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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研究 ①

肖强华ａ，宁　丹ｂ

（南华大学 ａ．数理学院，ｂ．计算机学院，湖南 衡阳４２１００１）

摘　要：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属于数学类，是数学和计算机的一个交叉学科，应用性不强，注重于理论基础的学习。
为了提高该专业的就业率，应该加强学生的计算机实践能力的培养。针对本校该专业的具体教学和就业情况，提出以案

例教学为基础，结合项目教学，使学生能应用工程化方法和技术从事软件开发和项目管理，从而提高学生计算机的实践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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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不是纯粹的数学专业也不是纯
粹的计算机专业，是数学和计算机的一个交叉学科，要修

的主干课程既包括数学类主干课程也包括计算机类主干

课程。该专业是属于数学类的，应用性不强，注重于理论

基础的学习。虽然有很强的考研优势，但是由于各种原

因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继续深造，所以，针对就业方面的

弱势，必须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根据该专业的特点，最

直接的办法是加强学生的计算机实践能力。

１　专业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是一个理科专业，培养目标是

学生既拥有雄厚的数学理论基础，又能使用计算机进行

信息处理、二次开发、应用开发等。学生学习的主干课程

分为两类：数学类和计算机类。计算机类的主干课程有：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操作系统、数

据库原理及应用、网络原理及应用等。在整个专业的培

养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三个方面：（１）课程开设方
面。课程之间的连贯性不强、开课顺序不合理、课时偏

少、实践教学环节薄弱、重点不突出等。（２）培养方案方
面。因为是理科专业，计算机课程的教学要求和考试要

求比工科低，重点放在理论教学上，实训要求也低，所以

教学效果不佳。（３）师资方面。大部分教师是数学类教
师，计算机教师都是高校毕业的研究生，虽然有扎实的理

论知识，但实践经验缺乏。

２　加强学生计算机实践能力培养策略
２．１　调整专业培养方案

一是专业主干课程的选择和开设。计算机课程的开

设，受学分和专业所属范畴的影响，本专业的计算机课程

必须要精练。怎么选择、开设计算机的一些基础的主干

课程，学生在进行一系列学习之后能否干实事？例如，能

熟练地使用某一门语言进行应用软件的研发。分析当前

ＩＴ业主流需要的情况下，我们选择了面向对象的程序设
计Ｊａｖａ和Ｃ＋＋，当然还有很多高效的语言．ｎｅｔ、ｐｅｒｌ、ｐａ
ｔｈｏｎ等。开发应用系统的目的是能够处理数据（能被计
算机识别的所有信息），所以我们必须知道数据的存取和

管理，开设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课程是必不可少的，在众多

的主流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中（如 Ａｃｃｅｓｓ、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Ｏｒａ
ｃｌｅ、ＤＢ２、ＭｙＳＱＬ），我们选择 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数据结构与算法
分析课程是必须要学的。要想使学生能应用工程化方法

和技术从事软件开发和项目管理，必须学习软件工程。

当然还得学习其它的一些知识例如：操作系统、计算机网

络原理及应用、编译原理和组成原理等，但这些只能作为

选修课或供学生们自学补充。二是教学大纲、教案、讲稿

的调整。调整教学大纲、教案、讲稿的最终目的是加强教

学效果。例如，为了加强面向对象程序设计Ｃ＋＋课程的
教学效果，将该课程的学分由原来的３学分调整到４学
分，并以加强该课程的实训时间和实训方式来达到提高

实训效果的目的（例如和 ＩＴ培训公司合作、下一个学期
继续开设Ｃ＋＋的高级课程）。三是教学方法的改革。该
类课程的特点是知识点多，知识点之间的连贯性不强，具

有很强的理论性、实践性与应用性［１］。传统的教学方法

和教材上的实例不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样就大大

地降低了教学效果。本文提出以案例教学为基础，结合

项目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降低学习难度，以达到

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目的［２－３］。

２．２　结合项目，案例教学
２．２．１　项目选择

项目的选择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教学效果。

首先，要考虑项目的规模、难易程度和适用范围。项目太

大，不可能全部讲解；太小，会显得课程内容不充实；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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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学生学得吃力并容易打击学生的自信心，使其失去学

