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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科实验室平台提升程序设计系列课程 

质量新途径研究 

杨 征 ，程志君 ，魏迎梅 ，钱 猛 ，张健东 
(国防科技大学 1．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2．训练部，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程序设计类课程是5-科专业重要的基础课程，介绍了本课程小组依托我院本科实验室平台， 

提升程序设计系列课程质量的一些探索改革的方法及经验。 

[关键词] 程序设计课程；实验室；实验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74(2011)04-0082-03 

The Research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rogramming Serial Courses Based on 

Undergraduate Laboratory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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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ogramming serial course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course for engineering student．Some method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reform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ogramming serial courses based on the undergraduate laboratory 

platform al'e introduced． 

Key words：program ming serial courses；laboratory ；experiment teaching 

程序设计系列课程是我校工科专业基础课程的重要组 

成部分，提升程序设计系列课程质量对于培养学员采用计 

算思维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提高学员程序设计能力， 

为后续课程学习和科研工作奠定基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 j。我们课程小组近年来一直承担程序设计系列课程的 

教学，近两年，随着我院本科实验室条件建设不断完善， 

软硬件环境支持实验教学能力不断提升，我们课程小组在 

课程负责人的带领下，一直在探索如何利用实验室教学平 

台，提升程序设计系列课程的教学质量。 

本文首先对程序设计系列课程作简要介绍，主要包括 

课程的组成、定位与目标以及教学思想的设计，同时也分 

析一下程序设计课程 以往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针对前 

面分析的问题，重点围绕如何利用实验室平台开展实验教 

学，介绍我们在教学实践中的一些探索，然后归纳所取得 

的教学效果。最后，给出几点我们在课程体系建设和实验 

室建设方面的思考建议。 

一

、 课程简介 

(一)课程组成 

我们的程序设计系列课程由面向技术类学员的 《C++ 

程序设计》、 (Windows程序设计 A》和面向指挥类的 

(Windows程序设计B》这-I'q课程组成。三门课程分别开 

设在大一学年的春季学期和夏季学期。课程小组由六名主 

讲教师组成，每门课程都配备了相应的教辅人员。 

(二)课程定位与目标 

教学大纲对于课程的定位是理论性、实践性、系统性 

均较强的专业基础课，是 “数据结构”、“数据库原理与应 

用”、“软件开发技术”等专业课程的前导课程，是我院本 

科专业的必修课，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课程的目标设定为希望学员通过这一系列课程的学习 

掌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思想、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掌握软件开发的基本过程和调试程序的基本方法，初步具 

备一定的采用计算思维分析问题、并编写程序解决问题的 

能力。 

(三)教学思想 

从课程目标出发，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紧紧把握两 

条主线：编程思想的培养和实际动手能力的锻炼，突出理 

论联系实际的特点，特别注重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 。 

(四)问题分析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以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 

把问题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重讲授轻实践，这个 

问题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 

思想指导下，确立的教员讲学员听的教学模式，另一方面 

是由于实验教学条件的缺乏。在我们前几年的教学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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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的作业和最后的考试都是书面完成的，学员上机实验 

