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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大学生专业计算机应用能力的思考

陈琪锋
(国防科技大学 航天 与材料工程学院军事航天系

,

湖南 长沙 41 仪斤3 )

[摘 要 1 当前高校计算机应用能力的教育仅仅处在第一个层次的计算机基本操作教育或者是第二个层

次的计算机基础应用教育
,

非常缺乏第三个层次的专业计算机应用教育
,

即计算机应用教育没有很好地结合专

业需求开展
。

本文对加强大学生专业计算机应用能力培养进行了思考和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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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十一世纪
,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

已经

大大改变了各个传统学科的面貌
,

成为各学科发展

的重要工具和基本手段
。

计算机的应用 已经渗透到

各学科中
,

与传统学科相结合
,

使工业革命阶段发

展出来的传统学科焕发了新的活力
。,

计算机辅助设

计
、

计算机辅助制造
、

计算机仿真等等提供了全新

的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手段
,

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研

究和工作方式
,

大大提高了效率
,

加快了科技与社

会发展的速度
。

高等院校大多认识到了计算机应用能力培养对

学员适应信息时代的至关重要性
,

所以各个学校
、

各个专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旨在培养学生计算

机应用能力的教学与实践
。

但是通过对高校计算机

应用教育课程体系的分析和教学实践 中问题的思

考
,

笔者发现现阶段计算机应用教育已经跟不上时

代发展的要求了
。

何况有少数基础差些的学生也完全可 以自学这些内

容
。

而程序设计
、

微机原理这类较为深人的课程仍

然是重要的
,

必须课堂讲授
,

并且要安排上机实

践
。

然而多数非计算机本科专业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教育也就到此为止 了
,

对此较重视的学校也就最多

再为学生增加一些上机实践的机会而已
。

很容易看

出
,

这些教学内容都是通用性 的
,

只是大学生或理

工科大学生必备的基础
。

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
,

就

是这些学习内容本身并没有和专业应用挂钩
,

没有

对所学专业有直接的帮助
。

二
、

加强专业计算机应用能力的意义

一
、

当前高校计算机应用教育的问题

当前非计算机专业 的计算机课程大致上有几

种
:
计算机引论

、

程序设计语言
、

微机原理等
。

这

些课程当然是计算机应用的基础
,

特别对于理工科

大学生是十分重要的
。

但是
,

像计算机引论这样的

课程主要是使学生对计算机有个基本的认识
,

学一

些基本操作
、

常用软件如 W ORD 这样的东西
。

其

实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
,

计算机 已经步入人

们的日常生活
,

跟十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

多

数中学已经普及计算机基础教育
,

不像上世纪 90

年代的大学生第一次上机连开机按钮都找不到
。

计

算机引论这样的课程 占去许多学时已经没有必要
,

在信息技术发展的推动下
,

许多专业已经充分

应用 了计算机
,

使这些专业获得 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
,

如机械设计学科的 CAD/ CAE / CAM 类软件的成

熟和广泛应用
,

使机 械设计
、

制造脱离了手工绘

图
,

大大缩短了产品设计周期
,

提高了产品质量 ;

控制学科广泛应用了 Mall ab 仿真软件
,

使控制系

统的设计分析大大简化
,

更为直观形象 ; 固体力学

有限元分析软件 A卜SYS
、

流体力学的 n 既址软件等

使得力学分析计算更为容易
,

省去研究开发人员编

写复杂程序计算的痛苦 ; 航天领域广泛应用的 S】X

软件
,

提供了功能强大的卫星
、

导弹运行仿真环

境
,

在包括 N人SA在内的许多航天部门获得直接应

用 ; 数学专业常用的 N恤山。扮吐iCa 精于符号计算
、

函数绘图
、

逻辑推理证明
,

使数学研究更生动形

象
、

更严谨充分 ; 其它方面如电子类
、

化学类
、

医

学甚至音乐作曲都发展出了功能强大的专业软件
,

为专业人员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

这类专业计算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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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工具之所以大大促进了学科发展
,

