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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项目》课程现实教学中的问题，以培养学生的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能力

为出发点，对《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项目》课程的教学改革实施方案进行了研究，该实施方案包括了

基于多学科综合能力的信息分析实践课程优化设计、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验案例库和软件工具集的构建

等，并在教学改革实施方案中设计了翻转课堂、项目式教学等。通过对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效果评价

和反馈研究，促进信息系统分析设计课程教学改革的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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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s i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information system analysis and design prac-
tice proje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lementation scheme of teaching reform of “information 
system analysis and design practice project”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of information system analysis and design. The implementation scheme includes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of information analysis and design practice course based on multi-disciplinary compre-
hensive abilit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esigns 
the construction of experimental case base and software tool set, and designs flipped classroom 
and project-based teaching in the implementation scheme of teaching reform. Finally, through the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contents, the teaching 
reform of information system analysis and design course can be promoted continu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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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复杂信息系统的体系规模越来越大，成员种类繁多，相互关

系日益复杂。复杂信息系统建设中问题的不确定和动态性，极大地增加了分析设计的难度[1]。因此，需

要具备复杂信息系统顶层设计的相关工程实践能力，以适应复杂信息系统的建设发展。 
当前，国内很多高校的信息系统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在复杂信息系统顶层设计的相关工程实践能力方

面还存在一定差距，在课程教学方面尚缺乏对实践能力的整体性的培养，相关教学方法还只停留在研究

方面，未能有效应用到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过程中[2] [3] [4]。为提高学员的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工程实

践能力，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开设了《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项目》课程，主要培养学员的需求

分析、体系结构设计和方案设计评估实践能力。然而，该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还表现出许多问题，主要

表现在：一是《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项目》综合了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数理科学多学科知识，在

课程实验设计方面缺乏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设计，难以满足培养多学科综合素质的能力要求；二是现

有课程实验和工具软件仍基于实验室自主开发，软件友好性和功能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不同的软件缺

乏数据的交互，从需求分析软件到体系结构方案设计再到方案分析评估，缺乏不同软件间的方案映射与

衔接分析，导致学员对实验的体系性、整体性存在理解不深、不透的问题。三是在课程教学和案例设计

方面，目前的案例库是基于实验室课题项目，学员对相关背景缺乏感性认识，采用小组分工协作实践的

效率不高，教学效果还存在一定欠缺。这些问题反应出，迫切需要开展《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项目》

课程教学改革。 
针对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文提出《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项目》的教学改革的具体实施方案，为培

养学员的指挥信息系统顶层设计的工程实践能力、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和学员的综合素质提供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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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课程的教学改革实施方案框架 

理论研究和国内外的实践证明，顶层设计是体系建设中重要的环节，是应对复杂信息系统体系建设新要

求、保证体系设计质量的关键手段。顶层设计技术通常包括需求工程、体系结构、体系验证评估等技术。 
针对当前在《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项目》课程中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实践内容设计的体系性不强、

学员实践过程中积极性欠缺、课堂教学效果不够好等)，基于信息系统工程人才培养调研结果、信息系统

分析设计实践课程教学情况反馈，考虑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设计方法、项目式教学方法和翻转课题

的教学设计、基于反馈的课程评价和反馈完善方法，分别开展基于多学科综合能力的信息系统分析设计

实践课程体系优化、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验案例库、子知识点的实践内容和软件工具集的构建、翻转课

堂、项目式教学方法的课程设计与实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效果评价及反馈共四个方面的研究。通

过这四个方面的研究，期望可以优化《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项目》类课程，为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综

合素质的信息系统顶层设计人才奠定技能基础和实践能力。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Implementation plan of teaching reform of “information system analysis and design practice project” 
图 1. 《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项目》课程教学改革实施方案 

3. 基于多学科综合能力的《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项目》课程优化设计 

基于信息系统分析设计课程定位和先验知识要求，从 4 个方面展开研究《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项

