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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专业学生计算机素质培养研究 ①

李娟，李永杰
（海军工程大学 电子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３３）

摘　要：计算机素质是信息时代大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对我校文科学生特点及专业需求
进行调研的基础上，确定了突出应用的计算机素质培养的内容体系；以能力培养为目标，在教学的各个环节渗透计算思

维的思想和方法；通过讲练结合的方式实施教学过程，实现理论实践的无缝结合。教学实践表明，文科学生的计算机素

质培养模式能激发学生学习动力，提高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和计算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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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素质的培养，是培养信息时代大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我校为理

工科综合类大学，在多年计算机课程教学改革和实践的基础上，已形成成熟的理工科学生计算机素质培

养模式并取得良好效果。但是，由于专业结构调整，我校２０１２年开始招收外语类文科学生。以理工科
学生为对象的计算机素质培养模式无论从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等各个方面都不能适应这类学员。因

此，面对新的培养对象，必须要在计算机素质培养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探索与改革，构建适合于文科学生

的计算机素质培养模式。

１　以“因材施教”为原则，组织内容体系
“以人为本，因材施教”是教学的基本原则。文科学生在理论基础、思维方式和专业需求等各个方

面都不同于理工科学生［１］，因此需要对计算机素质培养的内容体系进行重构。

通过对２０１２、２０１３两级学生入校后的问卷调查和摸底测试，发现我校文科学生计算机基本素质相
对比较薄弱，仅了解简单术语，计算机基本理论知识知之甚少；仅能进行诸如开关机、鼠标键盘连接等简

单操作，基本不能进行计算机的拆装；仅了解操作系统最基本的功能，基本不能进行系统设置；只能进行

简单的办公软件应用，熟练程度较低；只会网络聊天和信息浏览，对网络配置、网络安全等方面了解很

少。同时，通过与该专业培养责任单位的沟通，了解到在专业需求方面，要求学生应对具备基本的计算

机操作与应用能力，能达到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标准的要求；要求学生具备基本的信息（包括文本、多

媒体信息等）处理能力，能利用计算机及网络进行信息的获取、存储、分析、输出；能利用计算机分析、解

决专业方面的问题，具备良好的计算机素质。

相比于理工科学生，文科学生对计算机素质的专业需求并不是很高，但是就入校时学生现状分析来

看，他们离这个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对计算机基础知识及基本应用方面的内容进

行梳理，划分为计算机系统、办公自动化、数据库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应用技术五大模块，表１中列
出各模块具体内容及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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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文科专业计算机素质培养内容体系

模块 内容 目标

计算机系统

计算机信息表示

计算机硬件系统

计算机操作系统

理解二进制，掌握计算机常见信息的表示方法

掌握计算机体系结构和硬件组成，理解计算机工作过程

理解操作系统功能及原理，掌握操作系统的使用

办公自动化

文档处理

电子表格处理

演示文稿制作

掌握文字处理软件的功能和操作，能进行常规文档处理

掌握电子表格软件的功能和操作，能进行基本数据管理

掌握演示文稿软件的功能和操作，能按需进行文稿设计

数据库技术

关系数据模型

数据库设计

数据库管理系统

理解关系数据库概念，了解常见关系操作

了解数据库设计的基本步骤与过程

了解常见数据库管理软件及基本功能

多媒体技术

声音数字化技术

数字图像处理技术

计算机动画技术

数字视频技术

理解数字音频基础知识，掌握音频处理相关技术

理解图形图像基础知识，掌握图形图像处理相关技术

理解动画的基础知识，掌握动画制作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理解数字视频基础知识，掌握视频处理相关技术

网络应用技术

网络基础知识

局域网技术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及应用

网络安全技术

了解计算机网络发展，理解网络基本结构和网络设备

掌握局域网拓扑结构，理解ＴＣＰ／ＩＰ协议

理解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相关概念，掌握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服务基本原理及技术

理解网络安全基础知识，了解常见安全防护技术

２　以“训练思维”为目标，进行能力培养
计算机素质的培养，核心是培养学生利用计算机技术和方法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即培养计算思

