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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信息化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计算机的应用已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因素，作为计算机专业的高

职院校，目前高职教育不够完善。利用现代信息化手段来提高计算机专业学生实践应用能力成为必然趋势，

现阶段高职院校的教育形式相对落后，课程相对枯燥，以致于导致学生对学习的热情不高，无法充分利用

信息化时代的先进技术。本文通过分析目前现状，将从微课、大数据、实践结合理论等方向，明确教学目

标、提高教师素质、优化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模式、强化理论和实践体验等方面提出有效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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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g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has changed people’s way of life, and the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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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ication of computers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factor for people. As a vocational college spe-
cializing in computer, the current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not perfect. It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to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ability of students major-
ing in computer science. At this stage, the education form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relatively 
backward. The course is relatively boring, so that students are not enthusiastic about learning, and 
cannot make full use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
uation, this article will propose effec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to clarify teaching goals, improve 
teachers’ quality, optimize the curriculum system, optimize the curriculum system, optimize the 
curriculum system, optimize the curriculum system, optimize the curriculum system, innovate 
teaching mode, and strengthen theory and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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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职教育是我国目前大力发展的重点方向，高职院校主要是以实践应用为主的高等院校，高职计算

机更为如此，对于当下的高职院校的计算机专业而言，存在着许多问题，时代技术得不到合理充分利用，

改革发展变得尤为重要。高职院校教学应在社会中契合社会的发展需求，社会在进步，时代在改变，我

们需要根据人才市场需求状况变化而变化。要结合大数据时代和对计算机专业人才的实质性需要，充分

利用时代科技设施等手段，对高职院校内容进行整体优化调整，使计算机专业教学变得更具有针对性，

所培养的计算机人才的专业知识、操作能力、科学素养等能满足当前社会发展需求[1]。 

2. 计算机高职教育现状 

随着社会科技的不断发展，我国现阶段的教学过于僵化，教学手段相对落后，已无法适应现阶段高

职计算机专业教育的需求，同时也很难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专业实践性人才，传统教育过于松散，没

有合理且系统的教学体系，无法充分利用时代的优势，在教学模式、教育水平、教师能力与基础设施等

方面存在较大问题，严重影响教学工作的良性发展，主要有下述几点。 

2.1. 生源素质差距 

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高职院校招生逐渐扩招，生源数量不断增加，这导致计算机专业学生的整体

素质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而生源的教育水平在不同地区存在着较大差异，例如，山东和河南地区的学生

整体素质水平较高，而像云南、西藏和新疆等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则教育相对落后，发达地区的学生由

于其完善的教学设备和雄厚的师资力量，有着一定的计算机相关知识基础。还有一些学生由于高考失败

而选择高职院校，因此学生的学习素养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2]。 

2.2. 落后的传统教育模式 

传统模式以板书讲解为主，要求学生掌握知识点，往往忽视了理论和实践相融合的重要性，理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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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操作有着很大的区别，实践中往往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即便有些院校进行了相对的措施，多数

也存在过于理论化，具体的实践能力还是靠学生自己实验领悟，无法解决学生的根本问题。本就枯燥的

理论，会严重的打消学生的积极性。 

2.3. 部分院校教育资源匮乏 

在目前情况下，社会各部门对高职院校进行了一定的经济投入，计算机学科教育的软硬件条件也得

到不断改善，校园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由于院校所在地区和隶属关系的不同，投入也相差巨大，很多

地区的院校仍然无法满足社会教学需求。目前的设备设施、师资力量，实践教学场还无法满足学生的教

学需求，导致高职学院计算机专业教育投入存在严重不平衡性，在资源上极大影响了教学和实践性。 

2.4. 教师知识技能落后 

大家对于高等院校的老师，众所周知，安逸，没有社会企业的就业和裁员那么打的压力，所谓的金

饭碗，没有过大的工作量 996。在这种安逸环境下，会导致一部分老师，抱着已有的落后的知识去教学，

计算机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学习的学科，这导致学生学习了很多过时的技术，无法应对当下社会应有

的知识技能，做不到与时俱进，学生无法立足于当下社会。 

2.5. 缺乏合理的教学理念和手段 

高职教育的一部分老师对教学思维和方法过于传统腐朽，对问题看待不全面、不具体，抓不到问题

的关键点。缺乏理论合理化的传授知识，散漫的教学方法。许多高职院校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相对落

后，计算机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没有改变。高校的老师很大一部分是五六十岁的老师，思想观念比较落

后，不愿意接受和承认新鲜的事务，无法总结和分析学生的特点，做不到因材施教，无法提升学生的学

习效率，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缺乏合理的教学理念和手段，达不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3. 高职院校计算机应用专业教育改革策略 

