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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the demand for cross-integrated innovative 
talents has been increasing. The university computer courses have established a curriculum reform 
orientation with cultivating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t the same time, a reform plan has 
developed with building a “wide-fledged” curriculum system, establishing “three field" teaching 
content, adopting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based on MOOC/SPOC+，flip classroom，and 
information teaching tools, and using the open and transparent "process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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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新工科背景下，对交叉融合的创新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大学计算机课程组确

立了培养“计算思维”为核心的课程改革定位，制定以构建“宽专融”课程体系，建立“三个领域”
教学内容体系，采用MOOC+SPOC+翻转课堂+信息化教学工具的“混合教学模式”，使用公开

透明的学生成绩“过程评价体系”为目标的改革方案。 

1．引言

新工科背景下，对交叉融合的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多。新的课程体系中计算思维能

力的培养和交叉课程的开设为培养学科融合的人才奠定了基础。

1.1 新工科背景下对跨专业，学科融合型人才的需求是课程改革的契机。 

相对于传统人才，“新工科”人才不仅在某一学科专业上学业精深，而且还应具有"学科交

叉融合"的特征；不仅能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去解决现有的问题，也有能力学习新知识、新技术

去解决未来发展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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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指委文件的发布确立了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课程体系改革的目标。 

2016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下简称教指委）编制了《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

教学基本要求》（下简称《要求》），对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提出构建“宽专融”课程体系

的要求。

1.3 计算思维的提出标志着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内容改革进入新阶段。 

为了适应当前人才培养的需要，迎接经济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挑战，课程组提出新工科背

景下以培养“计算思维”为核心的大学计算机“宽专融”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2. 改革方案设计

确立了培养“计算思维”为核心的课程改革定位后，课程组制定以构建“宽专融”课程体系，

建立“三个领域”教学内容体系，采用MOOC+SPOC+翻转课堂+信息化教学工具的“混合教学模

式”，使用公开透明的学生成绩“过程评价体系”为目标的改革方案。如图1所示。 

图1 实施方案 

2.1 构建“宽专融”兼顾的课程体系，满足专业交叉融合的需要。 

课程总体上可以分为“宽、专、融”三个类型：“宽”是指通识型（基础类）课程、 “专”是
指专业型课程，“融”是指交叉型课程。 

2.2 建立“三个领域”课程内容体系，将计算思维核心思想融入课程教学。 

《要求》中通过分类的“核心概念”来表达计算机思维的基本内涵，将大学计算机基础教

学的知识领域分为系统平台与计算环境、算法基础与程序开发、数据管理与信息处理三个领

域。

教师需要更深层次的理解计算机学科最本质的思想和方法，以便在大量的知识体系中选

择出能够适合临沂大学学生的核心概念，并在课程内容涉及和教学过程有重点的渗透这些思

想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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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采用适合不同专业学生的混合教学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培养新工科背景下适合区

域经济产业发展、具有学科交叉融合知识体系人才。

针对不同专业以及不同课程选取适合的教学模式，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创造性、发展性、

整体性和差异性，引导学生自己去学习探究，培养学生自主探索、主动学习和合作学习的精

神。

2.4 改革学生成绩评价体系，促进和激励学生能力提升，及时改进课程教学效果，为教学工

作的调整和改革提供依据。

在过程性评价体系中，根据不同课程从线上线下各成绩中选取真实性有效性程度高的、

系统即时评测的或者能即时发布随时查看的、能体现学生知识掌握能力到知识运用能力再到

创新能力培养的成绩纳入评价体系，既全面公正的反映教学效果，又保证成绩的公开透明。

3. 解决问题的方法

3.1 对区域产业经济发展对行业人才的具体需求、本校各专业学生对计算机类课程学习志趣、

专业教师对计算机类课程的要求进行调研和分析。

设计网上问卷与实地走访调查的方法对区域内企事业单位、各专业学生和教师对开设课

程、岗位需求、人才培养等进行调研。以供课程改革参考。

当前课程设置不能完全适合与学生志趣与区域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还需要对比例和

内容进行进一步修改。

3.2 根据调研和分析结果和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方向，构建新的课程体系、确立新的教学内

容体系。

3.2.1 构建兼顾“宽专融”的课程体系。 
根据调研结果与各专业教师进行研讨，共同构建兼顾“宽专融”的临沂大学计算机基础课

程体系。尝试解决与专业融合度不够的问题。

自2017年开始采用第一学期分文、理、艺体三大学科开设全校必修的通识型“计算思维”
课程，第二学期分专业开设专业型选修课，交叉性课程根据课程特点灵活开设的课程体系，

兼顾“宽专融”，尝试解决与专业融合度不够的问题。 
3.2.2 确立以 “三个领域”为基础的内容体系。 

根据临沂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生实际情况、围绕“计算机思维”核心，根据调研结果

选取相应必修与选修知识点，对教学内容进行全面更新和重组，并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等新概念添加到课程内容中，在课程中更好的渗透和强化这些“核心概念”。 

3.3 针对不同专业特点和不同课程需求， 灵活运用MOOC+SPOC+翻转课堂+信息化教学工

具，建立1+M+N的混合教学模式。 

3.3.1 选取适合的MOOC资源、以自建SPOC资源为补充，进行线上学习。 
中国大学 MOOC、学堂在线、网易云课堂、北大的华为慕课等网站都有大量 MOOC 资

源，自建《计算思维》《多媒体技术》《Python程序设计语言》《C语言程序设计语言》等SPOC
资源。

3.3.2 设计多种翻转模式充实翻转课堂，进行线下学习。 
翻转课堂向来是 MOOC 课程的有力支撑。本课题采用三种翻转形式：课前随堂测验/考

试（小翻转）、课中/讨论（中翻转）、大作业（大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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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使用雨课堂等信息化教学工具配合 SPOC与翻转课堂，开展混合式教学。 
雨课堂最大的便捷之处就是可以课下通过微信推送课件等资源和随堂测验，尤其是随堂

测验既可以做成一个考试，也可嵌入到PPT 中，促进学生认真听课和思考问题，测验结果一

目了然。

3.4 根据不同教学模式制定合适的学生评价体系。 

不同的教学模式对应不同学生评价方式。平时成绩占学业成绩很大一部分比重，一般不

低于40%。 
MOOC课程和SPOC课程根据线上学习情况和测试成绩直接计入评价体系。 
翻转课堂成绩由教师评价、组间评价、组内评价比例三部分构成 ，现场评价并公布，保

证公平公开透明。

利用在线测试平台“PTA”进行期末考试（包含程序设计部分）考核。 
在线评测平台不仅仅可以在线评测传统的主观客观题，对程序题也可以进行在线评测。

期末考试采用随机组卷，并启动监考系统来最大程度保障学生成绩的真实性 。

4.结语

为了适应地方型高校人才培养的需要，以培养“计算思维”为核心的大学计算机“宽专融”
课程体系改革研究将“计算思维”的培养完全融入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中。大学计算机课程组

明确了课程定位，制定了新的课程体系，采用新的教学模式，使用新的过程评价体系。本文

从改革方案设计，到具体采用的方法都进行了详细介绍，对进一步培养学生“计算思维”能力

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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