维［２，３］。计算思维是指运用计算机科学的基础概念去求解问题、设计系统和理解人类行为，它包括一系

列广泛的计算科学的思维方法，如抽象、并行、递归、冗余、学习和调度等。现代计算机技术正在全方位

地渗透到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计算思维的能力已成为现代大学生综合素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文科学生的计算机素质培养是以应用能力为核心，这里的“应用能力”并非指操作计算机应用软件

的能力，而是应用计算机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核心即是计算思维能力。在教学设计过程中，我们始终坚

持这一目标，采用探究式教学设计方案，注重于计算思维的培养，努力启发引导学生走向思维方法的

层面。

以“多媒体数据压缩”学习为例，在教学设计上，如果直接进行概念和方法的讲解，学生，特别是文

科学生，基本无法理解，课后也不会有兴趣进行进一步的思考。而采用基于计算思维的教学设计，首先

要求学生计算机非压缩视频文件的存储容量，引导学生发现数字化多媒体信息数据的巨量性，引导学生

自觉提出并思考问题；进一步，通过对具体ＢＭＰ图像文件分析，发现多媒体数据的冗余性，引导学生自
觉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再进一步，通过数据压缩方法的应用验证压缩算法的有效性，引导

学生自觉比较、验证并确认解决方案。

以训练计算思维为目标的计算机素质培养，在教学各个环节中渗透计算思维的思想和方法，力求将

计算思维的培养和知识的学习融为一体，为文科学生将来利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奠定坚实基础。

３　以“讲练结合”的方式，实施教学过程
根据文科生计算机素质培养的内容体系，我校在该专业开设大学计算机基础、网络应用技术和计算

机多媒体技术３门计算机类课程，分别在第一、二、三学期实施教学，以保证计算机素质培养的持续性和
渐进性。在这三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根据专业需求及学生思维特点，强调突出“应用”的主导地位，改

变理论和实验教学分离的教学方式，将课堂移至计算机中心，通过“边讲边练、讲练结合”的方式实现理

论与实验的无缝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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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理工科学生，文科学生数理知识储备较少，在思维方式方面，他们更适应于从事实、现象中产

生感性认识，从而形成结论，而不是运用概念、逻辑关系等理性的方法进行推理演绎和证明［４，５］。采用

以案例教学、以任务驱动为核心的讲练结合教学方式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可以更好的发挥学生的

学习主动性，从而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

以“电子表格处理”学习为例，首先由教师展示教学案例：学生成绩管理与分析，分析 ｅｘｃｅｌ软件的
基本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然后教师布置任务，由学生自己在ｅｘｃｅｌ软件下实现案例所展示的功
能，该阶段分步骤进行，第一步，要求学生录入基本数据，通过该步骤掌握数据的输入、编辑与格式化；第

二步，要求学生计算平均分并进行成绩的排名，由此引出公式、函数等概念；第三步，要求创建学生成绩

分布图，通过该步骤掌握图表的创建、编辑与修饰；第三步，要求筛选各科成绩均优秀的学生，由此引出

数据管理的内容。在边讲边练的过程中，使得学生循序渐进的完成“电子表格处理”内容的学习，掌握

电子表格软件的功能和操作。之后，进一步要求学生对ｅｘｃｅｌ软件的功能进行评价，针对ｅｘｃｅｌ软件不够
智能、不能进行分析决策的缺点，提出更复杂、更专业的数据处理技术是数据库技术，从而引入数据库的

概念，并激发学生对数据库技术的兴趣。

近两年的教学实践表明，“边讲边练、讲练结合”方式适合于文科学生的教学。学生对教学内容的

理解能够达到培养标准的要求。

４　结论
经过两年多的探索和研究，我校已形成以专业应用需求为基础，以培养计算思维为目标的文科生计

算机素质培养模式。以此为基础，进行２０１２级和２０１３级两届文科生的计算机素质培养，效果良好。实
践表明，在大学计算机基础、网络应用技术和计算机多媒体技术课程实施中，学生能保持浓厚的学习兴

趣和高效的学习效率，已初步具备计算思维，具备自觉应用计算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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