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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软件工程课程教学中因课程理论性强、抽象性高等原因，

学生学习积极性差，很难达到既定的教学目标。课题针对这一现状，

提出了适合软件工程课程的“项目导向+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针

对软件工程的特点，提出软件工程的“软件开发工程化”目标与“项

目导向”的教学思路完美契合，因此，在软件工程教学中，引入“项

目导向”解决软件工程课程的实际需求，以“任务驱动”完成教学各

环节的目标，是切合软件工程课程教学实践需求的教学模式。构建“大

项目，小任务”的模式指导教学工作开展。根据软件工程的实际教学

组织过程特点，提出了软件工程教学过程适宜的闭环结构。在软件工

程教学过程中，充分结合课程实践，线上线下相结合，借助现代化的

教学技术和教学丰富，构建起适合软件工程教学特大的闭环教学过程。

经实践教学检验，教学模式的改变，极大提升了教学效果。 

关键词：软件工程；项目导向；任务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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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软件工程课程是计算机类专业课程的核心课程，其主要目的是让

学生掌握现代化的软件开发方法，然而实际教学中会存在很多问题，

如课程理论性强、抽象性高等，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差，很难达到既

定的教学目标。因此，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是软件

工程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的主要内容。基于项目导向与任务驱动的课程

改革，是当前课程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是让课程内容更接近实践、

更适合解决实际问题的主要途径，也是让学生能够学以致用的主要实

现方式。将项目导向和任务驱动引入软件工程课程教学中，是帮助软

件工程课程走出困境的有利工具。 

1.2 研究现状 

伴随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当今的高等

教育更重视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注重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

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传统单一的教学方法、教学模式已经不能够

适应这种需求。高等教育教学方法的改革迫在眉睫。“项目导向”和

“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在高等教育实践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和

尝试。截止 2021 年 12 月 20 日，以“项目导向+任务驱动”为关键词

在知网搜索，可检索到 529 条记录，涉及机械工程、园林设计、英语、

数据库等多领域的不同课程。但缺乏对项目导向和任务驱动二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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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入分析和探讨，同时在软件工程课程教学改革及研究方面也未有

相关的研究。 

鉴于软件工程课程本身的教学内容的特点，项目导向和任务驱动

教学模式的引入是解决当前软件工程课程的有效途径，尝试课程改革

也是提高软件工程课程教学效果的必然选择。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研究思路：项目研究计划采用学情调研—>理论分析—>试点论

证—>总结改进—>全面推广的方案开展。先通过学情调研，了解学

生情况，包括学生水平、感兴趣的选题等内容。进行理论分析，通过

学习、查阅资料等各种方式，对项目导向法和任务驱动法进一步加深

理解和认识，探讨二者的融合方式，设计适合软件工程课程特点的项

目及任务，并以计科班为试点，开展实践论证，根据实践结果进行总

结分析，改进实施中的不足指出，并在不同专业进行推广。 

研究方法：项目在研究实践中，遵循“理论联系实际，从实践中

来，到实践中去”辨证唯物主义方法，遵循“实践——理论——实践”

的主线，先研究实践，分析问题，提出对策，再应用于实践，分析成

效。在具体应用于实践时，“由点及面”，先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进行试点，再在不同专业中推广实行。 

第二章 主要研究内容 

2.1 软件工程课程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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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课程是计算机类专业的必修课，相对于数据库类、程序

设计类等计算机的专业基础课，本课程的综合性更强，对学生的基础

能力要求更高。同时，课程教学目标要求培养学生软件开发工程化的

思维，帮助学生深入理解软件工程的内涵及本质。该课程教学目标的

实现，对学生专业基础能力要求较高，因此，在教学培养计划体系中，

软件工程课程一般开设于第六、七学期，学生面临考研、就业等压力，

很难专心于课程学习。同时因课程教学内容的综合性高、理论性强，

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低，也给教学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因课程内容包含

了很多软件工程的概念、过程及方法,理论性较强,使得课程在授课中

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课程理论性较强,学生理解较困难 

软件工程课程包含了很多软件工程中的概念,如软件定义、软件

生命周期、可行性分析、需求分析、软件设计等,理解并掌握其具体

内容有一定难度:软件过程模型较多,如瀑布模型、螺旋模型、喷泉模

型、RUP 过程等,代表了不同的软件开发过程,理解也较为困难:软件开

发方法主要包括了结构化方法和面向对象方法二者对应的软件开发

过程也各不相同。课程内容包含方面众多,很多概念较为抽象、晦涩

难懂,单靠课堂讲解,学生很难理解掌握,长久下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内容可操作性弱,学生兴趣低 

软件工程课程,相对于程序设计类课程或者数据库类课程而言,课

程内容的可操作性差。即使在实验课上,针对某一主题内容的专题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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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如需求分析,也不如程序设计类课程容易开展。因为软件工程的开

展,是以具体的项目驱动的,项目规模的选择要适当,过大过小都不适

合学生实验的开展,太小的项目达不到需求分析的效果,太大的项目学

生又很难考虑完全。对知识点的练习和巩固,通过实验可以达到理解

和强化,但实验的设计至关重要。相比程序设计类课程,软件工程的内

容可操作性要弱很多,验证性实验少,而设计类、综合类的实验多,导致

学生对软件过程课程的兴趣相对偏低。 

内容较抽象,学生认可度低 

软件工程课程因其课程内容的原因,抽象层次较高。在一个软件

项目中,从系统的定义到可行性分析、需求分析、总体设计、详细设

计,抽象层次虽然逐步降低,但都属于对系统的概念性的抽象环节,直

到编码过程,才是具体的系统实现的内容。对于计算机类专业的学生

而言,编码是他们比较熟悉和擅长的,而前面的阶段,虽然在软件工程

中至关重要,但对学生而言,却是非常抽象和不具体的,学生的接受度

低,认可度低,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学生的学习效果。 

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传统教学模式以教师课堂教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这种方式在

一定程度上能满足课程内容多、教学任务重的需要，充分利用了课堂

时间，完成教学内容的讲授。满堂灌的模式，虽然内容丰富、信息量

大，但学生能接受、吸收的有限。并且长久采用这种模式，会让学生

的惰性不断滋长，不会再积极主动参与教学过程，课程考核的情况也

不理想。因此，近年来在很多课程的教学中，积极引入翻转课堂、P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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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学模式，致力于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学生积极参与课

堂，让学生成为真正的课堂主体。软件工程课程教学中，也可以通过

改变教学模式来提升教学效果。 

总体来说,因为课程本身内容的原因和传统教学模式，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到课程的教学效果，因此，通过改变教学模式，提升课程教

学效果，是软件工程课程教学工作中必然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2.2 软件工程课程的教学改革探索 

2.2.1 教学模式的研究和探索 

“线上+线下”的教学模式组合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对我国乃至世界范围的教育教学工

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 2020 年上半年，我

国大部分高等院校都是以线上教学工作、部分院校部分专业采用线上

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模式开展教学。这种教学模式的大范围开展和使用，

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重大改革，对教学领域的影响可能是长久和深远

的，可能会成为教育教学方式改革历史上的转折点。“线上+线下”教

学模式的推广不仅适应了特殊时期的需求，也促进了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的应用朝纵深发展。在后疫情时代，很多学者都研究和探讨了高校

不同课程教学中“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具体应用场景。线

上教学大规模的推广和使用，使其在教学中的优点逐渐显现。在线下

教学中，结合线上教学的优势，形成了“线上+线下”混合式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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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该教学模式因其能够充分发挥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的优点，适

应当前的教学实际，在教学中被广泛采用。 

在软件工程课程教学中，引入“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不仅能够适应当前教学形势的需求，也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必然。课题

组成员长期从事软件工程课程的教学，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逐步摸

索出了适合软件工程课程的教学模式，如图 1所示。 

 

图 1 软件工程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线上部分主要完成预习资源、教学任务、课后作业发布，完成线

