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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计算思维是计算机领域的重要概念之一，是指导人们利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方法论，对计算机

教育有着深远影响。大学计算机基础是一门必修计算机通识课程，培养目标包括掌握计算机基本概念和

基础知识，信息处理能力、自学能力和实践意识等。文章以计算思维培养为目标，分析了目前计算机基

础教学现状，研究了面向计算思维能力培养的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策略，介绍了以计算思维为

导向的教学内容模块化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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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utational thinking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cepts in the field of computer. It is an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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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ology to guide people to use computers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It has a profound in-
fluence on computer education. College Computer foundation is a compulsory computer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include mastering the basic concepts and basic know-
ledge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bility, self-learning ability and practical consciousness, 
etc. Aiming at the cultivation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omputer basic teaching, studies the teaching reform strategy of college computer basic course 
oriented to the cultivation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bility, and introduces the modular design 
scheme of teaching content guided by computation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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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计算思维是运用计算机科学的基础概念进行问题求解、系统设计、以及人类行为理解等涵盖计算机

科学之广度的一系列思维活动。2006 年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主任周以真教授在权威期刊

发表论文指出计算思维的基本概念，她将计算思维简单描述为一种递归、并行、启发式的寻求问题答案

的问题描述和解决办法[1]。不同于专业的计算机概念和技术，计算思维是信息时代每个人应具有的基本

技能和生活能力，周以真教授倡导在计算机教育中融入计算思维能力的培养[2]，大学计算机基础是我国

高校普遍开设的一门必修通识课，培养目标是培养学生掌握计算机基础知识和思维能力，能够在日常生

活中利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具体的知识和技能包括计算机原理、操作系统、办公软件、网络、程序

设计语言等[3]。计算思维能力培养与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培养目标是一致的，是一种对现实世界问题

的抽象和描述过程，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也是素质教育的具体体现。大学计算机

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在不断进行，分层教学、讲练结合、案例驱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等一系

列教学改革取得了良好教学效果，但在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方面仍存在理论与实践联系不紧密等问题。

将计算思维能力培养融入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可以大大提高课程培养的有效性，将枯燥的知识与任务和

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让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认识到计算机领域科学探索的兴趣，教会他们使用信息技术

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会让他们受益终身。 

2.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现状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是高校通识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面向本科大一新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程，

培养目标是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和创新能力，讲授知识内容包括计算机原理、操作系统、网络、办公软

件和程序设计语言等[4]。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方面是学生的个体差异较大，

具体表现为专业、教育背景、成长环境等，学生在进入高校前的计算机素养直接影响着大学计算机基础

课上的表现，对新知识的理解能力差异也会使得课程教学内容安排相对困难[5]；第二是计算机软硬件技

术发展迅速，新的技术不断涌现，教学内容不断变化，对教师的学习能力和教学水平提出较高要求；第

三是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面向全校非计算机专业学生，由于认知程度不同会被认为是工具课，学生

更加关注的也是信息处理技术和相关工具的学习，导致该课程课时被压缩或作为线上自学课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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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计算思维为导向的计算机信息技术教学改革策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国良教授认为：大学计算机基础

教学的能力培养目标应包括基础能力、训练能力和思维能力 3 个方面，基于计算思维为导向的计算机信

息技术教学改革策略如下： 
1) 转变教学理念 
只有教师对计算思维有充分的认识和认可，相关的教学改革工作才能顺利开展。大学计算机基础课

程的教学活动必须与时俱进，无论是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考核方式都要与信息时代发展潮

流相符合，这就要求任课教师不断提高自身计算机素养和教学水平，把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能力作为核

心教学目标。传统的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是以实操教学为主，教师讲解和演示然后学生模仿和练习，这

种填鸭式的教学形式会固化学生的思维，不利于计算思维的形成。教师必须转变观念，把培养学生的计

算思维和自学能力作为教学核心任务，让学生自主探究而不是简单模仿。 
2) 教学知识体系与专业知识体系相结合 
计算思维能力培养不是某一个学科的专属，而是每个大学生都必须具备的信息素养，在开展教学工

作中要与学生所在专业的知识体系相适应，有助于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面向全校

非计算机专业学生，授课初期学生的计算机素养会受到家庭、专业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而表现出明显的差

异性。学生日常使用计算机的方式方法和应用程度都，部分学生在初高中接触了一部分计算机知识或接

受了计算机教育，部分学生完全没有接触过计算机，部分学生对网络应用和相关工具很感兴趣，部分学

生只是对本专业相关的信息技术和软硬件知识感兴趣。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要结合学生所学专业和生活

应用来开展教学活动，帮助基础较差的学生补充知识，帮助掌握一定计算机知识的同学进行知识梳理，

讲授与学生所学专业相关的实际案例，如经济管理相关专业的 excel 案例、电气工程相关专业的程序设计

语言案例等。把课程知识体系与专业知识中的知识点串联起来，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 
3) 丰富教学模式 
计算思维训练不同于传统的课堂教学，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模式。因材施教一直以来都是我

国教育的核心理念。在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中必须认识到学生的差异性并采取适当的教学手段来缩

短学生之间的差距。可以通过构建翻转课堂、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等新模式来进行差异化教学。构建课

程资料库，为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支持，教师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和作业完成情况进行行为数

据的有效分析。通过购买或定制等形式打造在线作业和测验平台，实施任务驱动式教学，充分调动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主动参与到项目的设计当中进行计算思维训练。 
4) 营造良好的校园信息技术文化气氛 
计算思维训练不仅限于课堂，可以在校园内通过社团活动、各项赛事和研讨会宣传计算思维，营造