不外乎是因为

它们要么是本学科经验知识的总结
,

要么是替专业

人员写好了高质量的代码
,

避免重复编程计算的繁

琐工作
。

专业计算机辅助工具的发展
,

使以往专业领域

内普遍认为是很基础很重要的知识
、

技能变得没有

价值了
,

因为这些大量琐碎细致的工作都可以由计

算机替我们完成
,

真正有价值的能力
—

创造性的

重要性日益凸现出来
,

只有真正有创造性
,

才能在

信息时代立于不败之地
。

古人云
“

登高而招
,

臂非

加长也
,

而见者远 ; 顺风而呼
,

声非加疾也
,

而闻

者彰
。

假舆 马者
,

非利足 也
,

而致千里 ; 假舟揖

者
,

非能水也
,

而绝江河
。

君子生非异也
,

善假于

物也
” ,

可见古人早 已知道工具的作用
。

所以要想

充分发挥创造性
,

必须有效借助他人成果和专用软

件
,

将自己从琐碎的工作中解脱出来
,

所以一定要

掌握这些工具
。

当前大学生所学专业知识
,

相当部

分仍然是传统的专业知识
,

培养的仍然是传统的基

本技能
,

在当今计算机辅助工具大力发展 的条件

下
,

实际上有些东西完全可 以交给计算机去做的
,

就没必要花大量时间去重复劳动了
。

例如在学习控

制理论时
,

会涉及大量矩阵运算
,

在有了线性代数

等这些数学基础后
,

就没必要反复练习这些基本功

了
,

而是应该交给计算机去计算
,

比如使用 Mat
-

lab
。

此时教学生掌握一 门工具
,

就远远 比让学生

作重复性的基本练习有价值
。

如果这些具体而又繁

琐的工作能由计算机完成
,

在节省大量时间的 同

时
,

可以使学生集中精力于所学 内容的理解应用
,

这恰恰才是专业学习中最重要的部分
: ,

其它各学科

也都如此
,

就不再一一举例了
。

与美 国教育相对

比
,

中国教育的学生基础扎实
,

但创造性不强
,

这

是大家一致认同的
,

究其原因
,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中国教育中繁琐重复性的东西太多了
,

学生不会或

者不能使用高效的工具
,

使他们花去许多时间在没

有价值的工作上
,

没有时间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行

动
。

所以在本科阶段加强面向专业领域的计算机应

用能力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三
、

加强大学生专业计算机应用能力培

养的途径

加强专业计算机应用 能力培养可 以有以下途

径
:

开设专门课程 ; 在专业课程 中设置部分计算机

应用内容 ; 通过课外练习自学 ; 考试方式改革等
。

针对某些对专业具有总体性意义的计算机辅助

工具
,

可 以开设专 门的课程讲授
,

比 如 Mail ab
、

Ma th e

lna tic a
这类工具

,

对控制与数学专业 比较重

要
。

其中 Mad ab 实际上对差不多所有的工科专业

都很有帮助
,

而现在只有控制专业才有专门的课程

学习 M a tlab
,

实际上需要扩大到所有工科专业
。

有

了 Ma dab 这一有力工具
,

学生对很多课程 的学习

将会得心应手得多
,

比如控制
、

优化
、

统计
、

信号

处理
、

滤波
、

动力学等等
。

笔者建议这样的课程应

在低年级开设
,

因为越早掌握这种工具越能方便以

后 的课程学习
。

讲授专业课程的老师会有这样的体

会
,

专业课程讲授内容要让学生掌握
,

必须通过实

践来应用
,

但是实践起来往往较复杂
,

所以不便实

施
。

比如 Kali n an 滤波的计算
,

给一道习题手工计

算费时费力
,

不能起到突出学习思想方法这个重点

的作用
,

如果让学生用计算机计算的话
,

学生又仅

学习过
c
或者 fo rt F王n

这类基本语言
,

编程量又 比较

大
,

有限的课时数不允许
。

可 是如果学生掌握了

Mall ab 这种有力工具
,

仅仅需要几行代码
,

就可完

成工作
,

节省大量时间
,

可以用来分析理解学习的

内容
,

这样学生的学习效率就会大大提高
,

应用能

力当然也会大大加强
。

当然
,

很多实际工作还是需

要从基础做起的
,

Matl ab 这样的课程不能替代基础

性的程序设计课程
,

可放在程序设计课程后讲授
,

使学生不但具有计算机编程的坚实基础
,

又具有使

用高级工具大大简化工作的能力
。

另外一类工具则不具有如此的通用性
,

往往是

某一专业或某一课程很需要的
,

比如 CAD 对机械

制图
、

Fl ue nt 对计算流体力学
、

A刊SYS 对固体力学

有限元分析
、

ST K 对航天器轨道力学等等
,

这些内

容可根据它们对专业的影 响程度及掌握的难易程

度
,

或者专门开设一门课程
,

或者在某专业课程讲

授中增加一部分相应内容
,

或者给学生上机实践的

机会锻炼他们自学的能力
,

总之是要让学生能够熟

悉这些工具的使用
,

在课程学习或工作实践中能方

便地解决问题
。

这类计算机辅助工具的学 习
,

应该

放在高年级学习专业课程时进行
,

因为只有在学生

明确了专业方向后
,

才能确定这些计算机辅助工具

是否会对他们的专业有帮助
,

确实需要的话花时间

去掌握才是值得的
。

假如安排学生 自学某计算机辅助工具的话
,

最

好是给学生布置大作业 的任务
,

结合任务去学习
。

因为学生需要学习多门课程
,

花在某一门课程的时

间有限
,

这种情况下泛泛地摸索某一辅助工具效果

不会好
,

只有明确了所要解决的问题
,

有针对性地

去摸索学习
,

才能更有效率
,

才能确实有所收获
。

同时建议大作业与考试结合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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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筝
:

