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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卓越计划”的程序设计能力

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①

刘元珍
（盐城工学院 优集学院，江苏 盐城２２４０５１）

摘　要：在“卓越计划”改革的背景下，加强计算机专业学生程序设计能力的培养显得更为重要。本文分析了目前程序
设计类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能力培养为核心，构建课程群教学体系，重视实践教学的教学改革思路，介绍了具体

的实施方法、教学效果以及还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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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简称“卓越计划”）是我
国工程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１－２］。我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作为省级“卓越计划”试点专业，为培养计算机专业的

卓越工程师做了一系列改革。程序设计能力在计算机学

科知识体系结构中具有核心位置，是计算机专业学生要具

备的基本能力，更是毕业生走上工程师岗位后必须具备的

职业能力［３－４］。本文分析了现有程序设计类课程教学内

容、实践教学模式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以切实提高程

序设计能力为目标，构建程序设计类课程教学体系，改革

教学模式，为培养合格的计算机卓越工程师奠定扎实基础。

一　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程序设计能力是计算机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职业技

能，但目前现状却是很多计算机专业毕业生程序设计能力

偏弱，一方面软件人才非常匮乏，另一方面计算机类专业

毕业生就业却逐渐困难，程序设计能力直接影响学生就

业。反思“卓越计划”的培养要求，总结我们在程序设计课

程教学的经验，在程序设计类课程教学中存在如下的问题：

１．以课程为基本单元，课程之间缺乏连贯，教学内容没
有整体规划，知识体系松散，没有建立一个明确的课程群

目标体系，专业课程教师只关注本门课程的学习情况，忽

略了课程体系的整体连贯性，通常每门程序设计课程都从

最基本的语法开始讲起，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重复，浪费有

限的时间。

２．对课程的实践性重视不够，教学过程中以理论知识

点为主，对实践知识的训练较少，实践教学体系不够完整，

教师在教学投入中也不自觉地重理论轻实践，忽视了对学

生知识综合运用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大量的实践题目靠学

生的自觉性在自己的机器上完成，效果不理想。

３．理论考试多以对知识点的考查和简单的编程题为
主，缺少有一定难度和较综合的编程题，此类题目教师也

很难仔细评判程序是否可行，因此学生只要掌握理论知识

点就可轻松得分，从某种意义上也引导学生忽视了对程序

设计能力的锻炼。而对实践的考核也不易控制，实验和课

程设计学生容易拷贝他人成果而蒙混过关。

４．学生实践实战经验不足，做程序容易自己想当然，需
求分析潦草应付，不实际调查根据具体需求来定而是自己

任意想象甚至任意改变现有的状况进行理想的假设，在自

我意识里还停留在“模拟实验”阶段，编写的程序根本无法

投入使用，学生也得不到真正的锻炼。

二　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一）建立课程教学体系

按照提高程序设计能力的教学目标建立课程群，统一

规划、统筹安排程序设计类各门课各个阶段的教学目标，

建立相辅相成、逐步提高、前后连贯的课程教学目标体系。

改革和优化教学内容，强调课程群各课程之间的知识连贯

性，形成由课程群教师共同协作设计逐步提高、前后连贯、

层层梯度推进的课程内容体系。我系必修的程序设计系

列课程主要有Ｃ＋＋课程设计、Ｗｅｂ程序设计基础、Ｊａｖ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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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设计、数据结构，受总课时的限制，有些课程设为选修

课，主要有Ｃ＃程序设计、ＡＳＰ．ＮＥＴ程序设计、Ａｎｄｒｏｉｄ程序
开发、ＪＳＰ网络编程、ＳＳＨ框架编程实践、Ｊ２ＥＥ项目开发等，
学生可以通过选修课来调节更侧重和想深入学习 Ｗｉｎｄｏｗｓ
编程还是Ｊａｖａ编程。此外，为突出制造业信息化的专业方
向，我系还开设了 ＮＸ二次开发和 ＰＤＭ二次开发 ２门课
程，紧贴专业方向，也体现了程序设计在行业中的应用。

（二）在后续课程中强化程序设计能力

程序设计能力的培养离不开数学基础、逻辑思维能力

的培养［５］，也特别需要计算机理论知识的深入学习。我系

培养学生系统分析设计能力开设的课程有 ＵＭＬ面向对象
分析与设计，培养学生软件工程能力的课程有操作系统、

软件工程，培养学生数据库系统管理与维护能力的数据库

原理和Ｏｒａｃｌｅ数据库管理系统。这些并行或后续的非程
序设计类课程与程序类课程一脉相承层层递进，对于加深

学生的行业知识，了解行业背景产生重要作用，为学生提

高程序设计能力提供理论高度的支持。

（三）重视第一门程序设计课程的教学

第一门程序设计课程是程序设计的基础入门教育，通

过该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掌握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的

基本构成要素、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使学生具备初步的

程序设计能力，培养学习兴趣建立信心，为后续课程的学

习和学生自发进行更深入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我系

第一门程序设计课为Ｃ＋＋程序设计，采用小班授课、多媒
体讲解且全部课程在机房讲授完成，教师有更多的精力关

注到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情况，学生也可以随时地进行编程

实验包括课堂程序的验证，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

（四）构建“五层次”的实践教学体系

构建“基本技能训练—综合性、设计性训练—模拟真

实项目训练—项目开发—毕业设计与职业能力训练”五层

次的实践教学体系，第一层次是基本技能训练，配合课程

教学，达到基本要求（课内实验、软件编程实训１－２）；第二
层次为综合性、设计性训练，培养学生的软件分析、设计、

编程能力（软件编程实训３）；第三层次为模拟真实项目训
练，通过设置模拟真实训练项目培养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

和工程意识（ＮＸ二次开发实训、ＰＤＭ综合实训）；第四层次
为项目开发，由多位学生合作完成较大型的开发项目，培

养学生团队合作意识和工程实践能力（软件工程实训）；第

五层次为毕业设计与职业能力训练，完成职业岗位训练，

培养学生职业适应能力。

此外，在成绩评定中充分重视实践，在实验和实训环

节增加师资投入，严格实验和实训考核。探索可以实现程

序在线测试打分的教学辅助系统，以更好地评测学生实践

成绩，并减轻教师工作量。

（五）企业联合培养

企业培养环节是卓越工程师培养的一个组成部分。

学生在企业的工程实践环节分２种类型，一种是项目为主
线的工程实践，一种是以岗位为基础的毕业实习。工程实

践过程中，学生可以在不同的企业项目中得到工程实践能

力的锻炼，企业导师全程跟踪并指导学生的实践过程；毕

业实习过程中，学生相对固定在某一个企业以及某个固定

的岗位，进行现场计算机工程师必备技能的全面训练。

三　结　语
实践证明我们的教学模式对学生程序设计能力的培

养有良好的效果，对提高学生的编程能力有较强的现实指

导意义，但是它还存在着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连贯的

相互配合的教程的编写，实现程序在线测试打分的教学辅

助系统等都是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们

还会不断探索，为培养出计算机专业的卓越工程师做出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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