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改革成果  

一、从单一的代码“仿写”向 “仿写-改写-编写”的过程化探究教学方法

转变  

目前实验实践教学中授课教师习惯于讲解代码，然后进行演示，学生按教师

教授的代码进行仿写，整个教学过程中缺少对案例的分析、设计与实现的动态过 

程，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和模仿，没有建立编程思想，编写代码过程具有很强的 

依赖性，教师不曾讲过的东西学生就不会，教师未指出的地方，学生自己就很难 

考虑到。结果是实验实践课程即使完成了，但很多学生还是既不会设计，也不会 

在实践中思考、分析问题。因此这种单纯的代码“仿写”教学方法导致学生独立 

编程能力较为薄弱。结合多年的实践教学经验总结，教学方法从单一的代码“仿 

写”向 “仿写-改写-编写”的过程化探究教学方法转变。这一思想体现了过程 化

教学思想，也符合人对事物的认知探究过程。  

二、从单一的讲解实例向开发综合实战案例教学转变  

目前所有学生针对几个项目设计，学生没有发挥的余地，设计方案易雷同， 

很难避免相互抄袭和应付差事的现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般习惯于从教学的角 

度上选择案例，仅能传授知识，实用价值不高，理论不能与实际紧密结合，学生 

在学习和实践中体会不到案例的应用性，学生很少有思维火花的碰撞，学习缺乏 

积极主动的探究，学习过程变得枯燥，课堂气氛变得沉闷，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动 

手能力和思维能力，学习效果不好。在教学活动中，教学案例引入的成功与否， 

是影响实验实践教学质量的关键。除了案例的规模和难易程度应适中外，最重要 

的是案例需要有实战的感觉，主题与真实生活密切联系，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和解 

决问题的针对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主动探究案 

例中存在的潜在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方法。因此需要从教师提供的 

单一教学性案例向学生参与多元化实用性案例转变。  

三、从单一的“终结性”考核向面向过程的“形成性”考核转变  

“终结性”考核要求学生在课程结束或教学单元结束时完成一个项目或案例

的 设计，最终根据项目或案例的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这种考核方法的缺点是在

学习 过程中对学生的实时监督不多，不利于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及时的检查和督

促，同时不能客观的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导致许多学生在平时“滥竽充



数”， 在课程结束的时候“应付了事”，最终教学效果和质量不高。突破单一的

理论知 识考核，注重实践技能考核，从真正测评学生学习效果的角度出发，将

终结性考 核、形成性考核和扩展性考核结合起来，形成多元化的教学考核办法。     

四、从单一的教师主讲授课模式向基于资源平台的教学模式转变  

目前在实际的教学中大多采用教师课堂教学为主，学生在实验课仅仅是上机 

熟悉和巩固课堂老师讲解的知识点，采用这样的方式，学生具备了宽厚的理论知 

识基础，但是遇到现实的开发问题往往无从下手，缺乏综合分析，应用 Python

软件开发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基于资源平台的教学模式有着不同于传统教学模 

式的特点，为“以学生为中心”提供了可实施途径，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 同

时结合精品课网站上提供的视频教学资源，从单一的教师主讲授课模式向依托 

资源平台的教学模式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