习的兴趣；太简单，不能挖掘学生的潜力。一般来说，单

独一门课程一个项目，连续性很强的课程共享一个项目。

其次，要循序渐进。教师在讲授项目的时候必须以软件

工程理论知识为基础，应用工程化的思想和方法进行教

学。再次，要考虑项目讲授的内容。项目从需求分析开

始，经过系统概要设计、详细设计、编码实现、测试到最后

部署。并不是项目的所有工作都能在课堂上讲授，也并

不是所有的项目内容都需要在课堂上讲授，所以需要反

复斟酌项目讲授内容。最后，项目的来源。项目最好是

来自于教师已完成的成功的横向项目，授课教师必须参

与整个项目的研发，熟练地掌握相关的知识，甚至能单独

完成整个项目，这样才有足够的能力指导学生。如果没

有合适的横向项目，也可以和我们的实习基地单位合作，

选取他们的成功案例，但必须得到实习基地单位的支持，

拿到整个项目的文档和源代码，在开课之前组织授课老

师一起学习、讨论，做到对项目了如指掌。

２．２．２　项目分解
该类课程的特点是知识点多、知识点分散和连贯性

不强，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实践性与应用性。教材上的实

例和教师临时编写的实例仅仅是验证单个知识点，例题

之间没有连贯性和系统性，这就割裂了软件工程学科的

整体性。项目是完整的，而授课时间分散于整个教学周

期，这就需要将项目按照教学计划和知识点进行分解。

项目的分解要以课程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为基准，按知

识点、重点和难点进行详细的分解。

根据案例的用途可以分为两类［４］：课堂理论教学用

案例、课程实训用案例。课堂理论教学用案例必须与课

程教学大纲、教案和教学日历保持一致，按知识点、难点

和重点从项目中选取合适的代码段、程序文件或者子模

块作为案例，案例和知识点的关系是多对多的关系，选取

案例的时候要根据案例的难易程度和教学进度的关系循

序渐进。实训用案例模块化分解，首先是分组，每３～５个
学生完成一个项目，然后根据集中实训的时间和次数确

定每次实训需要完成的项目内容。

２．２．３　案例教学
有了理论思想做指导，实施起来就有了主线，但实施

进程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修

改教学大纲、教案、讲稿。系（教研室）每学年必须组织集

中式讨论，总结上学年的教学经验，结合当前社会的主题

需求，针对教学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给出调整方案，并修

改教学大纲、教案和讲稿。例如：主流编程语言每年都可

能发生变化，同一个编程语言也在不断的完善，ＩＴ企业对
人才技能的要求每年也不尽相同［５］。第二阶段，选取项

目、案例。首先，对具体项目进行认真阅读，并且要有个

人的深度研究与分析，用软件工程的思想和方法作为理

论指导。其次，需要尽快进入项目情境，了解、掌握项目

中的主流技术、关键技术、重点和难点，了解项目的根本

目的是什么、解决了什么样的实际问题、能带来多少社会

效益，分析思考项目开发者的行为及对策的合理性与不

合理性并给出理由［６］。第三阶段，总结教学效果、逐步建

立项目案例库。归纳总结是教学的基本工作，根据课堂

教学情况、实训情况和考试情况归纳总结教学效果，随着

时间的积累逐步建立项目案例库。

２．３　案例库建设
随着时间的积累，使用的项目会越来越多，即使是同

一个项目也需要不断的完善。分解项目得到的案例由于

教学大纲、分解方法及教学效果的好坏也需要不断的完

善，为了更好地教学，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在科研经费

允许的情况下积极建立项目案例库。

项目案例库以课程（表）、项目（表）和案例（表）作为

三个主体对象。课程表以教学大纲为基础，包含各个章

节的知识点、重点和难点等基本信息，能描述知识点和案

例之间的关系、知识点与项目之间的关系、知识点之间的

关系以及教学效果等。项目表描述项目与案例之间的关

系、项目与课程之间的关系以及项目的基本信息。案例

表描述案例和知识点之间的关系、案例和项目的关系以

及项目的基本信息。项目案例库的建设有利于教师能回

顾教学过程，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地解决问题，最终

达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目的。

３　结　语
本文根据南华大学数理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

具体情况，以提高该专业学生实践动手能力为手段，提出

以案例教学为基础，结合项目教学，使得学生能应用工程

化方法和技术从事软件开发和项目管理，最终达到提高

该专业学生就业能力的目的。但是，培养方案、教学大

纲、项目、案例以及教学方法等任何一个环节都直接影响

教学效果，且该方法在以前的教学过程中并没有涉足，所

以，如何在课程教学中发挥更大功效，还有待进一步的探

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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