上测试，课下疑难解答等教学任务。需要借助一些辅助工具或平台，

完成线上的任务，如利用 Mooc 资源，借助钉钉进行直播，借助课堂

派、雨课堂、超星学习通等软件完成课程教学工作。预习资源，包括

Mooc 资源、课件、微课视频等在课前完成分享或上传、发布等操作，

通过线上平台监控学生预习情况，在线解答并汇总学生的疑难问题；

软件工程课程实验以项目驱动，学生可选的项目资料、项目进展、阶

段成果等都需要在线上发布或提交。课程的课后练习及作业也借助于

网络平台进行发布，学生可以在线完成或线下完成后上传，教师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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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阅。阶段学习任务完成后，可以进行简单的在线测试，了解学生学

习情况。 

线下部分主要指课堂授课过程完成的主要内容，根据学生课前预

习情况或作业完成情况、学生疑难问题汇总等，在授课过程中对课程

重难点进行讲解，并针对学生反应比较集中的问题针对性地进行讲解，

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充分提升学生学习效果。同时，可以利用课堂时

间对学生项目开展情况进行分析、汇总和引导，帮助学生更好地将理

论知识用于实践。在具体的授课过程中，可以借助于多媒体教室或者

智慧教室的设备开展教学，利用多媒体技术形象地展示抽象的课程内

容，帮助学生理解。 

线下+线上部分，主要指的是在线下授课过程中，可以利用线上

工具，如课堂派、雨课堂等，帮助教师完成教学中过程性资料的记录，

也活跃课堂，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方便老师随时掌握学生情况。如利

用课堂派或雨课堂的考勤功能，随时了解学生的出勤情况。课堂派或

者雨课堂也都有课件互动功能，可以在课件中插入简单的题目，如选

择题或判断题等，在授课过程中发布互动，学生实时在手机端做答，

教师查看并讲解学生答题情况，也可以发布问题随机抽查等。灵活的

线上辅助工具让课堂更活跃，也让学生更能感受到现代化课堂的魅力。 

笔者在软件工程教学的实践中，结合各种线上工具的优劣，在疫

情初期主要采用“Mooc+钉钉+课堂派”的组合模式进行授课。中国大

学 Mooc 上有优质的软件工程课程资源，在教学中可以分享给学生。

钉钉平台借助于阿里的强大服务器，在全国大规模线上教学的情况下，



 

10 

 

稳定性比较好，直播效果好。课堂派简单、灵活、便捷、人性化，学

生不用安装 app，微信关注公众号即可使用所有功能，可以充分满足

课前、课中、课后各项教学工作的需要，因此成为辅助教学工具的首

选。学生返校后，不需要在进行大范围在线直播，同时课堂派结合了

腾讯会议，直播功能也得到了完善，其他功能也更加稳定和强大，因

此，笔者主要采用的线上辅助平台简化为“课堂派+Mooc”，以课堂派

为主，辅助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实施；利用 Mooc 丰富的教学资源，

帮助学生完成课前预习及课外自主学习等内容。经过一个学期的实践，

该模式能够让教学过程更为灵活、学生学习更便利，师生沟通更畅通，

同时提高了教师的工作效率，批阅作业更加方便快捷，也方便教学过

程中一些形成性资料的保存和归档。 

闭环结构的教学过程 

在教学实施中，整个教学过程按照闭环模式开展。在教学活动中，

从学生课前预习到教师课堂教授，再到实验课程的案例实践，教师课

下答疑，学生完善项目，在线提交项目阶段性成果，教师评阅并反馈，

整个过程构成完整的闭环结构，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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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软件工程教学过程的闭环模式 

传统教学模式主要采用教—学—练的模式，即教师教，学生学，

再通过练习、实践等方式巩固所学内容。而软件工程课程，因为内容

较为抽象、难理解等，笔者在教学工作中发现，单纯地采用传统教学

模式，学生会很快丧失对课程学习的兴趣，进而出现听课不认真、课

堂玩手机甚至出勤率低等问题。因此，在教学改革中，在“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对课程的教学活动开展过程，采用闭

环管理模式，课前有预习，课堂有重点，课后有案例实践，学习有反

馈，疑难有解答，项目实践验证理论知识，让学生从实践中理解知识，

知识再指导实践。当然，这一教学过程的开展，离不开现代教学技术

的支持。 

2.2.2 教学方法的研究和探索 

在软件工程教学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课程的特点，满足

课堂教学的需求，除了积极进行教学模式改革之外，在教学方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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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针对课程本身的特点进行了积极地改变和探索。 

翻转课堂的引入 

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是经过实践检验的能充分调动学生主观能

动性的教学模式，而在实际的应用中受客观条件的影响，其应用范围

和场景有限。翻转教学模式的开展和使用，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重大

改革，对教学领域的影响可能是长久和深远的，可能会成为教育教学

方式改革历史上的转折点。“线上+线下”教学模式的推广不仅适应了

特殊时期的需求，也促进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朝纵深发展。翻

转课堂也是适合软件工程课程特点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借助于各种网

络平台，学生课前通过学习 MOOC 资源、课件、微课视频等完成预习

任务，教师通过线上平台了解学生预习情况，汇总学生疑难问题，在

课堂教授时重点更加明晰，更有针对性，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兴趣也更

高。 

项目导向的教学实践 

软件工程课程包含概念较多，理解较为困难，课程教学及实验实

践课程开展都是以项目驱动进行的。以项目为导向，可以帮助学生理

解在整个软件工程过程中的概念、方法及软件过程。通过实践，能帮

助学生加深对概念的理解和把握。软件工程课程实践教学中，以项目

导向为主线，学生 3-5 人为一组，组成项目小组，小组成员商议确定

小组项目名称。项目选题可小组自拟，或者从老师提供的备选项目中

选择。确定项目后，项目组作为一个开发小组，以项目为主题，进行

项目的可行性分析、需求分析、设计、编码、测试、运维等工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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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项目的最终完成情况作为学生的主要考核内容之一。学生的系列

工作在理论课程的指导下，与实践教学结合进行。通过这一系列工作，

学生在深刻理解软件工程的基本概念及内涵的基础上，对软件开发的

工程化实践也更深刻的理解，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软件开发不等于

写代码”。 

任务驱动贯穿于各个环节 

任务驱动教学，以一个个具体的任务为载体开展教学，让学生的

学习目的性更强，主动性更强。在软件工程理论教学及课程实践中，

具体到每次课、每个实践环节，都可以设置具体的课程任务或实践任

务，理论任务与实践任务结合，更好地达到教学目标。例如，软件工

程课程中的可行性研究部分，理论教学中的任务是弄清可行性分析的

内容及过程，而在课程实践中，需要学生完成的任务是提交项目的可

行性分析报告。通过不同阶段教学任务及实践任务的设计，驱动各个

环节工作的展开，让学生在充分理解教学内容的前提下，能够灵活应

用，指导实践工作。 

2.2.3 现代教学技术的应用 

软件工程课程教学模式的改变，离不开现代教学技术的应用。新

媒体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新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等，

都是现代化教学模式得以成功实现的载体。现代教学技术的应用，也

为教学工作的灵活开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在软件工程教学开展的各

个阶段，为了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借助于各种不同的新媒体形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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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在预习阶段，主要借助于功能强大的在线辅助学习平台发布形式

多样化的学习任务，如软件工程课程教学中，主要借助于课堂派，可

以发布教学课件、老师录制的课程视频，也可以引用中国大学 MOOC

资源，学生一站式学习，可以获取文字、图像、视频等多样化的学习

资源，也方便学生的学习。 

  

图 3 课堂派的学习资源 

课堂讲授阶段主要通过多媒体讲授，展示课程内容及案例项目。

课堂讲授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课堂派与老师进行实时互动，课堂派

的发弹幕、互动答题、互动课件等功能，都可以实现与学生的实时互

动，调动学生课堂学习的积极性。 

实践阶段以项目驱动开展，借助于课堂派平台可以提前发布选题，

给学生提供参考。学生可以自由选题，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实践。实践

项目的实现，学生可以通过校企合作的华为云平台的项目框架逐步完

善项目。阶段性项目成果完成后，实践项目内容学生可以提交华为云

平台进行测试。利用华为云平台的软件开发服务，实现项目的部署、

代码编译、测试、发布等功能，让学生更深刻体会在企业应用中的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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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工程到底是什么样的，为毕业实训及以后的工作做好准备。 

