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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

设计实践全过程管理探讨 !

***以湖南科技大学为例

曹步清!刘建勋!周栋
"湖南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南 湘潭 3!!#$!%

摘5要!课程设计实践是计算机类本科生人才培养的必要环节!是提升学生程序设计与软件开发能力的重要手段"

如何提高课程设计实践的效率及质量!对于促进计算机类本科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及人才培养质量尤为关键" 以湖南科

技大学为例!介绍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设计实践的设置情况!探讨了课程设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重点提出了

+课程群知识
%

设计需求
%

集中实践
%

考核评价,的课程设计全过程管理思路及具体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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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年 % 月 !$ 日#全国教育大会在北京召

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系列重要讲话!坚持党对教

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

务#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

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

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学

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要围绕这

个目标来设计#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生要

围绕这个目标来学& 凡是不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

做法都要坚决改过来& 此前#教育部在四川成都

召开的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指

出!,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本质职能#本科教育是大

学的根和本-#,要写好0奋进之笔/#办好一流本

科教育-& 在此背景下#如何扎实推动并改革本

科实践教学工作#进一步筑牢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变得尤为重要&

随着计算机及信息技术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

的各个领域#计算机作为我国高校教育重要组成

部分#非常有必要改革并提升计算机教学能力与

水平#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对优秀计算机专业人

才的培养#增强学生的市场竞争力& 计算机人才

培养面临着计算机学科与专业的快速发展)软硬

件系统规模和复杂性的持续增长)\M业界对人才

要求的日趋提升等诸多挑战& 如何培养高素质计

算机类人才以满足产业发展和国家信息化建设需

要#成为当前高校和产业界共同面临的一项重要

挑战& 计算机类专业人才需具备多方面能力#如

计算思维能力)算法能力)系统能力)工程能力等#

其中程序设计与软件开发能力是计算机类专业人

才的核心能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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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设计实践是计算机

类本科生人才培养的必要环节#是提升学生程序

设计与软件开发能力的重要手段& 如何提高课程

设计实践的效率及质量#对于促进计算机类本科

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及人才培养质量尤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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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基本情况

湖南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自

!%%3年创办以来至今已招生 #" 届#为 \M行业培

养了近 " $$$名计算机专业人才& 该专业于 #$$+

年申报获得,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特色专业-#

#$!$年获得一级学科硕士点授予权##$!# 年被评

为湖南省,十二五-重点学科##$!1 年获批为湖南

省普通高等学校,十三五-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

目&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目标在于!培养具

备创新意识)初步创新能力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能力#能胜任计算机科学相关基础和应用研究)工

程实践)应用系统设计与开发等工作的高级专门

人才& 本专业尤其注重,厚基础#重实践#多流

向#兼顾地方特色#软件与硬件相结合-的培养理

念#经过多年的发展#在面向互联网应用的 cD̀

编程)面向智能终端的 7II 开发)面向消费类电

子产品的嵌入式系统应用)面向大型数据处理的

数据库管理系统应用以及面向软件工程的软件测

试技术方面形成了一定的教学特色& ,?语言程

序设计-和,大学计算机基础-为湖南省精品课

程#,计算机教学中心-为湖南省实践教学示范中

心#,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

区- 为湖南科技大学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实验

区& 目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为计算机科学

与工程学院拥有教师与学生人数最多的系部#有

专任教师 !%人)学生 ! $%+人"如表 !所示%&

表 !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人数情况

年级 班级 人数 年级 班级 人数

#$!2

本部 !B1班 #!!

独立学院 !B3班 !#"

#$!1

本部 !B1班 !%#

独立学院 !B"班 %3

#$!&

本部 !B1班 !+$

独立学院 !B#班 1+

#$!3

本部 !B&班 !+1

独立学院 !B#班 33

#5课程设计实践的设置情况

课程设计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

力#将所学理论知识应用到具体场景中#以解决实

际问题&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开设的课程设计

共 %个#包括 ?语言)数据结构)数据库系统)计

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综合实践

能力创新实训 !"\/FDE/DF与cD̀编程%)综合实践

能力创新实训 #"智能终端系统及开发%#以及综

合实践能力创新实训 ""软件工程与软件测试%#

共计 !2个学分#每一门课程设计时间安排在 # 周

左右'"(

& 课程设计主要从任务完成情况)实践动

手能力以及课程设计报告质量等多个方面进行考

核& 课程设计的详细情况如表 #所示&

表 #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设计实践设置情况

课程设计名称 课程设计的核心内容

?语言

主要任务!"!%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学会利用流程图或^

4

=图表示算法$"#%掌握利用d)J_CA?