目》课程的优化设计。 
1) 信息系统相关岗位实践能力分析 
面向学员毕业分配的岗位需求，通过问卷调查、会谈等形式，从知识、技能和素质三个方面梳理出

信息系统相关的毕业生的岗位能力需求，支撑后续《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项目》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

的优化设计。 
2) 面向岗位实践能力的课程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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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研的信息系统相关的毕业生的岗位需求，挖掘出与信息系统分析设计相关的实践能力需求，

并结合现状，进行能力差距分析，梳理出目前欠缺的相关能力，以及信息系统分析实践课程可支持培养

的能力，进而支持开展《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项目》课程内容的优化设计。 
3) 面向多学科综合能力培养的《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项目》内容设计 
结合学员的人才培养知识体系和前序课程知识关系分析，梳理出哪些学科的知识能够在信息系统分

析设计课程中体现，如《运筹学》、《决策理论与方法》课程知识可用在实践中的作战视图设计；《信

息系统原理与工程》的结构化的方法的知识可用在作战活动模型设计、作战规则模型设计；《指挥信息

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的需求分析、体系结构设计、方案建模等知识可支持《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项

目》课程的大部分实验设计。此外，统计学相关知识可用于方案建模与分析实践，如图 2 所示。通过分

析不同学科知识在《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项目》课程中的具体定位。梳理出在《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

践项目》课程中哪些实践内容需要哪些前导课程知识，有针对性地结合前导课程知识点，设计、优化相

应的实践内容，达到培养学员多学科综合素质的目的。 
 

 
Figur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ultidisciplinary knowledge and practice content of 
information system analysis and design 
图 2. 多学科知识与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内容的相关性分析 

 
4) 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内容设计 
针对当前教学内容零碎化、片段化不足的问题，研究使用典型的复杂信息系统作为大案例，开展《信

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项目》课程的全过程实践教学，设计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教学的各个阶段的详细

实践目的、实践内容、实践方法和实践要求，并通过教学反馈，优化改进实践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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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验案例库、子知识点的实践内容和软件工具集的构建 

基于多学科综合能力的《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项目》课程优化设计的结果，得出信息系统分析设

计实践具体内容和要求。基于实践的具体内容及要求，建立子知识点的实践内容，并建立实践课程的案

例库，完善软件工具集。 
1) 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教学案例的国内外现状分析 
收集信息系统分析设计教学相关的国内外开设课程的案例，从案例的复杂性、正确性、趣味性等方

面分析相关案例的特点，分析不同类型案例的教学效果。从而指导本项目开展信息系统分析设计教学案

例的建设。 
2) 信息系统分析设计案例库构建 
在分析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教学案例的国内外现状的基础上，从指挥信息系统专业的能力要求和

课程教学目标出发，搜集、建立信息系统分析设计的课程案例库，案例库包括了简单信息系统、一般信

息系统和复杂信息系统三种，同时，案例库分为军事类、民用类两个类别。民用类案例便于学员迅速理

解、掌握相关分析设计知识与技能；军事类案例便于提高学员的军事知识，以及在指挥信息系统分析设

计实践方面的能力，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Case base construction example of information system analysis and design 
图 3. 信息系统分析设计案例库构建示例 
 

3) 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子知识点的实践内容设计 
在课程目标的指导下，梳理课程的教学知识要求和技能要求集合，通过不同的信息系统生命周期阶

段对知识的集合进行聚类，建立不同类别的实践教学知识体系和技能体系，如图 4 所示，以此为基础，

开展针对性的实践内容设计，在每个子知识点的实践内容设计中，梳理出学员在课程实践中必须掌握的

核心知识技能和拓展性的知识技能。 
4) 实验软件工具集的构建与完善 
根据学员的软件使用效果反馈、在充分熟悉各类分析设计软件功能的基础上(如 UML 建模工具、