实时通讯软件做好与学生的沟通和交流。对于学生学习、实践中

的问题，通过微信群或课堂派实时与教师进行沟通交流，为学生进行

答疑，帮助学生解决学习和项目实践中的各种疑难问题。 

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教学改革的顺利开展做好了技术

保障，是教育教学改革的不可或缺的基石，软件工程课程教学改革的

顺利开展，也得益于现代教育技术的保证。 

2.2.4 考核方式的变化 

软件工程课程在教学改革实践中，一方面为了顺应学校整体教育

教学改革的趋势，另一方面为了满足“项目导向+任务驱动”实践检

验的需要，对课程考核方式进行了改革。 

课程考核的主要形式为“形成性考核+终结性考核”。终结性考核

主要为学校统一组织的期末考试。改革前课程考核中形成性考核比重

为 40%，改革后比重增加到了 60%，考核内容上也发生了大的改变。

改革前形成性考核的主要内容为考勤、实验报告、平时作业等，改革

后形成性考核的主要内容变为课堂互动情况、小组项目设计作业、小

组讨论情况、小组项目汇报情况等。如图 4 和图 5，为部分小组的项

目汇报现场。这种改革方式，能够根据客观地反应学生的项目完成情

况，体现课程改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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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小组项目汇报 1           图 5 小组项目汇报 2 

第三章 研究成果 

3.1 理论研究成果 

本课堂经过两年的研究和实践，主要理论研究成果如下： 

“项目导向+任务驱动”模式的软件工程教学策略设计 

在软件工程教学实践中，引入项目导向和任务驱动的教学方法，

对整个课程教学过程进行宏观把控和微观管理，实现“大项目，小任

务”。从宏观上来说，以项目导向为主线开展理论与实践教学。软件

工程课程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基于结构化范型和面向对象范型的软件

工程过程，为了在理论及实践教学中帮助学生理解，在课程开始之初，

就明确项目导向。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进行分成项目组，学生自拟或从

教师提供的选题中选择感兴趣的项目，以此为导向开展教学。微观上，

在项目实施的各个阶段，根据软件工程课程的教学内容及项目实际，

制定每个阶段的具体项目任务和学习任务。通过任务驱动机制，确保

各个阶段教学目标的实现，同时并完成不同阶段的项目目标。基于项

目导向和任务驱动相结合的软件工程教学模式，总体上说，以项目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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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为主线，任务驱动贯穿于项目实践及理论教学的各个环节，从宏观

把控和微观管理不同的层次上开展教学。 

软件工程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设计 

线上教学大规模的推广和使用，使其在教学中的优点逐渐显现。

在线下教学中，结合线上教学的优势，形成了“线上+线下”混合式

的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因其能够充分发挥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的优

点，适应当前的教学实际，在教学中被广泛采用。而软件工程课程因

其本身的特点，“线上+线下”的教学模式能够更好地适用于课程教学。

课题组成员在软件工程教学的实践中，综合各种线上工具的优劣，实

际教学中主要采用“课堂派+微信群”的组合模式进行授课。课堂派

可以链接中国大学 Mooc 上有优质的软件工程课程资源，在教学中可

以分享给学生，同时课堂派与腾讯会议的结合，充分保证了课程的线

上直播效果，课堂派简单、灵活、便捷、人性化，学生不用安装 app，

微信关注公众号即可使用所有功能，可以充分满足课前、课中、课后

各项教学工作的需要，因此成为辅助教学工具的首选。课下与学生的

沟通交流主要通过微信群进行，也有部分学生在喜欢通过课堂派与教

师进行沟通交流。经过实践检验，该模式能够让教学过程更为灵活、

学生学习更便利，师生沟通更畅通，同时提高了教师的工作效率，批

阅作业更加方便快捷，也方便教学过程中一些形成性资料的保存和归

档。 

教学过程的闭环结构模式 

软件工程的教学改革中，逐步探索、实践，形成了从学生课前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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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到教师课堂教授，再到实验课程的案例实践，教师课下答疑，学生

完善项目，在线提交项目阶段性成果，教师评阅并反馈的闭环。该模

式在保证教学目标的基础上，更好地提升了教学效果，加大了师生间

的互动，让老师能够更清楚地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对提升教学效果

作用显著。 

3.2 教学实践成果 

在以项目导向为主线的教学实践中，通过阶段性的项目汇报及最

终项目总结汇报，对项目进行阶段审核并确保项目产品质量。通过这

一途径，在确保各项目小组产品质量的同时，让小组成员通过不同形

式参与，进一步认识和理解项目开发过程中的阶段审核、项目组织、

简易规格说明等抽象概念的涵义及作用。阶段性的项目汇报和项目总

结汇报，在锻炼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写作能力、表达能力等的同时，

不仅确保了项目的完成质量，也保证了课程教学效果。 

3.3 论文发表情况 

本课题组成员与课题相关的论文成果如下： 

（1）新媒体技术背景下的软件工程课程教学模式研究，中国教

育技术装备，2020.2，赵春霞、宋学坤、赵营颖。 

（2）基于“项目导向+任务驱动”的课程教学模式研究——以软

件工程为例，科技视界，2021.12，赵春霞、曹莉、赵营颖。 

（3）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校教学的问题及机遇分析，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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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界，2021.4，赵春霞、闵泽豪、张梦凡。 

（4）基于微课的《ASP.NET 程序设计》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与创

新，电脑知识与技术，2021.2，曹莉、赵春霞、赵营颖。 

（5）软件工程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探讨，中国教

育技术装备，2022.2，赵春霞、赵营颖、张赟（已经录用） 

第四章 创新点、推广应用价值和效果 

4.1 创新点 

提出了适合软件工程课程的“项目导向+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

针对软件工程的特点，提出软件工程的“软件开发工程化”目标与“项

目导向”的教学思路完美契合，因此，在软件工程教学中，引入“项

目导向”解决软件工程课程的实际需求，以“任务驱动”完成教学各

环节的目标，是切合软件工程课程教学实践需求的教学模式。构建“大

项目，小任务”的模式指导教学工作开展。 

提出了软件工程教学过程适宜的闭环结构。根据软件工程特点，

在软件工程教学过程中，充分结合课程实践，线上线下相结合，借助

现代化的教学技术和教学丰富，构建起适合软件工程教学特大的闭环

教学过程。 

4.2 推广价值和效果 

实践效果：本课题理论研究成果经过两年来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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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软件工程》教学实践中的不断尝试、不断完善，对学生的考核

方式进行更改，增加形成性考核所占比重，改变形成性考核内容。特

别是“项目导向和+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有助于课程的过程化管

理和考核开展。项目任务在课程的平时考核中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占

据一定比重，再根据项目各个阶段的任务，对项目考核进行分解，每

块对应一个项目实践任务，根据阶段完成情况再计入整个项目总成绩。

将学生的学习情况及项目实践情况与课程考核密切联系起来，在实现

有理有据地过程性考核的同时，真正达到了过程化考核的目的。通过

阶段性的项目汇报及最终项目总结汇报，对项目进行阶段审核并确保

项目产品质量。通过这一途径，在确保各项目小组产品质量的同时，

让小组成员通过不同形式参与，进一步认识和理解项目开发过程中的

阶段审核、项目组织、简易规格说明等抽象概念的涵义及作用。阶段

性的项目汇报和项目总结汇报，在锻炼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写作能力、

表达能力等的同时，不仅确保了项目的完成质量，也保证了课程教学

效果。 

推广价值：课题的研究成果目前主要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

软件工程课程教学中进行了实践和应用，未来可以在其他专业的软件

工程课程中进一步推广和应用，此外，课题研究成果也可以在同类课

程的教学中推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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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支持的软件工程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

◆赵春霞

摘  要 软件工程课程是计算机类专业教育中的必修课程之一，

但因各种原因，传统的教学方法效果不佳。云计算的兴起为课

程教学模式改革提供了有效平台。从软件工程课程教学现状入

手，分析该课程的内容与特点，探讨该课程在教学中所存在的

问题，在此基础上探索课程的翻转课堂教学体系，更好地为课

程教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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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eaching Mode Reform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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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ftware engineering is one of the compulsory courses in 

computer professional education, but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are not effective for all kinds of reasons. The rise of cloud compu-

ting provides an effective platform for the reform of curriculum tea-

ching mode. Starting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oftware engi-

neering cours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nt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se, and probes into the problems in the course. On the basis 

of this, it explores the fl ipping class teaching system of the course.

