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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学结合的高职计算机课程设计与实践 ①

陈俞强，郭剑岚，胡选子，彭　勇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工程系，广东 东莞５２３８０８）

摘　要：高职院校中，工学结合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遇到很多的困难。结合高职计算机课程
ＡＳＰ．ＮＥＴ程序设计，具体探讨工学结合在该课程中的改革与实践方法，并进行尝试，学生通过相应的考核，结果显示课
程教学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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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高等职业教育都采用工学
结合的方式进行，但由于其经济高度发达、社会分工协作

程度高、机械化程度高、劳动力较为短缺、工资高、政府投

入大的条件下实现的［１］。而我国高职教育的课程设计正

是鉴于德国的“双元制”［１］。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学校，不

同的专业，不同的课程都在尝试采用基于工作过程的课

程改革［２］。因此，如何结合地域经济发展和行业与企业

的特点、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有效地实现工学结合成为

目前各个职业院校重点思考的问题［３］。ＡＳＰ．ＮＥＴ程序设
计课程是我院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该课程

的实施课程效果直接影响学生的就业技能，所以该课程

在培养学生岗位能力的过程中非常需要以“工学结合”的

方式组织教学，从而有效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４］。本课

程借鉴了其他高职院校的经验，以岗位能力培养为目标，

以基于工学结合的高职课程设计原则为指导，实施了课

程教学改革。

１　基于工学结合的课程设计原则
课程设计的理念体现了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ＡＳＰ．

ＮＥＴ程序设计课程改革以教育部关于高职教育的【１６】号
文展开，以基于工学结合的高职计算机课程设计的一般

原则为指导，使高职课程实现真正就业能力培养为目标，

从理论够用为度，以实践能力为主的全方位的教学

改革［１］。

１．１　以ＡＳＰ．ＮＥＴ软件设计师岗位需求为依据
根据珠三角经济的特点，我们以东莞为中心进行广

泛的ＩＴ企业调研，掌握相关企业对ＡＳＰ．ＮＥＴ程序员岗位
的职业需求，然后将其分解为若干典型的工作任务［５］。

课程内容设置以岗位需求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以岗位

工作任务为核心、并以软考软件设计师的资格考试标准

为依据设计课程内容。

１．２　分析岗位需求，以程序设计的工作过程为导向
深入分析基于ＡＳＰ．ＮＥＴ的软件设计师的工作岗位，

课程内容组织以工作任务为中心，深入分析工作过程中

的典型工作任务，积极实践“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的教学

做一体化教学模式，突破学科知识逻辑体系，把知识点打

散嵌套到教学过程中。

１．３　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以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强化学生职业道

德，促进学生专业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均衡发展，全面提高

学生的综合就业竞争力［６］。

２　Ａｓｐ．ｎｅｔ程序设计课程教学改革的实施
２．１　基于岗位工作选取课程内容

课程教学内容选择，以培养就业能力为导向，以中小

型网站和信息系统开发，从系统需求分析、数据库设计到

编码和测试的职业岗位能力为目标，以软考软件设计师

的职业考证为参考点，紧紧围绕学生毕业后在各企业从

事系统开发和网站设计等职业的岗位需求，组织教学内

容。如图１所示，教学内容根据岗位职业能力需求为导
向，由职业能力确定动手技能，由动手技能确定课程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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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主要面向以软件

开发公司、中小型企业或事业单位、商业公司等，主要从

事的工作岗位是信息系统开发、网站开发、软件测试、技

术支持与系统维护。这些工作岗位都需要学生有编程基

础知识，熟悉软件开发的过程，有一定的开发经验［７］。所

以本课程内容的选取是依据信息系统开发、信息系统管

理应用、技术支持与系统维护等工作岗位的需求为设计

依据，并考虑到系统开发过程中的需求分析、系统设计、

编码开发、系统测试和后期系统的更新与维护等软件开

发流程在实际项目中的应用。

以长远的目标看学生的就业前景，我们会发现有潜力

的学生都会向软件开发工程师、项目经理、技术主管等方

向发展，这些岗位的从业人员必须具有编程的理论知识和

项目开发经验。ＡＳＰ．ＮＥＴ课程的课程目标就是通过“购物
网站首页的设计”、“投票系统设计”、“新闻发布系统设

计”、“物流管理系统”等七大项目的任务引领教学活动，掌

握ＡＳＰ．ＮＥＴ应用程序的配置、Ｗｅｂ页的发布、ＨＴＭＬ静态
网页的架构、ａｓｐ．ｎｅｔ内置对象的属性方法和事件、各种
Ｗｅｂ控件的使用等 ＡＳＰ．ＮＥＴ程序设计的基本理论知识，
熟悉软件开发流程，使学生初步具备使用ＡＳＰ．ＮＥＴ的开发
技能，为学生今后职业能力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图１　教学内容选取的原则