3.1. 大数据时代的教学策略 

现在是大数据的时代，我们应该让大数据发挥优势，让大数据与教学相结合，大数据是一种大规模

获取、储存、管理、分析等方面超出传统数据库工具能力范围的数据集合，具有海量数据规模、快速处

理数据流、数据类型多样和价值密度较低四大特征[3]。大数据时代的教学改革，包括课程教学新模式和

大数据时代的实验教学。大数据时代教学通过获得信息和组织信息认知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重组课堂，促使教学行为转型。重组课堂教学结构，打破常规教学形式，实施“单元目标整合”“在

线监测反馈”“创新学习平台”等新型教学形式，实现“海量资源→智能推送→泛在学习”。由于高职

学生都有自己的手机，课程可以通过网上问卷的形式，整合学生的反馈，在线检测与适时反馈。根据“反

馈效应”原理，本学科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利用“问卷星”等网上问卷工具随时检测，将结果可视化，让

所有学生获得准确的反馈信息课例分析，促使教研方式转型。大数据时代教学技能提高途径是：上传课

例——输入课堂实录——参考课堂观察维度所显示的数据发现优点和不足——针对不足进行调整备课—

—重新上传课例——循环往复，基于数据的教学改进，富有“科学性、准确性、针对性和控制性”。大

数据时代将我们的社会凝合成为了个整体，在这样一个系统化、整体化的结构中，任何二元对立的看待

事物的方式都足片面的，我们只能从系统的、整体的视角对问题进行阐释，绘制出对于某一特定问题的

整体景观。 
大数据时代的巨大优势就是资源信息整合，通过信息整合，实时动态获取信息，及时掌握信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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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信息，分析，处理，得出结论，更好的通过大数据对教学进行更加客观、系统、科学。教学理

念发生转变，学习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教学方式优化创新，可通过模拟情境、任务驱动、在线评价等方

式，让学生成为真正的课堂主人，进而实现专业知识、能力和素质的提升[4]。 

3.2. 新媒体下高职院校计算机教育 

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媒体被应用到各种教育中。为了满足社会对计算机专业人才的需求，

高职院校计算机教育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和进步。新媒体被用于教学，不仅为计算机教育提供了便利和

更好的教学效果，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和挑战[5]。新媒体让学生更好的掌握知识，新媒体激发了学生在

整个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在教学过程中借助

新媒体与学生一起分析教学效果，从而发现不足并改进这些不足，从而保证学习的有效性，提高学生的

参与度。 
教育中运用新媒体技术的优势，也是一个符合时代经济发展潮流的必要行动，新媒体作为一种新的

学习工具，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学生利用网络技术进行收集、处理和交流，进行讨论和学习，

从而获取知识。这种学习模式突出了以学生为主体，强调学生自主参与学习，真正突破了以教师为中心

的教学模式。利用新媒体优化课堂教学，提高课堂效率和教学质量。 
在教学中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可以提高教学媒体的展示和互动性，极大地丰富教学内容的呈现。经

过精心准备，老师们运用先进的手段制作出严谨而丰富的电子课件。其目的是将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

从而优化课堂教学。在这种教学中，教师不必像以前那样三角形等复杂的教具，而是借助计算机、投影

仪、电子白板等先进的计算机多媒体工具，向学生展示图像、文字、声音和图像相结合的电子课件，充

分发挥多媒体网络的功能，它可以优化信息传递结构、学生理解结构、课堂时间结构、师生活动结构等。

灵活使用丰富生动的多媒体课件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兴趣，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 
新媒体的介入有效地深化了教学改革，使计算机教学课程更加合理高效，教学内容更加科学。学校

应合理安排计算机教学课程，确保计算机教育的有效性，提高学生的知识掌握能力、未来的就业竞争力。 

3.3. 微课在高职院校的利用 

微课是一种相对较短的教学形式。它是近年来流行的教学方法之一，简洁明了，教学目标非常明确。

微课是通过多媒体的演绎来完成的。它主要针对计算机教学中的具体知识点，利用现代人的时间比较零

散的特点，在一段简短的视频中总结出计算机的关键知识内容，用最快、最短的时间使学生获得最佳的

学习效果，尤其是疫情的原因，老师可以把微课发布到互联网平台，可以更好的利用，充分关注和解释

学生难以理解的问题。微课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教学效率。它对提高高职院校计算机教学的效

率和质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微课具有教学方便、知识更加集中、理论资源更多、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视频精短，使用方便等特点。 
将微课授课内容与学生兴趣相结合，提高高职学生对计算机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根据学生的特点，使用不同的视频微课方式，调动兴趣，正所谓兴趣是学习的最好