Key words software engineering; fl ipped classroom; cloud compu-

ting; teaching mode

1 引言
当今社会软件开发的大中型项目越来越多，对软件开

发人才的数量需求及能力要求也不断增加，学生进入社会

后不仅需要具备基本的编程能力，同时要能很快融入项目

的整体研发，实现团队合作。这就要求学生具有软件工程

的相关知识与能力，而这正是软件工程课程所能教会学生

的。同时，软件工程课程是计算机类专业课程的核心课程 [1]，

其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掌握现代化的软件开发方法，然而实

际教学中会存在很多问题，如理论性强、抽象性高 [2] 等，

导致学生通过课程学习无法达到既定的教学目标。因此，

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是软件工程课程教

学改革研究的主要内容。

基于云计算平台的翻转课堂教学是当前新兴的一种教学

模式和教学尝试。当前研究中基于云平台的翻转课堂模式应

*项目来源：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编号：172400410525）。

作者：赵春霞，河南中医药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计算机教育（450046）。

用广泛 [3-4]，而软件工程课程因自身的特点，也可以尝试基

于云平台采用翻转课堂模式进行授课，从而增强教学效果。

2 软件工程课程教学中的主要问题
软件工程课程是计算机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但因该课

程内容涉及知识面广、课程实验所需专业技能较多等，多

作为其他主干课程的后续课程。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笔

者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学生出勤率低  因为课程内容的特点，软件工程课程

在教学培养方案中多安排在第六或第七学期开设，而此时

多数学生面临考研、考公务员、就业等压力，大量精力花

在课程之外。甚至有的学生为了专心考研而不愿再去上课，

有的学生找到了较好的实习单位，也不愿再去上课。因此，

出勤率低是笔者在授课中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学生积极性不高  各种考研、就业等事情的压力，使

得学生不愿意把精力放在课程上，即使在课堂上也不太愿意

听课，而是忙着复习考研、考公务员等。此外，加上与数据库、

程序设计等课程相比，软件工程课程内容较抽象，学生理

解起来较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学生较难学以致用  学生学完课程之后，对课程的内

容并不能完全理解和消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随后的课

程设计和毕业设计中不能将所学知识灵活应用，对于一个

具体的项目仍不知从何入手，或者仍然从写代码入手，导

致最后项目出现很多逻辑问题甚至错误。

课程教学目标难以实现  软件工程课程的教学目的是

让学生在掌握软件工程基本理论、概念的基础上掌握系统

化、工程化的软件开发方法和技术，具备初步以工程学理念

参与项目开发的能力。而由于学生主观积极性不高、主动

性不强，课程客观上抽象性较高等原因，教学目标难以实现。

3 软件工程课程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构建
以教师为主导的传统教学模式，很难提高学生在课程

教学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翻转课堂则可以较好地调动

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从被动到主动地参与课程教学中来，

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同时考虑到大部分学生面临考研、就

业的实际情况，翻转课堂能在一定程度上让学生更自由、

灵活地安排时间，完成课程任务。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引

入软件工程课程教学中，除了“课前学习 + 课堂研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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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之外，考虑到软件工程课程本身的特点及授课内容，

其教学模式可以按照图 1 所示进行，包含了“课前学习 +

课堂研讨 + 课后实践”三个环节，每个环节的主题内容围

绕课程的知识点和实践项目开展。

课前模块  翻转课堂的课前模块，主要是学生在课前

自主学习，观看教学视频，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存在的疑

点难点，并在课堂上请教师进一步答疑。而软件工程课程

的课前环节，学生除了完成这方面内容之外，还需要配合

项目实践开展相关工作。软件工程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完整

的软件生命周期过程，是软件项目从定义到开发、运维的

全过程。为了让学生对这一过程有更直观的理解和认识，

课程需要结合小组具体项目实战开展。课程开始前，学生

首先需要根据教师给定的备选题目或自选感兴趣的题目，

进行可行性分析，确定项目的最终选题；再针对项目选题，

确定分阶段的目标，搜集资料；通过小组讨论完成每个阶

段的工作目标及具体工作任务，制订分阶段工作计划。

课中模块  翻转课堂的课中环节，相对于传统的教学

模式，不再以教师讲授为主，而是以教师的答疑和引导为主。

在软件工程课程的翻转课堂课中模块，教师主要根据学生

在课前学习中的问题进行答疑，并结合软件开发过程的不

同阶段，介绍各阶段的主要任务及重点，以及对当前项目

实践环节需要完成的主要工作内容进行分析。接下来，由

各项目组对当前阶段的工作安排及存在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以小组为单位，小组之间、师生之间进行探讨，以帮助各

组明确当前阶段准确的工作任务，并修改项目计划。

课后模块  课后即下次课前，在大多数翻转课堂模式

研究中，并未把课后模块作为独立模块，但是考虑到软件

工程课程所包含的项目实践需要，需要把课后模块作为翻

转课堂中的独立模块加以描述。在课后模块，对于理论知

识，学生不清楚的地方可以随时在线观看视频、查阅资料

进行学习，并与教师在线交流；而对于项目实践的内容，

学生需要小组协作完成分阶段的工作任务（如可行性研究

报告、项目需求设计报告、项目总体设计、项目详细设计、

数据库设计、界面设计、项目模块代码、项目开发总结等）

并在线提交，供教师审阅以及时了解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掌握情况，进而在下一次课中环节有针对性地对学生的项

目实践提出建议。

课前→课中→课后的循环  在多数课程的翻转课堂模

式中，课前→课中→课前是一个连续不断进行的过程，直

到课程结束。而在软件工程课程的翻转课堂模式中，课前

→课中→课后→课前不仅仅是一个顺序的过程，更像是一

个循环过程。三个模块依次进行一次是一个循环，课程的

进行与软件生命周期的项目实践密切结合，完成一个循环

之后也代表完成了软件生命周期的一个小的阶段，即将进

入下一个阶段的软件生命周期过程。课前→课中→课后的

循环不断进行，伴随的是课程内容的不断推进，同时项目

开发实践也在深入，到课程完结时，项目实践也相应完成。

4 基于云计算平台的翻转课堂构成
近年来，云计算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发展，使其能够根

据服务提供者和用户间的协议动态地提供服务 [5]，并因其

计算能力强、存储容量大、对硬件要求低等特点，广泛地

应用于各个领域。在软件工程课程构建翻转课堂的过程中，

可以充分借助于各种云计算技术构建教学平台。笔者在教

学实践中对翻转课堂的构建主要借助于以下相关平台。

网络教学辅助平台  网络教学辅助平台是学校引进的

一个辅助教学的重点平台，该平台功能强大、资源丰富，为

软件工程课程翻转课堂教学的开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借助该

平台，软件工程课程所构建的翻转课堂主要内容如图2所示。

（下转P115）

 图 1  软件工程课程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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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进行综合评判和点评，使其对实操过程中所获得的经

验和暴露的不足得到更加充分、深入的认识。实验前，教

师进行统一讲解，如图 2所示。

5 结语
综上所述，成本相对较低、功能较为完备、沉浸感较

好的绞吸挖泥船施工模拟系统对于增强疏浚方向学生的实

践经验，加深对疏浚技术和关键设备机具的理解，具有较

为明显的优势和作用。通过设置合理的实验环节和考核办

法，能够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合作、竞争意识。

因此，未来几年必将有越来越多高校选择利用挖泥船模拟

器进行疏浚方向学生的培养。同时，挖泥船模拟器在中交

集团各大疏浚公司新入职员工的培训乃至驾驶员技术比武

等方面也将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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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网络教学辅助平台的主要功能模块包括课程管理、

