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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高校大学生计算机通识教育中普遍存在的计算机伦理思维敏锐度不够、分析复杂计算机工程问题的

能力不足、科技向善意识不强等问题，笔者创新性地重构了“金字塔式”《计算机伦理》课程教学框架，

提出了基于“热点案例”和“翻转课堂”的多元化教学模式，将计算机伦理学内容和课程思政内容通过

鲜活的热点案例串联起来，有效激发了学生的课堂主体意识。所提出的教学改革举措有效增强了学生的

法治意识和科学精神，培养了他们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并提升了学生的伦理抉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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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henomena such as lack of acuity for computer ethical thinking, deficiency of ability 
for analyzing complex computer engineering problems, weak consciousness for good sci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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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which are common problems in computer gener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the 
author creatively reconstructs a teaching framework called pyramid for the computer ethics course. 
The author also proposes a multivariate pattern of teaching based on hot case and flipped class-
room to connect intellectual and ideological contents of the course using live hot cases, and to ef-
fectively inspire the consciousness as first subject in the classroom. The presented measures not 
only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students’ awareness of legal sense and scientific spirit, but also culti-
vate their patriotism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make appropriate eth-
ical choic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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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教育部积极推进高等院校的“新工科”建设。“新工科”是一种教育理念，是大学人才培

养的新方向[1]。传统的工程教育存在“六重六轻”现象：重专业建设，轻思政建设；重专业教育，轻通

识教育；重自然科学素养，轻人文科学素养；重工程能力，轻思辨能力；重知识传授，轻人格塑造；重

职业技能，轻职业道德。这些现象与“新工科”理念背道而驰。笔者认为，“新工科”人才除了掌握必

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需要具备正确的工程伦理道德价值观。 
在计算机通识教育领域，对计算机伦理学的了解和普及已成为大势所趋。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

育指导委员会将《工程伦理》课程设定为必修课，积极推进专业研究生工程伦理教育[2]。笔者所在学院

早在 2016 年，即开设了以讲授计算机伦理学为主的计算机专业通识教育本科课程[3]。国内不少高校亦开

设了类似课程[4]，或将相关授课内容融入计算机导论类课程的学习[5]。 
在近五年的《计算机伦理》课程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即使是计算机专业学生，也普遍存在计算

机伦理思维敏锐度不够、分析复杂计算机工程问题能力不足、科技向善意识不强等现象。因此，笔者对

课程开展了教学改革探索。接下来，从课程教学中遇到的痛点问题、采取的教学创新举措以及取得的教

学创新成效三个方面进行介绍。 

2. 痛点问题 

笔者根据自身的授课经历，总结了计算机伦理学讲授过程中遇到的“三座大山”： 
1) 如何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思维，能够从计算机伦理学角度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对环

境、安全、伦理、文化等的影响？ 
2) 如何培养学生基于计算机工程背景知识分析复杂计算机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从计算机原理和前

沿技术的角度理解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环境与开发工具的局限性？ 
3) 如何培养学生的科技向善理念和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复杂计算机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行业职业

道德和规范？ 

3. 创新举措 

对于以上痛点问题，笔者及所在教学团队对《计算机伦理》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设计、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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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教学评价等环节进行了优化和重构，具体介绍如下。 

3.1. 教学框架 

笔者认为，要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思维模式，首先应当对计算机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一般性伦理问题分析工具进行介绍，帮助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分析基础，才有助于后续章节学生从计算

机伦理学的角度对具体案例进行深入分析与解读。因此，课程对教学内容框架进行了重塑，将这一部分

知识提取出来，作为教学内容金字塔的底层基石模块(参见表 1)。 
 

Table 1. Framework of teaching content for “Computer Ethics” 
表 1. 《计算机伦理》教学内容框架 

重构前 重构后 

不分级 分项讲授计算机工程领域的经典伦理问题 分三级 
第三级：思政融入，培养学术诚信基本素养 
第二级：具备计算机复杂工程问题分析能力 
第一级：掌握计算机伦理学基本分析工具 