良好的校园信息技术文化气氛。除了日常的教学活动之外，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可以联合有关部门开展

形式多样的校园信息技术宣传活动，如科技周、社团活动、专家讲座、知识竞赛等。良好的校园文化是

促进学生学习进步的基础，让学生在学习信息技术的同时还能在生活中接触所学知识这样才能做到触类

旁通。在信息技术校园文化的影响下，学生可以在课下进行有效的计算思维相关沟通和交流，在讨论和

交流中提高实践能力和自学能力。 

4. 面向计算思维能力培养的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内容设计 

教学内容改革是教学改革最直接有效的手段，要在日常教学中融入计算思维训练，首先就要在教学

各个环节中布置与计算思维有关的教学内容。计算思维教学改革将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分为理论教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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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两部分，各 24 学时，结合各专业部培养计划和毕业要求进行模块化教学设计，每个教学模块设

置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任课教师根据所教班级的学生实际情况进行教学资源库建设，围绕计算思维训

练和专业知识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选择和编排。面向计算思维能力培养的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内容

设计采用模块化教学形式，分别对理论和实践教学环节进行模块设计，每个模块对应计算思维知识和能

力的一部分培养内容。 

4.1. 理论教学内容设计 

根据计算思维能力培养的教学目标和培养计划，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理论教学环节设置为 24 学时，

教学内容包括 4 个思维模块，具体包括基础思维模块、网络思维模块、程序思维模块和新兴技术思维模

块。基础思维模块对应计算思维基本素养中的分解和泛化能力培养，网络思维模块对应计算思维基本素

养中的概括和调试能力培养，程序思维模块对应计算思维基本素养中的抽象和算法能力培养，新兴技术

思维模块对应计算思维基本素养中的迭代能力培养。 
1) 基础思维模块 
基础思维模块教学内容包括计算机发展史、计算机原理、计算机学科应用领域、二进制和进制转换、

计算机软硬件结构、微型计算机性能指标等。这些知识围绕计算机基础知识展开，教学目标是让学生明

确计算机的起源和应用领域，对日常使用的微型计算机主要性能指标有一定的了解。 
2) 网络思维模块 
网络思维模块的教学内容包括计算机网络基本概念和网络安全相关知识等，如计算机网络发展史、

拓扑结构、网络协议、网络七层模型、国际互联网发展、网络布线、域名管理、信息安全概念、个人网

络安全防护等。该模块的培养目标是让学生了解网络的基本结构和网络安全知识，合理合法使用网络及

其应用。 
3) 程序思维模块 
程序思维模块的教学内容包括程序设计语言、数据库、操作系统等相关知识，如操作系统的概念和

分类、数据库的概念和基本知识、程序设计语言的发展和分类等。该模块要根据学生所学专业选择与之

相对应的知识来讲授，如电气工程相关专业讲授 C 语言相关知识，数字媒体与技术相关专业讲授 HTML
语言相关知识。该模块的培养目标是让学生了解程序设计的基本原理和简单应用。 

4) 新兴技术思维模块 
新兴技术思维模块的教学内容包括信息技术最新发展资讯和应用案例，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

链、VR 设备、智能汽车等。该模块的培养目标是让学生了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现状。 

4.2. 实践教学内容设计 

根据计算思维能力培养的教学目标和培养计划，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设置为 24 学时，

教学内容包括 4 个思维模块，分为操作系统、办公软件、网络技术应用和程序设计四个模块。操作系统

模块和办公软件模块对应计算思维基本素养中的分解和泛化能力培养，网络技术应用模块对应计算思维

基本素养中的概括和调试能力培养，程序设计模块对应计算思维基本素养中的抽象和算法能力培养。 
1) 操作系统思维模块 
选用最新操作系统 Windows10 进行操作系统基本操作练习，教师设置文件、系统设置、个性化操作、

环境变量、软件安装等实操任务，学生按照任务书的要求完成相应操作并填写实验报告。教师指派每个

学生小组的代表上台讲解具体操作过程，其他小组补充多种方法。 
2) 办公软件思维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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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 office2016 版本的 word、PowerPoint、Excel 作为练习工具。在每个工具基本操作练习基础上设

置排版、邮件合并、报表生成、演讲 PPT 制作等教学任务。每个小组选择对应的项目，自拟题目进行合

作实操练习，完成后上台演示并互相指正不足，教师在学生实操过程中记录每个学生的完成情况。 
3) 网络技术应用思维模块 
在学校机房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组网练习，查看设置 IP 和 DNS 地址，使用浏览器进行网站访问和邮

件收发练习，使用搜索引擎进行信息检索和文件下载练习，使用手机进行在线签到和视频会议练习。 
4) 程序设计思维模块 
教师指定若干生活中可见或学生所学专业相关的实际问题，要求学生用程序设计语言的顺序、判断、

循环和递归思路进行设计和问题求解，写伪代码和画流程图描述解决问题的算法执行过程。 

5. 结语 

计算思维重在方法，课程采用项目化教学法，利用任务驱动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从任务着手，教

师设置针对性强、实践性强、综合性强的任务，并为学生提供相关的能够自主学习的学习资源，教师引

导学生利用计算思维方法学会分解复杂的问题，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以及探究式学习参与体验

问题解决和工作任务完成的过程，不仅掌握了学习技巧，提高了计算机操作技能，学生个人的信息素养

和计算思维能力也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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