课程建设、教学资源、课程预览、课程活动，为翻转课堂构

建提供支撑的主要是课程管理、教学资源及课程活动模块。

课程管理模块主要对课程的基本信息（如教学日历、教师

基本信息、学生选课信息、学生权限等）进行管理。教学

资源模块在翻转课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学生课前活

动所需要的资源可以从这里获取，如课程基本信息、教学

视频、教学大纲、课程重难点、项目信息等。课程活动模

块是翻转课堂课后环节得以实现的主要技术支撑，该模块

提供了答疑讨论的功能，方便教师与学生互动，同时教师

可以发布作业、问卷等，学生也可以在线提交其完成的项

目成果、课程作业等，教师可以在线评阅。借助网络教学

辅助平台，保证了软件工程课程翻转课堂实践的顺利开展。

其他平台的辅助  在软件工程课程翻转课堂教学实践

中，为了能够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随时随地与学生进行

沟通，除了借助学校提供的教学辅助平台外，还借助微信、

QQ、电子邮箱等，使得与学生的沟通更畅通，有些学生不

愿意在网络教学平台上公开讨论的问题也得到有效解决。

5 结语
基于云平台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能够更好地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兼顾了学生考研、就业等客观情况，

方便学生随时随地学习。结合软件工程课程本身的特点，笔

者在教学实践中尝试构建“课前学习+课堂研究+课后实践”

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并借助网络教学平台和其他平台进

行实现。实践表明，通过这样的教学过程，学生的责任意

识明显增强，他们对课程内容的认识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

高，基本能实现以小组为单位，以软件工程项目开发的规范

完成中小型软件项目开发的任务，教学目标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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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能够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合作、竞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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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在程序设计类课程
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赵营颖  王林景  赵春霞

摘  要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对翻转课堂的研究和探索越

来越多。目前在程序类课程教学实践过程中，翻转课堂出现课

前预习效果差、课堂教学中学生积极性不高、课后学习效果不

可控等问题。采用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教学形式，对其在程序

设计类课程教学中的应用进行研究以及初步实践。

关键词 翻转课堂；微课；程序设计类课程；教学设计；JAVA

程序设计基础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9)21-0112-02

1 问题的提出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针对翻转课堂的研究和探索

越来越多。针对传统教学中吃大锅饭的情况，翻转课堂对

学习时间进行了重新规划，将听课和做作业的时间进行对

调，教师先录制好授课视频，上传到学习平台供学生学习，

学生可以根据学习情况重复观看授课视频，掌握了学习的

主动权，将学习时间提前到课堂之前；课堂上，教师针对

学生的问题以及学生的作业情况进行针对性答疑解惑。总

起来说，翻转课堂的优势很明显，但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一

些问题。

1）在翻转课堂中，教师录制视频一般以一个章节为单

位，视频中包括多个知识点，知识点多易导致学生丧失学

习兴趣。

2）在课前学习中，学生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差异大，部

分学生习惯了被动式的学习方式，课前学习中缺乏主动性，

没有进行或者没有完成课前的预习和对学习任务的练习。

3）在课堂活动中，部分学生不能主动提出问题，不积

极交流或者不积极思考，一味等待教师传授知识。

4）在教学活动中的考核阶段，由于程序设计类课程作

业的易复制性，部分学生对实验结果代码进行复制。

微课是一种适应现代快节奏，适合移动学习、泛在学习、

碎片化学习等，围绕某个教学主题进行精细化设计，讲座

长度不超过 10 分钟的内容精、容量小的新型课程形态 [1]。

微课概念起源于美国圣胡安学院高级教学设计师 Penrose

于 2008 年提出的“知识脉冲”理论，国内对微课的探讨始

作者：赵营颖、王林景、赵春霞，河南中医药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计算机教育教育技术（450046）。

于 2011 年并迅速发展。罗天兰认为，微学习是未来学习的

一种趋势和方向 [2]。

现阶段，人们的零碎时间增多，更希望能够在短时间

内学习一个知识点。学生也希望在课外时间利用移动设备

和碎片时间完成知识更新，如可以在 10 分钟内完成某个知

识点的学习。翻转课堂可以获得有效的教学效果，建立在

学生对课前知识进行学习的基础上，如何让学生在课前完

成有效学习？结合微课设计思想，针对翻转课堂在程序设

计类课程教学中应用的不足，本文运用文献研究、行动研究、

调查研究等方法，对微课形态的翻转课堂教学设计进行全

面、系统和深入探讨。

2 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教学设计
课前教学活动的设计

1）明确学习目标，实施任务驱动。按照周历安排，以

一周为单位，明确学生学习的内容，进行微教学设计，并

针对学习内容中的每一个知识点设计测试习题，让学生了

解自身的掌握情况，并通过习题练习明确学习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

2）基于微课形式设计组织教学视频。针对课程内容，

进行知识点的碎片化设计，明确知识点的学习先后顺序，

以及知识点之间的内部关联。在教学设计中首先将课程划

分为几个模块，不同的模块构建微课群，微课群中包含多

个微课，分别是独立的知识点的教学设计 [3]。

学生根据当前的教学安排学习某个模块的具体学习内

容，基于微课的教学视频设计不要求学生在一个固定的较

长时间内完成视频的学习，学生利用碎片时间完成微课群

中某一个知识点的学习，利用一周内的零散时间逐步完成

一个章节的学习。基于微课形式组织的教学视频内容设计

如图 1所示。

3）建立学生交流平台辅助收集课前问题，完成针对课

前学习问题的教学设计。通过多种形式收集学生问题，建

立 QQ 群、微信群等学习交流平台，让学生可以及时反馈学

习问题，教师可以快速掌握学生遇到的问题，让学生的问

题尽早解决，不累积。

教师在收集学生问题之后，针对问题进行分类，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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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同知识点的问题进行汇总，进而对每一类问题进行教

学设计；设计有目标、有效果的解决学生问题的案例，为

翻转课堂提供相关案例素材，为课堂教学的有序进行奠定

基础。

课堂活动教学设计  翻转课堂中教学活动以学生为主

体，通过学生提问、重难点讲解、课上典型题目练习、学

生成果汇报、成果修改等形式组织课堂教学活动。

1）明确学习问题点，不同形式解决问题。在课堂教学

活动中，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形式，针对学生在课前

教学活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针对一些较简单的问题

可选择学生代表解决问题，之后采用小组讨论、教师补充

讲解的形式，帮助学生深入理解问题。

针对某一个系列的问题，基于课前活动的问题收集和

教学设计，引入相关案例，学生可以在当前案例的基础上

进行问题剖析，也可对当前案例进行修改以进一步分析，

进而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如“重载”和“覆写”的区别，

学生对这个问题一直很困惑，教师可以对该系列知识点进

行教学设计，并增加案例加深学生理解。

2）组织设计学习问题微视频。不同的学生对于同一个

问题的理解深度、侧重点不同。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包括课前预习中遇到的问题和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出现的新

问题。根据学生反馈问题，教师进行总结，剔除重复问题，

汇总相关问题，为微视频制作奠定基础。学生上课时有时

会出现这种情况：上课时听懂了，下课后又忘记了。因此，

在教学体系中加入学习问题反馈的微视频是非常必要的，

可有效帮助学生进行课后复习。

课后教学活动教学设计  在课后教学活动中，促使学

生的心态从“让我做”到“我要做”转变，在学习中进一

步发挥自主性和主动性。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给

学生增加压力，加强考核；另一方面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做出成果，有成就感。

1）加强考核，增强学生学习自主性。在教学过程中，

学生学习有浮躁、不深入等问题，只有让学生有一定压力，

学生才会深入到学习中。在课程实验环节，每次实验都加

入考核环节，做到每次实验结束都有考核，给学生压力，

让学生通过考核了解自身掌握情况，了解其他学生完成情

况，明确自己的位置，学习更有方向和目标。

2）做好课程设计，提升学生学习成就感。设计课程设计，

让学生在课程设计中实践教学内容，并组织课程设计答辩。

在整个过程中，学生不仅知道自己学会了什么，而且知道

了自己学的知识可以做什么，进而明确自己能够用知识做

什么。

3 教学结果与分析
JAVA课程知识点多，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易出现“满

堂灌”现象，所以“JAVA 程序设计基础”课程非常适合采

用翻转课堂的形式进行教学。最初，给学生提供相关的教

学视频及教材配套视频进行课前学习时，出现部分学生没

有进行学习、学习效果不理想、无法提出问题等情况。笔

者在 2018 年承担了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和软件工程

专业的 JAVA 程序设计基础课程，重新进行教学组织，对基

于微课的翻转课堂在程序设计类课程教学中进行初步应用，

取得一定的效果。

微课在旧课复习、新课导入中的应用效果非常突出。

在翻转课堂教学过程中，前期教学资源的设计是非常重要

的阶段，这也是翻转课堂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根

据对学生调研的情况，93% 的学生反映长视频的应用效果不

如微视频，采用微课的形式比长视频更容易理解掌握知识

点。另外，微课在重点、难点、疑点学习中的应用效果也

非常好。根据调研，86%的学生反馈通过微课可以对重难点、

疑点进行反复学习，微课在答疑环节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在最终的考核环节，加入课程设计，涉及爬虫、数据

