂上所学的面向对象的理论概念以及

如何运用这些理论概念编写程序。上机课上，要引导学生在程序出现错误时如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同时要求学生从程序运行失败中总结经验；这样循序渐进，逐步积累，动手能力切实得到提高。而且实

践证明，通过上机实践，还可以极大提高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学习兴趣。 

7. 结语 

《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是学生既感兴趣又觉得难以掌握的一门课程，难点就在于利用类与对象编

写程序。针对这个难点，在教学过程中，需要采取灵活多样、循序渐进、理论讲授和上机实践相结合的

教学方法。本文作者根据多年教学实践总结出的上述几种方法在教学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激发了

学生学习这门课的积极性和兴趣，面向对象的编程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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