的老师。 

3.4. 充分利用实践和理论相结合 

理论和实践与实践对于高职院校学生同等重要，但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方法和学习环境。

学生在听老师讲解代码和步骤的过程中，然后可以实际操作。如果他们在操作中什么都不懂，他们可以

随时询问老师。计算机专业的实践性强于理论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教学过程中

的实践部分，这可以决定学生能否利用本专业实现人生价值和工作价值。计算机专业实践部分包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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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操作知识点的实践、实践项目等，这些实践活动有助于展示专业特色。 
实践操作与理论知识并行，从各大高校的教学制度来看，一般是理论大于实 践，老师多数以口头的

方式让学生去练习，加上高职院校的学生本就缺乏自觉性，便对此懈怠，还有一些老师让学生在课堂中

实践，自己却离开了教室，这样当学生有不懂的问题时便不能及时向老师寻求帮助。老师应运用所学知

识，结合当下社会需求，充分利用院校提供的计算机硬件和软件资源，开发工具要使用当下流行产品，

老师在课堂为学生全面讲解，同时在课堂中要自己完成动手实践，不要讲解完理论，便再在中间相隔过

长实践实践进行练习，这样学生会忘记很多理论知识，再进行实践操作反而适得其反，并且实践也要像

理论一样，反复实践复习，使理论实践充分结合并掌握。 
理论与实践需要互相铺垫，互相成就。它们应处于同样的位置，在学生的心中也应该同等重要，只

有这样学生在计算机专业的学习发展中才能均衡。那些重视理论，不重视实践的高校，会在学生就业时

会受到严重阻碍。师生应共同合作完成项目实践，带动学生积极性，完善实践教学体系，让师生产生共

鸣，实践中让学生获得成功的喜悦，例如，让学生完成编程时编一些有趣功能的实现，完成小型项目，

参加各组织举行的计算机相关比赛，让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可以有效增加学生兴趣。 

3.5. 对老师思想和行为的改革 

我们应该加强新时期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完善高校教师聘任机制，推进高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

完善教师发展与培训体系。完善教师发展体系和监督体系。 
师德师风建设是教师的重点要求，对教师的育人制度素质要严格管理，要求教师掌握当下应有计算

机相关技术，计算机是一项与时俱进的专业，需要进行不断的学习，没有好的技术，若跟不上社会的发

展，就会被社会淘汰，计算机类专业正是如此，而高校老师以工作稳定，所谓金饭碗，对于新的知识有

一定的抗拒性，导致高校教师，知识点过于老旧，跟不上社会步伐，无法实现学生就业问题，做不到培

训机构的和时代相呼应，应对教师进行定期的培训和考察，建议对考察不合格者可以采取降低工资或和

职称相挂钩的处罚，做到及时培训和严格考察考试相结合，充分培养老师的知识素养。在上课时，部分

教师，存在教条化，因为工作稳定，不会因为一些原因被辞退，做不到中小学老师那样的充分负责。对

高校招聘也应和社会实际需求相结合，要多从实际出发，社会技能知识、教育能力、教学方法、教学素

质相结合，不能过于传统，要和传统相结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充分发育当代优势。院校要抓思想提

认识、抓督查严考核、抓落实明责任、抓长效建机制，全面提升教师素质和能力。 

3.6. 培养优秀的科技创新教师队伍 

一个没有社会先进技术的高职院校老师，如何让学生在当下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这就好像是的闭

关锁国，落后就会挨打，落后就会被淘汰。 
让教师去相关社会大厂去参加企业为高校教师的相关学科方向课程的培训，在我国的互联网大厂都

有为高校提供教师培训服务，奇虎 360 有安全培训服务，华为、腾讯、阿里等都有编程类，维护类，运

维类等等计算机相关培训服务，这样便能与时俱进，培养出一直有能力的团队。 
重点培养技能与时俱进高素质科技教师队伍。既有教学能力，又有实践能力。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的科技教师队伍。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最大，在高校中这样的教师才会更有能力培养出适

应当下社会发展需求的实践应用型学生。 

4. 结束语 

结合时下环境和新课改改革深化的条件下，高职院校优化计算机专业教育改革工作十分重要，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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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当下高职院校全方面存在的情况，增强教师社会应用知识与师德素质，利用大数据合理科学全

面的分析，采用微课、理论与实践高效充分融合，要让学生明白实践能力的重要性，做到遇到问题，便

能解决问题，能独立完成项目的实用性计算机人才。只有学生只有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体验其中的乐趣，

才会有前进的动力。培养出更多适应当下社会发展需要的计算机专业技能实用性人才，充分发挥高职院

校的特色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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