探索
“

两课
”

多种形式的考核方式

少大班授课

因为
“

两课
”

是每一位学生的必修课
,

对全校

白悖生来讲
, “

两课
”

教师的人数相对较少
,

为解

决这一矛盾
,

不少学校都采取了大班上课的方法
。

在一个有 100 多学生 (甚至更多) 的课堂上
,

教师

在教学中
,

不可能对每一个学生都能充分注意
,

部

分学生在这种空隙之下
,

就会做一些非
“

两课
”

内

容的事情
,

甚至影响到其他学生的听讲
。

很明显这

种方法不利于教学效果的正常发挥
,

不利于教师与

学生的广泛交流
,

不利于平时考核的有效进行
。

教

师也会因为学生太多
,

无法迅速认真地批改学生完

成的每一项单元项 目
,

科学公正地完成对每一个学

生进行平 时考核的任务
。

所 以要更好地达到
“

两

课
”

的教学效果
,

科学公正地完成对学生的成绩评

估
,

调整
“

两课
”

教师与学生的比例
,

适当减少大

班授课势在必行
。

3
.

在考核 中加强 以 学生为主体的思想

在探索多种形式的考核方法中
,

能力的测试虽

然是考核中重要的层面
,

但是在
“

两课
”

教育改革

中
,

全面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

培养学

生的创新能 力
,

不断改进教学质量
,

形成 教学互

动
、

良性循环
,

就必须在考核上也尊重学生的主体

性
,

以学生为主体
。

在传统的考核方法中
,

一般对

学生的主体性尊重是不够的
,

试题中的选择一般都

是正确与错误的选择
,

无论考知识还是考能力
,

都

是老师考学生
,

学生实际上是被动的
。

每个学生都

是一个主体
,

都有自己的知识基础
、

赏析尺度
,

如

果用一种固定答案去限制学生
,

小则不免削足适

履
,

大则养成学生不诚实
,

说假话的不良品质
。

如

果
“

两课
”

考卷中给予学生自由表达的空间
,

既可

使学生充分发掘自己学到的知识和说出真实的感

想
,

同时也使教师了解到了学生接受的程度
,

对改

进教学内容和方式
、

提高教学质量
,

极有助益
。

曾之
, “

两课
”

考核不能是孤立 地
、

静止地
、

满足于定时
、

定点
、

定向的既有方式
,

应当探索活

泼的
、

多向互动
、

以学生为主体的多种方式
。

多种

形式的考核方式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
,

有利于学生

创新能力的养成
,

有助于教学全过程 的不断优化
。

学校教育中的考核
,

不是单纯为了将学生分出差别

等级
,

而是要把考核作为教学全过程中的一个有机

环节来看侍
,

使它能推动和促进教学内容的更新
、

教学手段和方式的改进
,

扎扎实实提高教与学的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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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一定的分数比重
,

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这

就涉及到了另一 个问题
,

即考试制度改革 要加强

应用计算机辅助工具的能力
,

其实完全可以考虑改

变单一的笔试为机 试或机试与笔试相结合的方式
。

这样能确实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
,

增强他们动手意

衫认 培养出来的学生将会更有办法解决实际问题
。

四
、

总结

总的来说
,

高校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培养已经落

后于信自
、

时代的要求
,

多数大学生仅掌握 了计算机

基础知识如基本操作
、

WO即 文字 处理
、

上 网等

等
,

这属于第一层次
;
理工科大学生普遍学习过计

算机原理及编程基础
,

属于第二层次 ; 但仅有前两

个层次是不够的
,

实际上由于缺乏专业性计算机辅

助工具学习及实践
,

现阶段大学生计算机应用的整

体水平 已经跟不上专业发展的需要了
,

这第三层次

上的面向专业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必须得到加强
。

如

能达到第三层次的要求
,

学生不但可以更好地掌握

专业知识
、

更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
,

而且可以从重

复性的琐碎中解放出来
,

更好地发挥创造力
。

当

然
,

本文提及的加强专业计算机应用能力的方法涉

及学生 整体培养方案的调整
,

课程体系的重新规

划
,

可能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
,

但其具体方法手段

值得学科专家和教育专家共同研究
,

相信加强专业

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培养已经势在必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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