教学项目作为教学过程中的载体，教学项目的设计

需要从多个方面考虑，首先要考虑学生现有的知识结构，

同时还要考虑项目所涵盖的 ＡＳＰ．ＮＥＴ程序设计课程的
知识面，并且要考虑项目的实用性。依据这些要求，在课

堂教学中设计表１所示的５个项目。每个项目中都有明
确的能力目标和知识目标。

表１　能力训练项目设计表

编号 任务名称 能力目标 知识目标 实施手段与步骤

（１）

基于 ＶＳ２００８

的 ＩＤＥ工具

的简单使用

安装与配置基于ＶＳ２００８的 ＩＤＥ开

发环境并编写实现 “ＨｅｌｌｏＷｏｒｌｄ”

程序

１）ＩＤＥ的安装方法

２）熟悉ＡＳＰ．ＮＥＴ应用程序的配置

方法

３）掌 握 Ｗｅｂ页的发布方法

１）ＶＳ的安装

２）ＩＩＳ的安装

３）简单页面的发布

（２）
购物网站首

页的设计

运用所学内容创建一个集图片、表

格、框架、表单等于一体的静态

网页

１）掌握 ＨＴＭＬ静态网页的的设计

方法

２）理解框架网页的代码结构。

３）了解表单网页的组成。

１）页面布局

２）网页内容设计

３）具体内容导入

（３）

个人组合住

房 贷 款 计

算器

１）熟练使用ＩＤＥ环境中的工具箱，

为Ｗｅｂ窗体添加服务器控件

２）能够编写 Ｗｅｂ控件的方法和事

件程序

３）能够使用验证控件验证表单各

种输入数据

１）掌握 Ｗｅｂ应用程序的创建

方法；

２）掌握使用各种 Ｗｅｂ控件的

方法；

３）掌握使用验证控件验证表单数

据的方法；

１）页面框架搭建

２）样式设计

３）功能分析

４、功能实现

（４）
新闻发布系

统设计

１）设置用户控件的属性和方法

２）能够在 Ｗｅｂ应用程序中使用用

户控件

３）能够利用用户控件创建网页

模板

１）理解公有属性的概念；

２）理解用户控件的原理和特点；

１）分析新闻发布系统的页面

框架

２）新闻发布系统母版页组合

３）系统功能设计

（５）
物流管理信

息系统开发

１）运用所学内容分析企业实际

项目

２）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

素养

１）掌握数据库工具的使用（Ｏｒａｃｌｅ

或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

２）掌握．ｎｅｔ系统开发的相关方法；

３）掌握面向对象类的设计原则，提

高代码的可重用性；

１）业务流程分析

２）项目总体设计

３）项目开发

４、项目测试

４２１



第１０期 陈俞强，等：基于工学结合的高职计算机课程设计与实践

２．２　坚持采用一体化教学模式
ＡＳＰ．ＮＥＴ程序设计课程采用“任务驱动、项目导向”

的教学做一体化模式，通过程序设计认知实训、模拟开发

实训、真实的项目设计、课程设计和最后的毕业设计这一

完整的实训过程，有效地实现了工学结合，较好地保持了

学生在校学习与实际工作的一致性［６］。课程具体教学模

式如图２所示。

图２　教学模式

　　在传统的程序设计课程中，都是以知识体系讲授为
主，辅助的采用一些针对单个知识点的零散的项目进行

教学，并没有将真实的整个完整的工作项目带到课堂

上［８］。本课程的改革首先是通过简单项目训练，然后综

合训练，项目来源于一些社会企业，突出实际应用，使项

目实训与实际应用对接，从而将工作项目归纳成五大工

作项目，并按照这些工作项目的内容来确定课程标准和

课程项目设计的主要内容，以工作项目为导向来组织教

学，实现了以项目内容作为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将五

个工作任务的工作过程转移到课堂，保证教学与工作的

一致性。表２为ＡＳＰ．ＮＥＴ程序设计课程的课程标准中包
含的５个项目。

表２　课程标准中的五大项目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１） 基于ＶＳ２００８的ＩＤＥ工具的安装于简单使用

