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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online learning usually copies classroom teaching knowledge,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forms are directly copied to the network platform, and then video files are 

played .Through video files the students can learn the contents of the video files. There is no 

fragmentation or reconstruc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knowledge points, knowledge emphases and 

knowledge system. Collaborative teaching methods and personalized teaching methods are not 

prominent, and teaching effects are also affected to some exten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affecting 

teaching qual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elying on the Internet, this topic discusses how to 

explore the education mode of computer major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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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传统的网络学习通常会把课堂讲授知识、教学手段、教学形式直接拷贝到网络平台

上，然后播放视频文件，学习视频文件中的内容，对课堂的讲授知识要点、知识重点、知识

体系等内容没有碎片化处理或者进行重构，协作式的教学方法和个性化的教学方法没有突出，

教学效果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存在众多影响教学质量的问题。本课题探讨依托互联网的背景

下，如何对高校计算机专业教育模式进行探讨，为高校教学质量的提高提出建议。 

1．前言 

2015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教育部2015年工作要点也明确提

出“完善国家教育资源云服务体系。加大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开发和应用是教育改革方向。“互

联网+教学”模式当属于大规模网络公开课，对解决中国教育不均衡发展问题提供了机遇，同

时也使我国的教育管理模式面临巨大挑战，大规模开放网络课程正以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全新

教学形式和以‘学’为本的教学价值取向影响着中国的高校。 

    传统的网络学习通常会把课堂讲授知识、教学手段、教学形式直接拷贝到网络平台上，

然后放视频文件，学习视频文件中的内容，对课堂的讲授知识要点、知识重点、知识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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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没有碎片化处理或者进行重构，协作式的教学方法和个性化的教学方法没有突出，教学

效果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尤其对于普通高校计算机专业来说更是如此[1]。在计算机专业课程

中，以程序设计基础、离散数学、数据结构等课程为例，在实际教学中，传统教学模式存在

以下问题：①课程内容确实抽象、不好理解、综合性又强，如果只使用简单的课件就会出现

无法将理论知识完全表达清楚，那么讲授的课程内容应该如何去组织，来满足不同学习对象

对学习的不同的学习需求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2]；②在教学过程中，存在对学生的学习要

求目标一致、作业一致、达到能力一致、标准一致，这样的话对学生的天性的成长效果有一

定的限制，学生的个性、潜力和才能将得不到发挥，这样会影响学生的兴趣和特长的发挥，

更无益于达成因材施教的目的；③在教学过程中，主要存在以教师“讲”为主、学生“听”为辅，

学生自己动口、自己动手、自己动脑的机会很少，不利于发挥自己学习的主动性，特别是协

作式学习的能力的培养。计算机专业课程所涵盖的知识内容和技术方法是从事大型信息工程

开发必备的基础[3-5]。计算机专业课程的教学成效势必会直接影响所在专业的教学质量，因

此，加强计算机专业课程的改革对整个专业来说都是势在必行的。 

2．构建“多元融合，协同驱动”教学模式 

“互联网 + 教学”背景下，构建计算机专业课程“多元融合，协同驱动”教学模式，即将“多

种”教学手段和“多类”教学资源进行多元素融合，在“协同驱动”的教学过程中获取知识价值和

经验价值，即构建计算机专业核心课程的“多元素融合，协同驱动”的教学模式，“多元素融合，

协同驱动”的教学模式如图1所示。 

在课内教学活动中，利用知识重点、知识难点迁移、启示和引导式教学、动画示范和实

训案例精讲内容，其中多元融合的“多元”就是知识重点、知识难点迁移、启示和引导式教学、

动画示范和实训案例等多方面的教学资源，将多种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方法这些“多元要素”融

合在一起，实施教学。 

在课外教学活动中，通过提供微课（Small class-微课）、慕课（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慕课）等网络资源，对教学内容进行有力补充，弥补课时的不足，学生可以利用网络、手机

等工具提供的信息资源，进行在线学习微课，在线进行阶段性章节测试、在线实时答疑等方

式，发觉学生的潜在的自主学习才能，实行个性化推荐，在协同驱动条件下参与教学活动，

获取知识和潜能，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图 1  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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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构建网络教学平台，营造个性化学习环境 

在“互联网 + 教学”背景下，构建计算机专业课程网络教学平台，为个性化学习环境提供

依据。计算机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平台是将网络教育资源搬上课堂的依托。在“互联网+”的大

背景下，怎么搭建计算机专业核心课程网络教学平台，营建个性化学习境况是不可缺少的。 

首先，计算机专业课程的网络资源进行重新优化、组合，将重新优化、组合的教学资源

分享到教务处的超星网络平台，涉及相关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学习情况，摸索和探寻个

性化学习资源体系。通过超星网络平台提供学习环境，当遇到困难、不懂知识点时，学生可

通过平台的在线交流功能，进行求助，也可以进行分享自己的学习体会、学习的经验和心得。 

如何完成进行个性化引导？我们需要依据完善的网络教学平台。由于网络教学平台可以

随时随地性访问，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安全开展个性化学习，网络教学平台供给多种