很少。第二个问题是学员的学习兴趣与挫败感均很强，程 

序设计课程对于刚入学不久的大一学员来讲应该说具有非 

常强的吸引力，但在学习过程中，学员反映老师讲课听得 

懂，代码也看得懂，就是不会自己写代码，挫败感也很强。 

时间长了，学员对课程的兴趣也逐渐下降。第三个问题就 

是训练缺乏系统性，从目前我们院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的 

课程设置和学员的学习实际来看，学员在大一学年学习完 

程序设计基础课程之后 ，在后续的学习中却很少用到，学 

员 自己也很少主动去加强训练 ，久而久之，到了真正要用 

的时候，也都快忘得差不多了。 

针对上述三个问题，我们认为在程序设计系列课程中 

应该重点思考和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如何提高 

学员的学习积极性；二是如何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三是如 

何巩固学习成果。我们认为这三个问题可 以归纳成一点， 

就是要加强实践，包括课堂内的实践和课堂外 的实践，从 

学的角度来讲加强实践就是学员只有真正动手编程，才能 

把程序设计课程学好，从教的角度来看就是要求教员加强 

实验教学的组织与设计。 

二、实验教学探索 

在加强实验教学方面，我们课程小组近几年也一直在 

探索 ，下面就围绕如何利用实验室教学平台开展实验教学， 

介绍一下我们在程序设计系列课程实验教学中的一些探索。 

我们认为 ，对于实践性很强的程序设计课程，在教学 

设计方面应该把握以下几点，第一就是要精讲多练，精讲 

基本概念和原理，通过多练来加深学员对概念和原理的理 

解与认识；第二就是要边讲边练，教员在讲解一些重要概 

念的时候，让学员同步跟着练习，既提高学员的学习兴趣， 

又能帮助学员更好地理解概念。第三，应该给学员提供开 

放式学习环境，程序设计课程仅靠课堂的练习是远远不够 

的，因此，应该给学员提供一个可以自主学习的环境，方 

便的查阅课程教学资源，自主的检查学习情况等；第四就 

是要给学有余力的学员提供项目式学习的条件，通过项目 

式的学习，进一步巩固课堂学习成果，掌握程序调试和软 

件开发的基本过程。总结以上几点，其核心就是把课堂搬 

进实验室，让实验室不仅提供实践环境，而且提供学习环 

境，让实验室支撑学员学习的全过程。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依托本科实验室的教学平台，也 

就是局域网络、投影等教学设备，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多媒 

体网络教学系统和课程管理系统，利用这两个系统可以实 

现精讲多练，边讲边练，提高学员的学习积极性，提高课 

堂的教学效果；同时也为学员提供了一个开放式的学习环 

境，鼓励学员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自主的安排学习进程， 

持续性的学习和实践；依托本科实验室对课外科技活动的 

支持，课程小组也一直积极指导学员参加课外科技活动， 

巩固课堂的学习成果，真正掌握程序设计思想，提高实践 

动手能力。 

(一)多媒体网络教学 

为了支持我们前面讲的边讲边练，精讲多练，在教学 

过程中我们用到了多媒体网络教学系统，这个系统在支持 

实验教学方面功能非常强大，我们用到的功能主要有 ： 

(1)屏幕广播、多教室、多教员 

(2)屏幕监控 

(3)投影仪局部放大 

通过这些教学手段的使用，应该说对课程教学效果起 

到了很好的作用，一方面便于控制学员课堂状态，另一方 

面也便于交互。 

【二)Moodle课程管理系统 

我们觉得要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首先要让他们愿意 

到实验室来。所以实验室应该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考 

虑到我们学校 目前的具体条件，特别是保密方面的限制， 

我们觉得实验室应该有一个完善的在线学习与教学平台， 

基于这一点考虑，我们在09年秋季学期首先引入了Moodle 

课程管理平台 ]，Moodle是模块化面向对象的动态学习环 

境的缩写。这个系统是由澳大利亚教师 Martin Dougiamas基 

于建构主义教育理论而开发的课程管理系统。 

Moodle系统能够为学员营造一个良好的 自主学习氛围，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其具有内容管理的功能：可以管 

理各种教学资源，包括课件、参考资料、教学视频、辅助 

软件等，供学员在线或者下载离线学习；另一方面是其具 

有过程管理的功能 ，包括学习过程、作业和考试过程的管 

理 。 

我校 在军 网上 已经部署 了一 个课 程管 理平 台 

BlackBoard，应该说 BlackBoard也具备上述我们提到的功能 

和作用，但是，与BlackBoard相比，我们发现Moodle界面 

简单、精巧，具有兼容和易用性，开源 (插件)，课程内容 

管理与学习过程管理的统一。 

之所以引入 Moodle课程管理系统，还一个非常重要的 

原因就是军网的保密要求，我们课程小组负责的另外一门 

全校公共选修课程 《多媒体技术》利用军网的BlackBoard 

平台，构建了内容非常丰富的网络课程，包括课件、大量 

的参考资料等教学资源，学员非常感兴趣，但是一方面学 

员队军网终端非常少，另一方面学员无法下载这些资源，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目前本科实验室没有接人军网，利用这里数量众多的 