hh

)

?('D:A(.0J等工具调试程序的基本方法$""%学会撰写课程设计报告#逐渐熟悉软件设计相关文档

的撰写$"3%通过书刊资料和网络资源#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初步掌握开发一个

小型实用系统的基本方法$"1%培养学生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具体任务!"!%输入,输出操作$"#%分支结构$""%循环结构$"3%:iR7K,?Ŝ M\̂aR语句$"&%函

数$"1%递归函数$"2%存储类型$"+%一维数组$"%%二维与多维数组$"!$%指针$"!!%结构体与共用

体$"!#%文件操作

数据结构

"!%停车场管理& "#%农夫过河问题& ""%敢死队问题& "3%二叉家族树的建立与输出& "&%彩票

,双色球-的模& 按照,双色球-彩票的玩法规则设计一个模拟程序"为证明结果#可适当修改规

则%& "1%八皇后问题& 在国际象棋中#皇后的威力最大#它可以在横)竖和对角线方向"和水平方向

的夹角为 3&度%上不受距离限制地移动吃子& 在 +

o

+的国际象棋棋盘上#如何安置 +个皇后#使它

们互不吃掉1 给出问题解的个数及问题的每个解

数据库系统
"!%学生信息管理系统$"#%教学管理系统$""%人事管理系统$"3%考勤管理系统$"&%工资管理系

统$"1%员工培训管理系统$"2%企业内部行文管理系统$"+%医院管理系统

计算机组成原理

"!%验证 23T=!+!的算术)逻辑运算功能& 掌握算术逻辑单元的工作原理$熟悉简单运算器的数据

传送通路$验证 3位运算功能发生器的组合功能$画出逻辑电路图及布出美观整齐的接线图给定数

据#完成几种运算& "#%23T=!+!组成的 +位运算器& 熟练掌握算逻运算单元的应用方法$进一步熟

悉简单运算器的数据传送原理$熟练掌握有关数字元件的功能和使用方法$熟练掌握子电路的创建

及使用& ""%半导体存储器原理实验& 了解静态存储器的 i7Z的工作特性及使用方法$了解半导

体存储器的读与写$掌握半导体存储器读写时的控制信号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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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课程设计名称 课程设计的核心内容

综合实践能力创新实训 !

"\/FDE/DF与cD̀编程%

"!%基于;CbC的网络编程$"#%基于Z('DA!的简单cD̀应用开发$""%基于Z('DA#的复杂cD̀应用

开发$"3%基于-J)HF@A实现的cD̀前端应用

操作系统
"!%c)/'(UJ进程管理$"#%T)/_e进程管理$""%互斥与同步$"3%银行家算法的模拟与实现$"&%内

存管理$"1%磁盘调度$"2%进程间通信$"+%简单二级文件系统设计

综合实践能力创新实训 #

"智能终端系统及开发%

"!%基于安卓的手机通讯录开发$"#%基于安卓的工具类开发#理财助手)儿童看图识字等$""%基于

安卓的通信类开发#类gg)微信的及时通信$"3%基于安卓的新闻类应用开发

计算机网络
"!%网络协议分层的设计思想)传输介质制作$"#%各种数据成帧方法)数据链路流量控制$""%基本

的网络层路由选择算法)通信量整形算法$"3%\>包解析)=S?KRM套接字编程

综合实践能力创新实训 "

"软件工程与软件测试%

"!%测试环境部署$"#%单元测试$""%系统测试$"3%自动化测试$"&%测试过程管理)缺陷报告与

跟踪

"5课程设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全面了解学生的课程设计情况#我们针

对 #$!1级计算机 &B1 班""1 人参与%的数据库

系统课程设计#在问卷网设计了问卷调查"学生

篇#GFFIJ!,,UUU*UD/-_C/*.(@,J,)___j_,%& 该份

问卷设计了以下 !2个问题!