资源，满足学生层见迭出的需求，能在不胜枚举的各类学习资源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屏蔽不

适合自己的学习资源，学习效率势必提高。 

网络教学平台实现网络空中签到、登录功能，并以面积图、柱状图、折线图、雷达图、

栟图等各种图表形式，以直观的方式交流信息，提供的直观快速显示讲授内容掌握情况、出

勤情况、作业完成情况、测试掌握程度等，为教师时时刻刻关注学生的学习现状、历史现状

数据，为学习成效提供分析凭据。使学生和教师全时段、全方位可以进行知识的研习和传授，

形成“互联网+”的个性化的学习环境。 

4. 建立互联网超课堂自主学习模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互联网超课堂”是指以互联网为核心，以自主学习平台为依托，包括“碎片化学习室”、“团

队化答疑室”、“知识重构课堂”、“虚拟实验室”、“伴随式评价督导室”等环节，打造以慕课、

微课、个性化资源为基础的新型教育理念，让学生和教师不论在课内、课外、校内、校外、

白天还是晚上都可以进行知识的学习和传授，形成超越教室、跨越空间、突破时间的超级“互

联网+”课堂。  

1）线上碎片化学习室 

以自主学习平台为基础，利用课外时间，进行碎片化学习。目前，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强

悍、价格越来越低廉，WIFI 等网络连接方式越来越普及，手机已经成为学生生活、交流的

必备工具，也必将是学习的重要途径。因此，本课题组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充分利用学生

手机、平板等现代化通信设备，基于自主学习平台上学生学习数据的分析结果，向学生的手

机等移动通信设备中推送学习资料，让学生充分利用课间、睡觉前、排队等候等各种碎片化

时间通过微课、微视频、小作业等方式进行问题讨论、作业提交，实现系统知识的碎片化学

习。 

2) 线上团队化答疑室 

以多媒体技术为手段，组建答疑团队，开展在线直播答疑。实行“团队化在线直播式”的

答疑模式。在“互联网超课堂”教学模式下，课题组教师以团队协作的方式，进行网上在线直

播答疑。利用网络平台，通过台式机，手机等设备实时地解答学生提出的疑问。另外，知识

掌握比较好的学生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从而，可以实现课程组多名教

师与多名学生组成一个答疑团队利用网络自主学习平台，与学生进行直播式在线指导和答疑。

教师和学生能够利用摄像头、手机等基本视频设备进行双向视频直播交流与沟通，可以不受

时间、地点限制地面对面、实时辅导和答疑。 

3) 虚拟实验室 

以自主学习平台为核心，构建虚拟实验环境，进行仿真实验教学。课题组以培养学生综

合设计和创新能力为出发点，依托虚拟现实、多媒体、人机交互、数据库和网络通讯等技术，

本着“虚实结合、相互补充”的建设思路，建设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项目，以拓展学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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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4) 线上线下融合碎片化知识重构课堂 

以碎片化知识为基础，通过实训项目设计，重构知识链。以学生为主，利用情境、协作、

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碎片

化知识的系统化建构。在这种模式中，学生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教师是教学过程的组织者、

指导者、促进者。 

5) 伴随式教学评价督导室 

以教学数据为基础，实时监控教学过程，及时反馈学习动态。具体包括：以自主学习平

台为支撑，基于动态学习数据的收集和挖掘分析，对学生学习全过程的效果进行数据化呈现，

使得学习过程依赖于对海量教学数据的分析，一切靠数据说话，依靠直观的数据精准地掌握

学情，方便教师有的放矢地安排及调整教学。教学中采取动态伴随式学习评价，即贯穿教学

全过程的动态学习诊断与评价，包括课前预习测评和反馈、课堂实时检测评价和即时反馈、

课后作业评价和跟踪反馈，从而实现了即时、动态的诊断分析和评价信息反馈。 

5．建立基于主题的计算机专业质量评价体系 

“互联网 + ”背景下，教学活动的主体是学生，无论是课上还是在课下，学生都有多种多

样的学习行为。课下学生通过网络教学平台观看微课视频、完成习题作业、与同伴进行讨论；

在课上学生可以针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进行抢答发言。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对学生发生的实际

主题数据进行提取，然后进行演化关联分析，用主题关联模型过滤关联性不强的关联关系，

找出学习者学习的模式关系，得出学生学习行为的数据分析结果，进而进行比较。例如，对

于学生在想学习过程中，资源收藏与资源学习两个不同的学习行为的主题数据，成绩上升的

学生所表现出的共同模式是先学习后收藏，而成绩下降的学生则是先收藏后学习。收藏与学

习的先后顺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生学习的不同态度。教研人员利用这样的学生行为主题

数据分析，对不同群体的学习习惯、学习方式等进行比较，从而发现更多其他的模式，为教

研活动以及教学建议提供数据支撑，从而保障教学质量。 

6．结束语 

本课题在总结已有工作的基础上，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在“互联网+教学”背景下，通过

完善网络教学平台、网络教学资源、网络教学软件、网络教学视频等方式，达到以先学后教

的目的，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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