库等方面，从课程设计整体完成度、技术难度可以看到学

生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4 结语
随着“互联网 +”战略的实施，我国高等教育迎来新的

发展机遇与挑战，越来越多的知识学习平台陆续出现，学

生可以通过更多途径获取知识。传统的课堂教学遇到教授

内容枯燥、无法调动学生积极性等问题，伴随翻转课堂等

教学形式的发展，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增强了主人翁意识，

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翻转课堂结合微课为学生利用碎

片化时间学习提供了可能，在实际教学中取得良好的教学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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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已经过去

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全球累计确诊患者达到近亿人，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我国疫情防控已经取得
了阶段性显著成果，但受全球疫情的影响，在北京、新
疆、天津、大连、河北等地先后出现了小规模聚集性病
例。 在全球疫情的背景下，我国难免也会受到一定的
影响，这也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必然要面对的问
题。 早在 2020年 4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要坚
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
恢复[1]。 ”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疫情防控将趋于常
态化，疫情防控工作要有序开展，而我们的生产生活
也要有序进行， 全国各类学历教育的在校生人数近 3
亿人，保证高校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也是我们必然
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 高等院校是学生集中生活、学
习的场所，人员密度大，疫情防控常态化对高校日常
教学工作和管理工作的开展都提出了新的挑战[2-3]，也
带来了新的机遇[4]。 为了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的需求，
我们不仅需要对传统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行大范围
的改革[5]，也要完善和加强教学管理工作。 疫情防控常
态化为我们教育教学工作带来的不光是挑战，也是契
机。 抓住这个契机，必然能促进学校教学管理工作水
平的提升，促进教育教学改革朝纵深发展。

1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校教学工作面临的问题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为了更好地保证学生的

安全，很多高校都进行封闭式管理。 在疫情初期，因学
生不能及时返校， 多采用线上教学模式开展教学工
作。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学生返校后，疫情期间所采用
的线上教学方式得到了延续，对教学方式也产生了较
大的影响。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校封闭式管理
成为必须，对学生进出学校进行严格把控，减少学生
与外界接触，降低学生感染的风险。 在教学方式上，通
过线上教学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开展教学工作，减
少学生大规模聚集风险。 这是高校作为人员高度密集
场所，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保证教学工作顺利
开展的必然选择。 然而，封闭式管理或线上教学的长
期进行，相应地也会导致一些问题的产生。

近些年来，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高校学生数量
不断增加，大部分高校的在校生都在万人以上。 在封
闭式管理下，学生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进行学
习和生活，如果一旦有个别学生感染，那造成的后果
将是难以估计的。 在这种背景下，高校的防疫工作再
怎么重视都不为过，高校防疫的举措无论多严格都不
过分。 因此，对学校的整体教学运行管理也提出了更
高、更严格的要求。 各个高校必须规范化管理，才能有
效地防范疫情风险。

长期封闭管理下的心理焦虑当前快节奏地生活、
“996”的工作模式下，存在各种心理问题的人不在少
数。 而高校学生虽然没有生活、工作压力，但存在就业
压力、科研压力，有些学生可能存在人际交往障碍、恋
爱问题等，这些都会让学生的心理负担增加，出现各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校教学的
问题及机遇分析
赵春霞 1 闵泽豪 2 张梦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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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疫情防控常态化给高校教学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和风险 ，如大量人员聚集 、学生心理问题增加等 ，对
传统教学模式和教学过程的实施也提出了一定的挑战 ，积极应对这些问题 ，将挑战转为机遇 ，必然能提升高校教学管
理工作的水平 ，并通过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改革推进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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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各样、或多或少的心理问题。 在我国疫情防控常态
化的背景下，为了保证教学工作的有序进行，很多高
校选择了如期开学，对学生进行封闭式管理。 而大学
生正是富有朝气、青春洋溢、向往自由和新鲜事物的
年纪，一个学期四个多月的封闭式生活，使不少学生
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 通过对学生的走访调研，存在
这种焦虑的情况比较普遍，学生原有各种问题的不良
影响也会凸显出来。 如果不能及时疏导，个别自我调
节能力稍差的学生可能会出现较严重的心理问题，甚
至做出一些极端行为。 在高校的日常管理中，对学生
的心理健康教育也要充分给予重视。

线上教学对学校、学生的硬件要求疫情防控常态
化背景下，线上教学或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成为教学实
施中的首选。 而线上教学的开展需要学校的硬件支
撑，如网络教学设备、网络环境、直播教室等都是必不
可少的，这就需要学校有专项的经费支持。 对普通高
校来说，要解决这一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
长期的建设和努力才能实现。 此外，线上教学的开展
中，学生作为主要的参与者，需要具备一定的硬件设
备和网络环境。 当前智能手机已经广泛普及，基本能
满足学生线上学习的需要。 但是线上大量的视频等多
媒体学习资源需要流量较多，对个别学生来说可能造
成一定的负担。

线上学习的学习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生
的自觉性。 虽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提升学习效果、增
加学生兴趣，但也会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 如通过监
控学生学习时长保证学生的学习时间，通过增加互动
题目提升学生兴趣并确保学生在线等。 但是实际的学
习效果还是因人而异，有部分学生存在刷学习时长的
现象，并不能达到线上教学的预期目标。 因此，如何在
线上教学中通过各种方式保证教学效果，也是在线上
教学及混合式教学推广过程中需要考虑及解决的问
题。

2 疫情防控常态化给高校教学带来的机遇
疫情防控常态化虽然给高校教学工作带来一定

的问题，可能会造成一些困难，但是同时也带来了机
遇。 如果能把握住这个机遇，将会极大地提升高校日
常教学管理和规范工作，并促进教学模式改革。 具体
表现在以下方面。

促使高校管理更加严格和规范化疫情防控常态
化形势下， 高校基本上采用了封闭式管理和教学，对
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更加严格，学生的入校、离校等

事宜都设置了严格、规范的制度和流程，满足疫情防
控工作需要的同时，对高校教学管理工作也起到了积
极的促进意义。 学生是高校教学工作中必不可少的重
要参与者，学生管理也是高校教学管理的重要组成环
节，学生管理的严格和规范化必然促进高校教学工作
更加有序、规范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不断提
升心理健康教育一直都是高校学生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是保证学生能够顺
利完成学业的关键。 近年来，高校学生中出现各种不
同程度心理问题的学生逐年增加，而疫情防控常态化
背景下对学生更加严格、封闭化的管理，在一定程度
上可能会使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更为显著。 因而在高
校日常管理中，必须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通
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课程、问卷测试、面谈
等多种途径及时了解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并有针对性
地进行辅导，避免因学生心理问题引发不良后果。

多种教学手段的应用和发展为了能够更好地适
应疫情防控的需要，在高校教学中可以采用多种手段
辅助教学。 在疫情较为严重时期，线上教学很好地避
免了学生的流动和聚集，能够有效地保证完成教学任
务。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学生
返校后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和使用，借助于各种
多媒体 [6]和网络设备，可以将老师的授课过程进行直
播或转播。

各类教学辅助平台的蓬勃发展为了适应疫情期
间线上教学的需要， 很多线上教学平台应运而生，如
钉钉、腾讯会议、超星学习通、课堂派、雨课堂等。 在后
疫情时代，这些工具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教学，其功
能仍在不断地完善与增强， 不光能满足线上直播、翻
转课堂等的需要，甚至能够进行更详细地对整个课程
从备课、授课、作业、测试的各个环节提供辅助和支
持，帮助教师进行课程资源分享、课堂考勤、课堂互
动、作业批阅、期末测试等工作，也为过程化考核为主
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有利工具。

3 结语
疫情防控常态化为高校教学工作带来了一定的

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为高校教学带来了改革和完善
的机遇。 当前形势下，如果在高校教学工作中能主动
应对问题，直面挑战，积极化不利为有利，就可能给高
校教学工作带来新的契机，促进高校教学管理工作的
不断改进和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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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育人理念下应用型人才实践教学效果评价系统设计

曹　莉　姜　姗　赵春霞

（河南中医药大学 信息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在目前高校使用的教学效果评价系统中，存在数据处理困难、系统服务器占用率较高等问题，因此提出协

同育人理念下应用型人才实践教学效果评价系统设计。系统能够兼容常见 PC 机，因此设计以软件为主，硬件沿用传统系

统即可。实验结果表明，本文设计的系统具有可行性。

关键词：占用率；数据处理；J2EE 软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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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Practical Teaching Effect Evaluation System for Applied Talents 
under the Concept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CAO Li, JIANG Shan, ZHAO Chunxia

(Schoo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e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Henan 450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teaching effect evaluation system used b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difficulty 
in data processing and high occupancy rate of system servers. Therefore, the design of practical teaching effect evaluation system 
for applied talents under the concept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s proposed. The system can be compatible with common PCs, so the 
design is mainly software, and the hardware can follow the traditional system.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stem designed in 
this paper is feasible.

