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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ＡＣＭ／ＩＣＰＣ的计算机实践教学研究 ①

吴海波，夏新军
（湖南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我国高校计算机实践教学正面临着教学理念相对落后、教学灵活性差、教学质量不易控等困境。ＡＣＭ／ＩＣＰＣ
作为计算机科学精英学生的培养机制，在提升学习兴趣、培养创新能力及学习成果的量化上都有较为实用的理论和高效

的方法。将ＡＣＭ／ＩＣＰＣ的精英培养机制应用到计算机实践教学中，以“兴趣是学习的动力”为理论基础，以培养创新能
力为教学目标，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同时通过教学辅助平台为实践教学效果评价提供量化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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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实践教学理念
相对落后。实践教学过于注重形式，不利于学生创新能

力的培养。二是计算机实践教学过程受到课程时间及软

硬件实验设备的制约，灵活性较差。三是实践教学中质

量控制不易量化，实践教学的质量评价标准不一。我们

认为，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大多可以通过

ＡＣＭ／ＩＣＰＣ（ＡＣ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ｉａｔ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Ｃｏｎ
ｔｅｓｔ，ＡＣＭ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得到有效的补充和
弥补［１］。

１　ＡＣＭ／ＩＣＰＣ简介
ＡＣＭ／ＩＣＰＣ是由 ＡＣＭ（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Ｍａ

ｃｈｉｎｅｒｙ，美国计算机协会）承办的旨在展示大学生创新能
力、团队精神和在压力下编写程序、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

的年度竞赛。ＡＣＭ／ＩＣＰＣ作为一种发现和培养计算机科
学精英学生的方式，吸引了国内外众多高校的积极参与。

各高校以团队的形式参加 ＡＣＭ／ＩＣＰＣ竞赛，每队由３名
在校大学生组成。比赛期间，每队使用一台电脑在５小
时内编程解决７～１０个问题，获胜者为正确题数目最多且
总用时最少的队伍。近年来，ＡＣＭ／ＩＣＰＣ在我国得到了大
规模的推广［２］。湖南科技大学从２００８年开始参加该项
赛事。作为普通高校，尽管参加时间较短，但多次在湖南

省程序设计大赛中获奖，并分别在第３７、３８届ＡＣＭ／ＩＣＰＣ
亚洲区域赛中获得银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通过参加

ＡＣＭ／ＩＣＰＣ竞赛，湖南科技大学在培养计算机科学顶尖学
生上有一定的教育理念与创新方法，特别是针对计算机

教育中的动手能力的培养有一些独特的教学模式。

２　ＡＣＭ／ＩＣＰＣ培养机制的特点
培养一名优秀的 ＡＣＭ／ＩＣＰＣ选手，既要提供计算机

专业知识的培训，又要全面提升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

要获得优异的比赛成绩，从选手的选拔、培训、组队及参

赛无不需要精心的准备和组织。ＡＣＭ／ＩＣＰＣ主要是培养
参赛选手的创造力、团队合作精神以及在软件程序开发

过程中的创新意识［３］。ＡＣＭ／ＩＣＰＣ选手的培养机制主要
有以下特点。

２．１　以培养学习兴趣为导向
培养ＡＣＭ／ＩＣＰＣ选手的首要条件是激发选手的学习

兴趣。培养ＡＣＭ／ＩＣＰＣ选手的学习兴趣有很多机制、方
法和手段。包括竞赛实时排名、解题数目的实时统计、团

队之间的协作与竞争关系都可以激励选手的学习热情和

学习动力。实践证明，ＡＣＭ／ＩＣＰＣ培养面向竞赛，能充分
利用解题之后的成就感来激发选手学习潜力，激发学习

兴趣。

２．２　以培养创新能力为目标
ＡＣＭ／ＩＣＰＣ竞赛本身就旨在展示大学生创新能力。

因此，ＡＣＭ／ＩＣＰＣ培训内容并不仅限于编程技巧和算法的
实现，而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ＡＣＭ／ＩＣＰＣ
竞赛试题难度大，强调算法的时空效率。命题涉及的知

识面广，包括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数学知识及一定的

英语水平。通过 ＡＣＭ／ＩＣＰＣ的培训，选手们的思考能力
得到了大量的练习，在问题解决、分析和解构中，有着更

快的思路和方法。ＡＣＭ／ＩＣＰＣ不仅强调学科的基础，更强
调全面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尤其是 ＡＣＭ／ＩＣＰＣ竞赛试题
并无现存的算法，解题思路也不唯一，只有培养选手的创

新精神才能全面提升选手们的解题能力。因此，创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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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ＡＣＭ／ＩＣＰＣ选手培养的重点。
２．３　以提升主动性为原则