机器，学员既可以在线学习，也可以将资料下载离线学习， 

实现真正的开放式学习。 

目前我们=f-I课程均已利用 Moo(tie建立了课程管理平 

台，累计发布作业 120余道作业题，发布了包括课件、辅 

助软件、教学视频、参考资料在内的各类文档。 

(三)课外科技活动 

前面提到了以往的程序设计教学过程中，存在训练不 

系统的问题，我们也分析了这一问题的原因，为了更好地 

巩固课程学习效果，课程小组多年来一直积极开展学员课 

外科技活动指导，我们希望通过指导学员参加课外科技创 

新活动，培养学员自主性学习、研究性学习、创新性学习， 

体现以学员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学员在老师的指导下选取 

课题，培养学员协作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进行科学探索 

的创新能力 J。 

这一过程中，学员通过问题分析、总体设计、详细设 

计、编码、编译与调试、测试，从而更好地掌握程序设计 

思想，掌握程序编译调试的基本方法与技巧，掌握软件开 

发的一般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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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小组近三年来指导本科课外活动8组，共计3O余 

人次。其中2009和 2010年各有一组学员获得湖南省大学 

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 目资助，多组学员获得 

学院、学校各类课外科技活动竞赛奖项，代表学校参加省、 

市各类科技创新竞赛，201 1和2010年分别获得湖南省挑战 

杯一、二等奖各一次。 

三、教学效果分析 

前面重点介绍了我们在利用实验室教学平台，探索提 

升程序设计系列课程质量所做的一些工作 ，下面我们简要 

分析一下教学效果。 

总的来说 ，通过充分利用实验室教学平 台，引入课程 

管理系统和多媒体网络教学系统，加强程序设计课程实验 

教学，我们认为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 的教学效果 ，第一， 

提高了学员的程序设计课程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第二， 

培养了学员运用程序设计思维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在动手能力方面，提高了学员程序设计、编码、调 

试能力；第四，通过指导学员参加课外科技活动，培养了 

学员的创新能力和初步的科研能力。 

四、思考建议 

最后 ，给出我们对于课程体系建设和实验室建设方面 

的一些思考和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程序设计类课程体系 

首先，对于课程体系建设，我们认为程序设计课程并 

不是孤立的 “某门”课程而是一个整体。程序设计类课程 

的发展方向必然是从 “单一”走向 “系列 ”，应该建立完 

善的课程体系，发挥其整体优势。因此，我们建议将程序 

设计基础课程与后续的 《数据结构》、 《数据库原理与应 

用》、《软件开发技术》等课程统筹考虑，进一步完善程序 

设计类课程体系。 

(二)建议本科实验室自由开放 

在实验室建设方面，我们认为课内上机学时远不能满 

足程序设计课程的教学要求，因此，建议本科实验室在保 

障课内实验课时的情况下，自由开放，学员利用实验室自 

由开放时间来保证足够的上机实验机时。 

(三)建议建设或引进在线考试与判卷系统 

前面我们提到了，我们通过 Moodle系统发布了 100多 

道题 ，每一届学员人数是 100多人，作业量非常之大 ，尽 

管我们配备了两名辅导教员和四名研究生，但是要批改这 

么大量的作业，工作量还是非常大的。因此，我们建议建 

设或引进在线考试与判卷系统，一方面，减少教员作业批 

改工作量，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学员 自己随时练习随时检 

测。 

最后，谈一点我们的感受与体会，本科实验室通过十 
一 五建设，条件不断完善，支持实验教学的能力也不断增 

强，作为教员，我们一方面，应该积极用好实验室提供的 

条件与平台，充分发挥其效用 ，提升我们的教学效果。另 
一 方面，具体到特定的课程，实验室条件也可能有不足的 

地方，这就希望我们教员发挥主人翁精神，与实验室工作 

人员一道，共同来建设和完善实验教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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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系统)及 Excel电子表格进行误差分析与数据处 

理，使教材内容更丰富、理论联系实际，从而使教学过程 

更形象，便于学员对理论知识的消化理解 ，使学员更易于 

在工作中学以致用。该教材凸显了教学改革的 “一个理念” 

和 “一门技巧”的思想，受到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张钟 

华院士的关注，并亲自为教材撰写了序言。 

教学改革也为学员的学习带来了可喜的变化，学员对 

该课程在学科中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对课程理论的认识 

加深了，实践能力加强了。更直观的层面看，学员的考试 

成绩从负偏态分布逐步过渡为正态分布，近两年来，学员 

成绩分布已发展为正偏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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