Keywords: occupancy rate; data processing; J2EE software framework

0　引言

在协同育人的培养理论下，需要以学生为主体，其中就

包括学生自主对于当前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价 [1]。而为了提高

学生对于教学评价的便捷性，很多学者运用网络技术设计了

相关的教学评价系统。国内外有很多教学评价系统，多数均

采用了 Web 服务框架或 SSH 教学评价框架 [2]，但运用单一

框架一般只能兼容系统运算、分层以及服务等功能，导致在

系统运行时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大，当多个用户同时登录系统

时，会使系统服务器的压力过大，容易导致服务器崩溃 [3]。

因此当前的教学评价系统仍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和改进。

1　系统软件设计

1.1　J2EE 软件架构分层

在软件架构中，采用 J2EE 中的多层分布式应用结构建

立四层结构。为保证程序的独立性，在 4 个结构层中将客户

端层设置为非 Web 服务。第二层结构中则添加了 Web，将原

本添加在客户端中的 Web 进行独立化，能够避免 Web 和客

户端层程序相互影响。第三层则为业务层，由 EJB 服务以及

EJB 组件共同构成，通过该层对客户端中的数据请求进行发

送和提交，实现多线程安全管理。第四层为信息层，能够为

系统的未来扩展提供链接架构。

1.2　系统用户平台框架功能实现

本文采用 Microsoft.NET 框架建立系统服务平台，可以同

时承受 2 万名学生对于课程质量进行测评。该框架作为一种可

以托管、安全性高的程序执行环境，能够简化开发以及部署的

进程，实现对系统编程语言进行转换。在本文中，考虑到院校

的需求，对系统服务平台的设计实现了多种需求。以上功能均

通过用户平台框架以及相连接的系统架构共同实现。

基金项目：河南中医药大学科研苗圃工程项目（项目编号：MP2020 － 41）；信息技术学院 2019 年度课程思政建设项目（项

目编号：KCSZ-2019-5）。

作者简介：曹莉 (1979—)，女，河南新乡人，硕士研究生，实验师。研究方向：虚拟现实、计算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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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教学质量评价业务流程

根据协同育人理论和应用型人才的教学目标拟定不同课

程的教学评价指标，对于教学评价数据则通过系统的客户端

层对评价用户给出的评价分数进行收集，而计算数据时则通

过后续设计的测评算法进行实现。最后将评价结果反馈给教

学管理人员以及备评价对象。

1.4　测评算法设计

根据协同育人理念的课程需求，需要以学生为主体建立

对应的课程测评。在本文设计的系统中，课程测评成绩的计

算公式如下：

( )
1

100
n

i i
i

b r a
=

= × ×∑  （1）

在式（1）中，b 代表每个参与课程测评给定的成绩，本

文系统采用百分制。n 代表对应的课程评价指标总数，可根

据不同的课程对指标数量进行调整。ri 代表第 i 个评价指标

所得等级的评价值，ai 代表第 i 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在本文的算法中，将单一学生给出的所有课程的测评成

绩折算为标准分 bs，bs 采用百分制形式来表示。考虑到测评

中存在个别学生偏激给出的不合理分数，本文系统将此类分

数不纳入总成绩中。计算时在所有学生给出的 bs 中，去除 3%
的最高和最低分，在对其余的分数进行求分。为了提高测评

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在其中添加了专家评价评价，而最终系

统得出的最终成绩为：

1

0.3 0.7
n

i
i

S T B
=

= × + ×∑  （2）

在式（5）中，S 代表课程的测评成绩，采用百分制。Ti

代表专家给出的课程测评成绩，B 代表学生给定的课程评价

成绩。

2　实验论证分析

为了验证设计的教学效果评价系统的可行性，对该系统

进行使用性测试。实验对象为某高校学生，评价指标遵循协

同育人理论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并通过学生的使用情

况判断该系统的有效性。

2.1　系统运行环境

系统的服务器采用 Windows 2000 Server/NT/2004 Server。

在系统服务器上采用 Intoner 信息服务 5.3 版本，系统连

接的数据库为 SQL Server2006。系统的评价用户端则采用

Windows 7 操作系统，登录界面采用 Internet Explore 6.0 版

本的浏览器。服务器和用户端均采用该学校机房的 PC 主

机，该设备采用 i5 9400F 型号 CPU，主频为 2.9 GHz。显卡

采用 GTX 1050 Ti 4G V1，显存为 4 GB。内存条采用 Pro 8G 
DDR4 内存，内存容量 8 GB。

2.2　实验结果

在实验中，主要测试设计系统能否实现相应的功能，实

验中分别让 50、150、250、350 个学生，在该校机房对本文

系统的使用效果进行评价，并根据服务器的 CPU 和内存占用

率来确定系统承载能力。实验结果如表 1 所示。从实验结果

可以发现，本文设计的系统具有可行性。
表 1　实验结果

学生数量 / 人 CPU 占用率 /% 内存占用率 /% 能否承载

50 11.4 13.6 能

150 15.7 18.9 能

250 20.5 24.3 能

350 24.1 27.6 能

3　结　语

本文通过双框架分别执行系统分层运行以及平台服务，

以提高系统的承载能力。但是，该系统的数据库连接仍需要

人工完成，运算主体仍在系统服务器中，在后续研究中可以

尝试结合云计算技术，进一步降低服务器的运算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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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技术背景下的软件工程课程
教学模式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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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媒体技术的蓬勃发展，使其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

在教学实践中也取得不错的应用效果。软件工程课程因为课程

所包含的教学内容的客观原因，课程概念多，内容抽象，学生

兴趣低，理解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学目标的达成。将

新媒体技术充分应用于软件工程课程教学中，探讨基于新媒体

技术的教学模式，能够适应课程内容的需求，让课程更加生动

形象，更符合学生的特点及兴趣，经实践，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 新媒体技术；软件工程；MOOC；教学辅助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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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eaching Pattern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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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its 

application field is more and more extensive. It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teaching practice. Because of the objective reason of the 

teaching content, the goal of the software engineering course is diffi- 

cult to get. The students’ interest is low, and it’s hard for them to 

understand the course. The new media technology is fully applied in  

the teaching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course, and the teaching mode is  

discussed. It can meet the needs of the course, make the course more 

vivid, and better meet the students’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ests. 

Through practice, it has achieved better results.