（２） 购物网站首页的设计

（３） 个人组合住房贷款计算器

（４） 新闻发布系统设计

（５） 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开发

在每个教学的过程中，都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

体的系统化教学。每个教学项目，都是教师引导学生完

成，教师需对本门课程所要完成的项目进行需求描述，并

在授课过程中逐步讲解项目所涉及的知识点，对学生进

行项目实践和开发过程中所需的技能训练。将课堂搬到

实训室，将教学项目分解为若干任务，在任务实施中渗透

必须的理论知识，边讲边练。教师通过机房实训室和演

示软件通过展示项目操作过程，学生则根据教师的演练

在实训室中进行项目实训，课余时间师生校内学习论坛、

ＱＱ和电子邮件等多种渠道进行交流，并完成每个项目中
安排的课后实践作业。在单元模块教学结束后进入到项

目开发实战阶段，做一个综合项目实训，综合运用各模块

知识和技能，达到理论升华、技能整合、逼近实战的目的。

所有理论与实践教学均在实训室展开，真正做到教学做

一体化。与实际工作相同的各种分析文档和项目开发软

件是教学改革的必要支撑。

２．３　将职业资格考证融入课堂教学
软件开发类人才是目前ＩＴ行业的紧缺人才。在珠三

角，软件行业急需的是技术和管理两类人才，技术类包括

软件开发工程师、产品工程师等架构、编程、测试人员；管

理类需求集中在销售、市场、解决方案和外包管理方面。

高职院校的学生刚好适应技术类人才的需求，经过细致

的行业调查发现，企业现在采用的软件开发工具主要是．
ＮＥＴ平台、ＪＡＶＡ平台和ＰＨＰ平台，其中．ＮＥＴ占较大的市
场份额。

企业招聘软件人才时大多都要求应聘者具有真实的

项目开发经验，为了适应这一特点，我们在选定课程内容

时，除了软件开发的基本知识，还把项目充分的融入到教

学中。

为了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对学生实施“双证书”

要求，即学生在获取毕业证的同时也要获取职业资格证

书。为此，在课程内容设置中嵌入了职业资格证书考试

５２１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４年第６卷

内容。核心岗位资格证书如表３所示：
表３　职业资格证书

序号 职业资格证书名称 颁证单位 等级

１ 数据库管理员 人事部、工业与信息化部 中级

２ ＣＥＡＣ软件工程师 工业与信息化部 中级

３ 软件设计师 人事部、工业与信息化部 中级

４ 程序员 人事部、工业与信息化部 初级

２．４　改革课程考核模式，突出过程评价
课程考核上，主要考核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及成品

效果，考核目标为学生完成项目工作任务的能力和效果，

对其实际动手技能及合作能力进行评价，改变传统的单

一期末笔试或机试考核，突出过程评价。从过程考核到

项目开发，再进行课程考证考核。从而让学生真正掌握

实际开发技能。如在 ＡＳＰ．ＮＥＴ考核上要求学生做网站
或者系统，规定里面包含哪些模块，但是具体实现模块并

不限制，然后要学生把自己的东西直接发布到外网上，教

师直接输入网址通过互联网查看学生的作品，从而根据

学生的作品去考核，考查结果表明这种考核改革能大大

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学生的动手技能，因为自己的作

品可以随时发布到网上也可以随时让自己熟悉的朋友来

点评。

３　顶岗实习，工学交替
ＡＳＰ．ＮＥＴ程序设计课程是按照程序开发课程而实现

的完整的学习领域，这个学习领域在课程的整体设计中

并不仅仅局限于课堂理论教学，而是以实践技能培养为

主，理论知识够用为度的设计思想。整个完整的教学课

程由若干个教学模块与一个综合项目实训模块组成。从

内容范围看包含如上所述的７个项目，从教学进程的交
替看包括程序设计认知实训、模拟的软件开发实训、真实

的项目设计和半年的顶岗实习等４个交替进行的教学步
骤。本课程的工学交替主要通过如下方式实现：一是通

过虚拟的项目开发、真实的项目设计，实现课程教学与真

实工作项目的交替。在教学过程中，安排６０％以上的学
时作为能力培养的实践性教学环节，设置循序渐进、有深

度、针对职业岗位技术应用能力培养的配套实训项目，然

后学生带着这些扎实的专业知识进行真实项目的训练。

二是通过后面的课程设计和顶岗实习来实现对知识的升

华，使得学生所学的知识最大限度接近企业岗位要求。

４　结语
总而言之，工学结合课程设计势在必行，由工作岗位

的能力需求决定教学内容，由教学内容决定教学方法，使

得职业岗位能力在校期间得到全面提升，使得学生一毕

业就具备企业需求的岗位动手能力，到企业后只需要一

周内的企业文化培训就可以完全合乎岗位需求的人才是

我们培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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