扁平化 

 

立体化 

 

 
有了基础知识做铺垫，需进一步培养学生利用分析工具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对环境、安全、伦理、文

化等的影响的敏锐度。因此，课程将计算机工程领域经典伦理问题打包归入“与计算机工程实践相关的

伦理问题”这一能力模块，构成了教学内容金字塔的第二级。 
达成以上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之后，考虑到学术诚信是学生需要面对的共性伦理问题，也是学生求

学过程密切相关的实际问题，课程将这部分知识的学习设计为教学内容金字塔的顶层素质模块，以帮助

学生在关键时刻进行正确的伦理抉择。 

3.2. 教学设计 

采用案例教学并不是计算机伦理课程的专利，但却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国内高校已有不少成功

的应用实例[6]。笔者认为，新闻时效性极强的热点案例，以及与学生日常生活学习息息相关的案例，更

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激发他们的共情心和同理心，有助于学生进行深度的理性思考，展开深入的思想

交流。因此，不拘泥于教材和教学大纲，课程采用“案例教学法”，并在每一教学周期动态更新课程案

例内容，以充分体现教学设计的“时效性”。 
并且，课程案例库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完成的，经历了四轮建设周期(参见表 2)。通过每个教学周期

对痛点问题的不断反思，课程持续制定新的建设目标和设计新的教学案例，最终达到四轮案例建设的总

体目标。 

3.3. 教学手段 

考虑到伦理问题本身就极具思辨性，课程内容融入思政元素并非难事。事实上，对于其它计算机专

业课程，国内学者已经提出了许多思政教学改革方法[7] [8] [9]。然而，无论是计算机专业课程，还是计

算机伦理学通识课程，如何避免强行说教，如何巧妙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潜移默化地树立科技向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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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责任感，从而能够在复杂计算机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行业职业道德和规范，仍然具有不小的挑

战。 
 

Table 2. Summary of the four rounds of case construction for “Computer Ethics” 
表 2. 《计算机伦理》四轮案例建设总结表 

轮次 建设目标 建设举措和图例 

第一轮 

完善《计算机伦理》课程

经典案例库，培养学生 
基于计算机工程背景 
知识分析复杂计算机 
工程问题的能力 

以章节为脉络，对经典案例进行梳理和补充 

 

第二轮 提高课堂关注度，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追踪热点新闻，设计教学案例 

 

第三轮 

引导学生从计算机前沿 
技术角度理解计算机 
软硬件开发环境与 
开发工具的局限性 

关注前沿技术，设计教学案例 

 

第四轮 
培养学生遵守行业 
职业道德和规范的 

意识 

紧扣学生学业，设计教学案例 

 
 
为激发学生的关注度、提高学生的听课兴趣，并充分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语言组织能力、逻辑推

理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课程设计了分组讨论、课堂演讲、课堂辩论赛、课堂小游戏、课堂点评、情景

再现、模拟法庭等形式丰富的“翻转课堂”创新教学活动(参见图 1)，使学生主动参与到有趣的授课内容

中来。 
同时，课程团队充分利用地缘优势，邀请了知名研究院的科技伦理专家来校开展学术讲座，使学生

们有机会了解产业界对计算机伦理的需求。这一系列举措也提升了课程的高阶性和挑战度，学生课前、

课中、课后都有任务，要投入的额外时间增多、学习的难度加大、思考的深度加深，需要努力“够一够”

才能达成学习目标。 

3.4. 教学评价 

对于学生的“翻转课堂”表现，课程不搞“一言堂”，推行“民主制”。无论是辩论赛的获胜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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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辩手，还是演讲、模拟法庭或情景再现表现得分，均由主讲教师和选课学生通过现场打分共同确定。

这一创新性举措，有效激发了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提升了学生对教学活动的关注度。 
 