Key words new media technology; software engineering; MOOC; 

teaching assistant platform

1 引言
新媒体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广义的新媒体是相对于传

统媒介而言的各种新的媒介形态，而严格意义上的新媒体

主要指的是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媒体形态。随着计算机技术、

多媒体技术、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移动通信等的迅速

* 项目来源：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产教融合深度培养医药信息化复合型人才模式的研究与实践”（课题编 

号：2017SJGLX330）；河南中医药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基于项目导向与任务驱动的课程改革研究与实践——以《软

件工程》为例”（课题编号：2019JX86）。

作者：赵春霞，河南中医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计算机教育；宋学坤、赵营颖，河南中医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

（450046）。

发展和应用，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也日趋广泛，并且越来越

深入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在教育教学领域，新媒

体技术也得到广泛应用，从学前幼儿教育 [1]、小学 [2-3] 到

初中 [4]、高中 [5-6]，在高等教育中，新媒体技术的应用更为

广泛。在大学生思政教育 [7-8]中，新媒体技术得到广泛应用。

此外，在大学英语 [9]、体育 [10]、文学 [11]、计算机 [12-13] 等

课程教学中，新媒体技术都得到有益的尝试和应用，为教

学质量提升和教学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工具和思路。

新媒体形态多样，为当前年轻人社交提供了新的方式

和媒介，而大学生作为青年的一个主流群体，在新媒体的

使用方面更为广泛。新媒体技术不光改变了大学生的生活，

也使得大学生的学习方式逐步发生变化。有效地借助新媒

体进行课程改革，不仅符合当代大学生的学习习惯和特点，

也更容易被学生接纳和认可。如前所述，借助于新媒体技

术的课程改革在高校中已经蓬勃开展。软件工程课程作为

计算机专业的必修课程，因其课程内容及课程特点，在教

学中充分借助新媒体技术，改变教学方式，充分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经过实践，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2 软件工程课程教学困境
软件工程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的必修课，

该课程以程序设计类课程、数据库类课程等先导课程为基

础，通过对软件工程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过程的介绍，

着重于将工程化的思想引入软件工程的开发中，并培养学

生软件开发工程化的思维模式，为学生未来从事软件开发

类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因课程内容包含很多软件工程的

概念、过程及方法，理论性较强，使得课程在授课中经常

会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课程理论性较强，学生理解较困难  软件工程课程包

含很多软件工程中的概念，如软件定义、软件生命周期、

可行性分析、需求分析、软件设计等，理解并掌握其具体

内容有一定难度；软件过程模型较多，如瀑布模型、螺旋

·信息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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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喷泉模型、RUP过程等，代表了不同的软件开发过程，

理解也较为困难；软件开发方法主要包括结构化方法和面

向对象方法，二者对应的软件开发过程也各不相同。课程

内容包含方面众多，很多概念较为抽象、晦涩难懂，单靠

课堂讲解，学生很难理解掌握，长久下去，学习积极性和

主动性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内容可操作性弱，学生兴趣低  软件工程课程，相对

于程序设计类课程或者数据库类课程而言，课程内容的可

操作性差。即使在实验课上，针对某一主题内容的专题实

验，如需求分析，也不如程序设计类课程容易开展。因为

软件工程的开展是以具体的项目驱动的，项目规模的选择

要适当，过大过小都不适合学生实验的开展，太小的项目

达不到需求分析的效果，太大的项目学生又很难考虑完全。

对知识点的练习和巩固，通过实验可以达到理解和强化，

但实验的设计至关重要。相比程序设计类课程，软件工程

的内容可操作性要弱很多，验证性实验少，而设计类、综

合类的实验多，学生兴趣相对偏低。

内容较抽象，学生认可度低  软件工程课程因课程内

容的原因，抽象层次较高。在一个软件项目中，从系统的

定义到可行性分析、需求分析、总体设计、详细设计，抽

象层次虽然逐步降低，但都属于对系统的概念性的抽象环

节，直到编码过程，才是具体的系统实现的内容。对于计

算机类专业的学生而言，编码是他们比较熟悉和擅长的，

而前面的阶段，虽然在软件工程中至关重要，但对学生而

言，却是非常抽象和不具体的，学生的接受度低，认可度低，

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学生的学习效果。

总体来说，因为课程本身内容的原因，使得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再加上其他客观的因素，

如学生面临毕业，就业、考研等方面的影响，出勤率低等

问题 [14]，也使得课程的授课效果大打折扣。如果合理解决

这些问题，走出困境，化不利为有利，是软件工程课程改

革中要重点考虑的。

3 基于新媒体技术的软件工程教学模式分析
传统教学模式主要采用教—学—练的模式，即教师教，

学生学，再通过练习、实践等方式巩固所学内容。而软件

工程课程，因为内容较为抽象、难理解等，笔者在教学工

作中发现，单纯地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学生会很快丧失对

课程学习的兴趣，进而出现听课不认真、课堂玩手机甚至

出勤率低等问题。因此，在教学改革中，基于新媒体技术，

笔者提出软件工程课程的教学模式，如图 1所示。

从总体上看，基于软件工程的教学模式，形成了从学

生课前预习到教师课堂教授，再到实验课程的案例实践，

教师课下答疑，学生完善项目，在线提交项目阶段性成果，

教师评阅并反馈的闭环。而这一闭环教学模式的开展，除

了需要借助于新媒体技术之外，还需要采用项目驱动的方

式开展教学工作，其中的关键问题详述如下。

基于新媒体技术开展教学活动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

为教学工作的灵活开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在软件工程教

学开展的各个阶段，为了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借助于各

种不同的新媒体形式来进行。在预习阶段，主要借助于在

线网络平台，教师通过教学辅助平台发布预习任务，布置

课程需要预习的主要知识点；学生可以根据教师提供的资

料自己预习，也可以通过 MOOC 等网站了解、学习该课程相

关的知识。课堂讲授阶段主要通过多媒体讲授，展示课程

内容及案例项目。实践阶段以项目驱动开展，借助于教学

辅助平台提前帮助学生选题。答疑阶段为学生经过实验实

践后，对不清楚的问题可以通过微信、QQ 等方式与教师及

时沟通，或者通过教学辅助平台向教师提问咨询。在对项

目进一步明晰的情况下，学生通过借助教学辅助平台了解

项目信息，并通过华为云平台的项目框架完善项目。阶段

性项目成果完成后，实践项目内容学生可以提交华为云平

台进行测试，而一些练习题目等内容学生可以通过教学辅

助平台提交。对于学生提交的内容，教师登录华为云和教

学辅助平台进行评阅，并通过教学辅助平台或者微信群等

方式对学生的完成情况、存在问题等进行反馈。

项目驱动的教学及实践  软件工程课程包含概念较多，

理解较为困难，课程教学及实验实践课程开展都是以项目

驱动进行的。以具体项目为例，如选用学生信息管理系统

项目，从项目的定义、可行性分析、需求分析，到系统设计、

实现及测试，都以该系统为例，帮助学生理解在整个软件

工程过程中的概念、方法及软件过程。在实践环节，事先

设计好一些备选项目题目，拟定项目的基本要求，在教学

辅助平台进行发布，学生可以从中选择，或者与教师商议

后自定一些感兴趣的选题，之后以选定项目为对象，开展

软件工程课程的实验实践课程，并以此项目的最终完成情

况作为学生的主要考核内容之一。

校企合作促进教学实践  为了更好地锻炼学生的实战

能力，加深学生对软件开发项目全过程的理解和把我，学

校在教学研究中与华为软件开发云创新中心进行合作，利

用华为提供的华为云平台，辅助学生的课程实践活动。利

用华为云平台的软件开发服务，实现项目的部署、代码编译、

（下转P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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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 CDIO 工

程实践能力，能满足电子信息类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对课程

达成度的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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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发布等功能，让学生更深刻体会在企业应用中的软件

工程到底是什么样的，为毕业实训及以后的工作做好准备。

4 结语
软件工程课程概念性较强，内容涵盖面广，学生学习

困难，这是由软件工程课程的内容所决定的。引入新媒体

技术辅助课程教学，通过近两年的课程教学实践表明，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较大程度的提高，通过课程实

践对一些概念的理解和把握也更为准确和深刻，这都为学

生的毕业设计以及未来的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实践显示，

新媒体技术对软件工程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是有较大帮助

的，这也为同类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了经验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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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及组织期末考试，开展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课程负

责制可以帮助教师深入了解课程之间的联系，熟悉专业的

整体结构，更好地实施教学工作以及指导学生。

3 结语
新工科的目标是培养复合型人才，这与新形势下行业

和企业对于人才素质的要求是一致的。课程、学生和教师

是培养方案的三个主体，解决课程如何编排、学生如何选课、

教师如何上课的问题，就是解决培养方案具体落实的问题，

将最终决定学生的培养效果。本文从这三个问题出发，提

出课程体系优化、导师制的实施和课程负责制的实施三方

面的改革措施，探讨长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过程装备与控

制工程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的修订与实施，希望为新工科

背景下的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作出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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