ＡＣＭ／ＩＣＰＣ培训过程艰苦而漫长，要达到一定的参赛
水平，选手至少得经过１～２年的高强度、大题量的训练，
这对选手的智力与毅力无疑是很大的挑战，也给 ＡＣＭ／
ＩＣＰＣ教练的培训手段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仅仅依靠教练
的知识传授、安排及组织而选手们被动的接受任务是很

难培养出一名优秀的 ＡＣＭ／ＩＣＰＣ选手。因此，提升选手
的学习主动性，让选手自己发挥学习主观能动性也成为

培训的主要手段。

２．４　以评判系统为量化指标
ＡＣＭ／ＩＣＰＣ评判系统大都对每个选手的解题数、在线

时长、练习内容、日志等有着详细的记录，从这些数据中

可以基本评价选手的学习内容及进度，从而有针对性的

对选手进行培训。同时，利用评判系统中的数据，采用数

理统计、数据挖掘等理论和技术来量化选手知识点的掌

握程度、培训效果的优劣，更能使培训事半功倍。

３　基于ＡＣＭ／ＩＣＰＣ的计算机实践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是构成课程和作业、选择教材、提示教师活

动的一种范式或计划［４］。与之相对应的实践教学模式则

是在实践教学理论的指导下，根据实践教学的规律原则

而归纳提炼出的具有典型性、稳定性、易学性的实践教学

活动的基本程序或框架。将先进的教育理论、技术和方

法引入到实践教学中来设计教学模式，是实践教学由

“教”为主向重“学”为主的教学模式发展的重要途经。鉴

于ＡＣＭ／ＩＣＰＣ培养机制在计算机顶尖人才培养上的优
势，将其引入至计算机实践教学中，设计基于 ＡＣＭ／ＩＣＰＣ
的计算机实践教学模式也就是一种必然。整个实践过程

以学生为主导，重在培养学生创新学习的能力。

３．１　实践教学目的
基于ＡＣＭ／ＩＣＰＣ的计算机实践教学以“提升学生计

算机实践学习兴趣”为核心，注重学生独立自主学习，着

眼于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首先让学生根据学习兴

趣独立自主的学习，然后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相应

的辅导。模式应用ＡＣＭ／ＩＣＰＣ中的竞赛机制来吸引学生
自主自发进行计算机实践学习，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达

到实践教学育人的目的。

３．２　实践教学原则
通过各种途经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自主

学习，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主是基于 ＡＣＭ／ＩＣＰＣ的
计算机实践教学模式的教学原则。在计算机实践教学过

程中，教师要创设宽松、自由的实践环境，提供解决问题

的信息，激励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

性，增强学生团结协作能力，使学生获得解决问题的

技能。

３．３　实践教学基本程序
基于ＡＣＭ／ＩＣＰＣ的计算机实践教学包括以下几个环

节：（１）创设问题。教师根据学生实践课程的要求，选择
与当前实践学习主题密切相关的问题作为学习的中心内

容。（２）自主学习。教师仅仅向学生提供解决问题的有
关理论基础和信息，由学生组织自学，同时注重发展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３）协作学习。协作学习指通过讨论、
交流、团队协作，不同方式、方法的解题方案的交流，加深

每个学生对当前问题的理解。（４）指导学习。教师根据
学生的学习情况和知识结构进行相应指导、启发。（５）效
果评价。学习效果的评价应在整个实践教学过程中随时

进行。（６）总结。由教师进行实践教学概括和总结。
３．４　辅助系统

基于ＡＣＭ／ＩＣＰＣ的计算机实践教学模式需要提供一
个实践教学管理平台。该平台应能提供学生计算机实践

的基本资料和开放式环境供学生自主学习，还应提供实

践教学质量评判的量化指标，供教师有针对性地指导学

生的学习。

３．５　实施建议
基于ＡＣＭ／ＩＣＰＣ的计算机实践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

中，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坚持学生作为学

习主体的精神，教师教学以启发为主。

４　结　语
综上所述，基于 ＡＣＭ／ＩＣＰＣ的计算机实践教学模式

能充分利用 ＡＣＭ／ＩＣＰＣ培养机制的优势，弥补了计算机
实践教学中的种种不足。湖南科技大学自２０１０年起在计
算机实践教学中引入 ＡＣＭ／ＩＣＰＣ培养机制后，先后开发
了基于ＡＣＭ／ＩＣＰＣ的计算机实践教学辅助平台，在 Ｃ语
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等实践课、课程设计中应用了基于

ＡＣＭ／ＩＣＰＣ的计算机实践教学模式，学生的动手能力及创
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因此，

将基于ＡＣＭ／ＩＣＰＣ的计算机实践教学模式应用到高校计
算机教育的各主要实践教学环节中，对强化实践教学、深

化实践教学方法改革，加强实践育人队伍和实践育人基

地建设，切实提高高校实践育人水平，不断提升高校教育

质量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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