"!#在数据库系统课程中!老师布

置的课程实践的完成周期多长'

"##数据库系统课程实践通常要求

开发一个 Z\= 系统!你觉得!其需求如

何产生比较好'

""#在数据库系统课程实践中!如

果遇到各类问题!你通常是如何解决的'

"3#你通常访问哪些互联网网站或

者平台来帮助你解决数据库系统课程实

践各种问题'

"&#数据库系统课程实践中开发的

Z\= 系统!你认为该系统是否具有一定

的工程复杂性'

"1#数据库系统课程实践中开发的

Z\=系统!你认为该系统的质量"如代码

质量风格好&可靠性高&易于维护等#

如何'

"2#数据库系统课程实践中!你所

开发的Z\=系统是如何开发出来的'

"+#数据库系统课程实践过程中!

你遇到的困难主要是什么'

"%# 数据库系统课程和实践是否达

到你的个人预期!或者说你是否从该课

程设计中学有所获'

"!$#在数据库系统课程实践过程

中!你期望老师给予你什么样的帮助'

"!!#上完数据库系统课程及实践

课程之后!你觉得是否可以胜任未来就

业以及信息系统开发岗位需要'

"!##在数据库系统课程实践过程

中!你对老师给予的指导和解答是否

满意'

"!"#为了更好地开展数据库系统

课程实践!你最期望得到哪些方面的

支持'

"!3#目前你参与开发的单个 Z\=

系统的最大代码量"指你自己编写的代

码量#有多少'

"!&#至今你编写程序的代码总量

大致有多少行'

"!1#你认为数据库系统课程实践

给你带来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2#为了帮助学生更好提升系统

开发能力和水平!完成好课程实践!你有

何建议'

其中#对于,你通常访问哪些互联网网站或

者平台来帮助你解决数据库系统课程实践中的各

种问题-以及,为了更好地开展数据库系统课程

实践#你最期望得到什么哪些方面的支持-的回

答比例如图 !和 #所示&

图 !5访问互联网网站或平台的比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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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课程实践期望获得的支持的比例

从问卷回复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学生认为!数

据库系统课程设计实践具有一定的工程复杂性#

所开发的 Z\= 系统达到了个人预期#学有收获#

对于老师给予的指导基本满意& 但也存在以下一

些普遍性的问题!"!%学生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和

精力投入做课程设计实践$"#%虽然学习了课本

知识#不知道如何进行设计实践$""%学生技术基

础存在差异#进度不一$"3%少数问题难于解答#

获得帮助渠道有限$"&%不感兴趣#开着程序设计

界面却在看手机$"1%缺少可以参考和模仿的成

功案例"往届或竞赛项目等%$"2%代码量偏少#实

践时间"#周%不够#刚上手就结束了#效果一般&

35全过程管理探讨

根据课程设计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为进

一步提高课程设计实践的效率及质量#提出按照

,课程群知识
%

设计需求
%

集中实践
%

考核评

价-的全过程管理思路进行课程设计&

3*!5课程群知识

!%建设课程及课程群负责制'3(

& 根据老师

的专长及方向#每位老师负责 #B" 门课程设计的

建设#构建,教师4课程设计-二部图& 在课程设

计实践中#根据二部图来进行匹配安排& 由多位

老师共同负责课程群知识的建设与讲授#比如,?