 
Figure 1. Teaching activities for “Computer Ethics” 
图 1. 《计算机伦理》教学活动 

 
同时，课程的考核评价与多元化教学手段相呼应，切实贯彻“过程性考核”理念，平时成绩为主，

期末成绩为辅(参见表 3)，将知识掌握、能力培养和素质提升情况的评价与教学活动有机融合，达到“以

评促学”、“以评促教”的目的。 
 

Table 3. Assessment of distribution scale for “Computer Ethics” 
表 3. 《计算机伦理》考核分配比例表 

项目 
平时成绩(60%) 期末成绩(40%) 

课后作业 课堂测验 课堂互动表现：问卷、 
游戏、抢答、讨论、点评 

翻转课堂表现：辩论、 
演讲、情景再现、模拟法庭 期末课程论文 

评价指标 知识掌握 
程度 

逻辑推理 
能力 课堂积极性、参与程度 思辨能力、语言组织 

能力、团队合作精神 
分析复杂工程

问题综合能力 

评价主体 教师 教师 教师 + 学生 教师 + 学生 教师 

评价比例 15% 10% 15% 20% 40% 

3.5. 教学环境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课程教学活动和学习评价方面，为适应信息时代学生的学习特点，课程充分

利用“问卷星”等教学辅助工具，将课堂提问、课堂调查以二维码形式提前放置在 PPT 教案，方便老师

第一时间获取学生答题反馈，即时组织现场讨论和点评。 
课堂上的“翻转教学”活动评分，也是通过手机扫码完成的。课后，会在教学平台发布学习资料和

作业，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和总结知识。此外，课程还通过在课程 QQ 群、微信群发布调查问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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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缩短了教学评价的反馈周期，有效提高了教学方案的优化效率(参见图 1)。 

4. 创新成效 

经过四个教学周期的迭代，《计算机伦理》课程的教学改革探索初见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4.1. 教学效果 

《计算机伦理》公选课开设以来，本科教学测评得分年年为优。与教学改革之前(20172 学期)的《计

算机论题》专业核心课相比，教学测评分有了大幅提升，总评分增长率达 14.8% (参见图 2)。 
 

 
Figure 2. Comparison of student assessment scores 
图 2. 计算机伦理学相关课程学生评分比较 

 
教学收获方面，有学生评价：“课堂互动性好，内容也很有趣”、“老师上课互动性强，善于启发

学生思维”、“收获很多”(参见图 3)，说明课程的教学创新举措得到了选课学生的认可。 
 

 
Figure 3. Student feedback for “Computer Ethics” 
图 3. 《计算机伦理》学生评语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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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实践成果 

课程团队不仅在课堂上讲授知识产权、科研诚信等知识，更将这些职业素养目标贯彻至指导学生参

加学科竞赛、撰写学术论文、完成毕业设计等实践活动中。在指导学生获多项国家级、省级竞赛奖项，

以及指导本科生在中国计算机学会优秀期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的过程中，均时刻提醒学生要遵循学术

规范，尊重知识产权，坚守伦理道德底线。 

4.3. 课程获奖 

作为校品牌通识课程，自开设以来，多次召开教学研讨会，并组织教学骨干参加教学能力提升培训，

促进团队成员教学素养的系统性、整体性提高。课程先后获省一流本科课程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立项，

并获省本科高校在线教学优秀案例一等奖和省本科高校课程思政优秀案例二等奖等奖项。 

5. 结语 

《计算机伦理》课程改革后具有先行性、通识性和思政性三大特点：1) 秉持“敢为天下先”的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改革精神，领先于全国高校开设计算机伦理学课程，系统开展计算机伦理道德教育；2) 关
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发展与道德伦理间的相互博弈，积极开展通识教育，注重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的培养；3) 将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有机融合，激发学生家国情怀，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提高自我

道德规范要求，增强法治意识和科学精神。未来，课程将致力于扩大教学创新改革成果的辐射应用，将

采用的创新教学模式更好地宣传和推广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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