BPWin 软件、Enterprise Architect 软件、Rhapsody 软件、DOORS 软件、Petri 网软件、体系结构建模

工具等)，选择适合本课程使用的软件工具集，完善自主开发的相关软件工具的功能(如体系结构建模

工具、Petri 网软件)。分析不同软件如何进行数据交互和衔接，如分析需求分析软件到体系结构方案

设计的关系，分析体系结构设计方案与评估模型的关系，加深学员对实验的体系性、关联性、一致性

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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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lassification of knowledge system and skill system in the course 
of information system analysis and design practice project 
图 4. 《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项目》课程的知识体系和技能体系分类 

5. 翻转课堂、项目式教学方法的课程设计与实践 

针对教学效果不足的问题，研究并实践翻转课题、项目式教学、雨课堂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5] [6]。 
1) 基于翻转课堂《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项目》课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翻转课堂教学是指学生提前在课外完成知识的学习，而课堂变成了老师与学生之间和学生与学生之

间互动的场所，提高课堂效率和效果。在课程教学设计方面，首先，进行课前分析，分析实践课程的教

学内容，确定重难点，依据实践教学内容的知识点、技能要求的类型，思考是否适合使用翻转课堂的教

学模式，有无课堂翻转的必要；翻转课题教学模式的应用是否比传统教学模式效果好，是否有助于教学

问题的解决等。如果确定了翻转课堂教学的必要性，思考针对哪些知识点或某个实践环节进行翻转。思

考如何翻转，并确保为学生提供适合的学习平台和资源。接着，进行翻转课堂的组织，积极关注学生的

课堂活动情况，适时解决课堂中的各类问题，对学生的观点和思路给出以及反馈评价。具体过程如图 5
所示。 
 

 
Figure 5.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process of flipped classroom 
图 5. 翻转课堂的实践应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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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项目式教学的《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项目》教学设计与实践 
选择具有启发性、趣味性、复杂程度适宜的项目，进行详细的项目设计和项目的子实践内容设计，

各子内容设计中强调对课程教学的重点难点，使学生有深入理解和思考。科学设置项目式教学的学员讨

论问题，引导学生积极思维，提高学生对项目的理解，获取更好的教学效果。 
3) 基于多种教学方法混合的课堂教学实践 
根据 BOPPPS 教学方法、五星教学法等先进的教学课程设计，以最优化教学效果为目标，将 BOPPPS

教学方法、五星教学法融入课堂实践教学，积极探索多种教学方法并存的实践教学。 

6.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效果评价及反馈 

基于教学的实施，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持续评价和反馈优化，从 3 个方面开展。 
1) 基于模糊评估方法的教学效果评价 
建立《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项目》课程教学的评价因素和评价指标，科学合理分配不同评价因素

的权重，通过对不同阶段的学员实践过程的作业效果进行打分的形式，度量不同评价因素的得分，通过

建立评估矩阵，得出教学效果的综合评估值。 
2) 基于“互联网+”的互动教学反馈 
通过使用基于“互联网+”模式的手机 APP 课程教学和评价系统，如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等工

具，建立互联网教学实时评价机制，及时针对学员的教学评价进行更改，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3) 基于课程设计方案的学员能力满足度分析 
基于课程–知识–能力的映射关系，自底向上分析《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项目》课程实施过程中

对于学员的综合能力培养的满足度，挖掘其中存在或者可能存在的薄弱环节，形成补充建议，确保课程

持续优化。 

7. 结论 

《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项目》课程是信息系统工程专业的专业实践课，对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要

求高。本文以学生的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出发点，对《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项目》课

程的教学改革实施方案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信息系统分析设计课程教学改革实施方案的框架，该实施方

案包括了基于多学科综合能力的信息分析实践课程优化设计、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验案例库和软件工具

集的构建等，并在教学改革实施方案中设计了翻转课堂、项目式教学等，通过对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

效果评价和反馈，促进信息系统分析设计课程教学改革的持续完善。下一步将在具体教学改革方案实施

过程中持续改进课程教学，培养适用未来岗位需求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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