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7Y

d7%-课程群#关注程序设计思维与算法设计能

力等方面的培养$,\/FDE/DF与 cD̀ 编程,智能终

端系统及应用开发,软件工程,软件测试,嵌入式

系统及应用-课程群#关注软件开发工具的掌握

与软件项目管理思想的建立等方面的训练$,数

字逻辑与数字系统,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

数据库系统-课程群#关注计算机硬件与系统软

件等原理以及运行机制等方面的验证性理解&

#%依托课程群来指导和设计课程设计实践&

课程群#通常会跨越多个学期#能够保证有足够的

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实践能力的培养中& 同时#综

合运用课程群中的多门课程知识将能够系统性解

决一些重要的问题& 例如#运用,?语言程序设

计,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7d7%-课程

群知识体系#可用于解决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

7>>推荐性能问题#实现面向终端用户的精准推

送$运用,\/FDE/DF与 cD̀ 编程,智能终端系统及

应用开发,软件工程,软件测试,嵌入式系统及应

用-课程群知识体系#能够开发车载嵌入式软件

系统并完成全过程测试& 此外#依托课程群所做

的课程设计#容易积累代码量"#$ $$$ 行以上%#

形成中等规模及以上的软硬件作品#可提供可参

考)可模仿)可竞赛的成功案例&

3*#5设计需求

!%教师提前发布固定需求!下学期初开始的

课程设计#本学期末开始发布$本学期末开始的课

程设计#本学期初开始发布& 通过这种方式#柔性

地拉长了课程设计的周期#便于学生充分利用好

空闲时间#及早为课程设计打好基础)准备相关内

容并完成工具与环境配置&

#%学生个性化定制需求!鼓励有想法的学生

在与课程内容相关基础上定制课程设计内容$老

师把关好需求#给出设计建议& 对于部分动手能

力非常强的学生#鼓励挑战更多的课设实践任务#

在代码量)算法设计)界面友好性等方面增加难

度#激发出他们的潜力&

"%互联网上开源系统需求'&(

!求助开源系统

开发者#基于开源系统导出课程设计需求$鼓励学

生重用和改进开源系统开展课程设计& 例如!

6)FH_` 托管有 # $$$ 多万个开源软件#利用

6)FH_`上开源软件 T)/>G(/D可实现机器人和手

机7>>之间的语音和视频通讯&

3%学生提前分组!根据学生的选题情况#进

行分组& "B&个学生为一组#每个班级分成 1B!$

个小组#各小组设小组长 ! 名& 老师分配助教到

班级#召集助教和小组长集中开会 !B# 次#进一

步细化需求#明确开发要求以及预期效果&

3*"5集中实践

!%老师负责人员与进度管理!老师定时定点

指导监督助教与组长的工作#把握好课程设计的

整体进度#无须全天待在机房&

#%M7进行具体指导!每个班配备 #B" 名助

教交叉指导具体技术问题#助教工作时间与学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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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时间同步"除开正常上课时间之外%& 从高

年级学生或研究生中选拔 M7#在课程设计开始

前#由课程设计负责老师对其进行一定的理论性

指导与实践训练&

"%知识社区负责解决问题'1(

!知识社区就是

一个巨大的知识问答资源库#针对课程设计过程

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可以到开源社区)知识问答社

区去寻求解答& 例如!在 =FC.0SbDEVA(U上有超过

+ 1$$万条在线知识条目$维基百科一共有 #+$种

语言版本#其中英语维基百科在线知识条目超过

&$$万#瑞典语)德语)荷兰语)法语)俄语)意大利

语)越南语和波兰语等语言版本也已经有超过

!$$万篇在线知识条目&

3%组队实践!组长负责提前组织大家学习技

术)组员课程设计内容的选定与任务分配)每日工

作进度监管及内容的记录)检查与提交"给 M7%)

测试用例与测试报告编制等& 组员完成助教和组

长分配的任务&

3*35考核评价

!%每日工作记录!对学生的课程实践过程和

结果"模型)代码等%二类数据进行持续采集&

#%分段测试!在课程设计开始第一天#进行

初步测试$在第 ! 周结束时#进行中期测试$在第

#周结束时#进行最终测试&

"%团队与个人积分!实践成绩由团队分和个

人分组成& 团队分占 &$8#个人分占 &$8#个人

凭贡献享受团队分!某同学团队分N团队分
!

贡

献系数& 团队分由组长给定& 个人积分#根据每

日工作记录和分段测试结果确定&

&5结语

课程设计实践是提升计算机类本科生程序设

计与软件开发能力的重要途径和必要手段& 本文

以数据库系统为例#设计了调查问卷#分析了其课

程设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了按照,课程

群知识
%

设计需求
%

集中实践
%

考核评价-的全

过程管理思路来实施课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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