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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f Computer Scienc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theory, but attaches little to the practice, teaching methods are still very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study and social practice out of touch, the results of school education and social needs of the fault. 
Adopting the teaching mode of the combination of school and enterprise, the society needs to enter 

the school, and the school and the enterprise can train the practical students together. United have 
some well-known enterprises, select the actual software development projects suitable, organiz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ject development, learning development, team awareness, 
communication form, management methods, and get experience from the students, change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learning.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is method can better enable students to 
complete the course of learning, master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students to 

work smoothly laid th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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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普通高校的计算机专业学习，重理论，轻实践，教学方法仍然很传统，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脱节，学校教育结果

与社会需求出现断层。采用校企联合的教学实践方式，让社会需求进入学校，学校与企业共同培养切合实际的学生。联合具

有一定知名度企业，选取合适的实际软件开发项目，组织学生参与项目开发，学习其中的开发方式，团队意识，交流形式，

管理方法，并从中获取实践经验，改变学生传统的课堂学习方式。实践证明，该方法能更好的让学生完成课程的学习，掌握

开发实践经验，为学生能顺利的走向工作岗位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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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移动电子设备性能的不断提升，网络建设不断完善，带动电子信息产业迅猛发展，各行各业竞相

进入电子信息化时代，新的理念不断推出，方便快捷的电子应用工具遍布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随之而来

的就是对专业人才的巨大需求量。但是另一方面数据显示，普通高校的计算机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却不容

乐观，大量应届毕业生没有按时就业。中国软件协会称，现阶段我国软件开发基础人才不足，已成为制约

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瓶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分析其原因发现，虽然多数高校都设置了计算机专

业，但是由于课程结构设置原因与教学方法问题，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重视理论学习，重视考试，课堂

教育占据学生主要学习时间，学生缺乏动手参与过程，没有实践经验，致使计算机专业学生在毕业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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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工作能力与社会实际需求衔接不上，学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企业找不到合适的人才。 

十三五规划中，对于高校办学提出了新的指导方向，在教育方式上，“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

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改变了以往的课堂教学思路，让学生走出课堂，社会

企业走进学校，在实践中融合专业与就业之间的关系，缩短学生与工作岗位之间的距离，借助社会力量补

充学校教育的不足，延展传统教学。 

1 计算机专业教育现状 

计算机发展史仅有几十年，却在现代生活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工作内容划分也变得越来越细

致。特别是在与其他专业相结合的跨专业领域应用，是计算机发展的主要方向。 

目前，高校对计算机类课程采用的教学方式是：以理论讲解为主、实践为辅，课程的考核依靠传统的

卷纸考试，靠分数定成绩。但是作为计算机课程内容的特点：概念多、图表多、理论多、文档多、系统性

强，涉及面广，缺少实践环节，学生接受起来比较困难，很难将众多的知识点联系起来，更不会运用它来

解决实际问题。有的高校在教学中引入课程设计，但这种实践终究是跟社会需求是脱节的，它与实际的项

目开发相比，缺少必要的细节分析和实际可操作过程，像可行性研究、需求分析这样的内容
[1]
，没有经过

实际的动手操作，是不会了解其中的关联关系，也就不会应用计算机去开发与设计
[2]
。另外，值得我们注

意的是，在众多优秀的计算机类教材中，很少提及如何指导学生实践内容。高度抽象化课程内容和教条的

理论，使学生不知道如何去进行实践。 

2 教学改革的方法探索 

依靠传统的学校课堂教育，已经不能解决学生缺乏实践经验的问题，必须寻找相应的教学改革方法，

在校外，软件企业在开发过程中完成了大量的项目，具备成熟的开发经验和系统化的文档，很多知名企业

完成了标准化的认证，在内外都享有较高的声誉，联合这样的软件企业，并结合企业实际已完成的项目，

在学生具备了软件开发基础后，根据企业项目实际需求和开发背景，以软件开发人员与学校教师联合对学

生进行软件开发实践指导[3,4]，会改善学生的学习效果。 

2.1 采用校企联合方式的主要优势 

1）直接将课程理论与开发实践结合起来，既能强化理论学习，又能使理论得到了应用，真正做到学

以致用。 

2）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就可以体验企业中的工作方法和环境氛围，可以加深学生对专业前景的认

识。 

3）学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及项目实践后，具有了实际项目的开发经验，提高了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这一点对学生以后的就业十分有帮助
[5]
。 

2.2 计算机教学改革的实施步骤 

以校企联合方式，开展计算机教学与实践改革方法，可以将计算机课程学习和项目实践分成 5 个阶段

[6]
。 

第一阶段：在校期间理论学习期间，需要经过 4-5 个学期，教师完成计算机理论教学内容，学生具备

基础知识，对专业有一定认知，对从事行业有所了解。教师在这一阶段重点强化学生的理论知识，编程工

具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软件项目开发是一个规范化，标准化和系统化的过程，它具有典型的开发方法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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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
[7]
。 

第二阶段：项目需求分析培训。这一阶段需要聘请软件企业的项目开发人员作为课程实践的指导教师，

选取企业的项目案例，对其中的需求进行调整，使项目的规模和难度适合学生的能力；指导学生做需求分

析，将需求分析的过程融入到实践当中。聘请软件企业的项目经理做指导教师的原因是：项目经理拥有实

际项目开发的经验和管理策略，以及在处理实际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这些经验和方法是在校教师所无法

具备的，正是因为这一点，项目开发人员的实践经验要比在校理论教师更有说服力
[8]
。 

第三阶段：项目文档规范培训。学生在学习软件开发过程中，由于教材几乎不涉及到系统化的文档模

板，学生在实践应用中很少编写文档，或者编写不出有实际意义的文档
[9]
。而大多数软件企业的文档是经

过长时间积累形成的，对外界是保密的，所以对企业的原有文档进行改造，这一点对于企业来说非常必要；

去掉软件企业文档特殊化的内容和需要保护的内容，既保护了企业的商业秘密，也使文档适合学生学习。

规范化的和系统化的文档书写和编码规范，使学生顺利完成项目的基础。 

第四阶段：学生开发项目实践。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的个人实际能力和对开发的理解，将学生分成项目

小组
[10]

，每小组成员不超过 6 人，控制项目开发周期在 2-4 周左右，这个时间对于项目实践是比较充分的，

具体分工如下： 

（1）项目模块负责人 1 人，负责文档的设计，协调组内分工，与教师和项目经理沟通，组内进度控

制； 

（2）项目模块分析与设计 2 人，完成功能划分，细化模块内容； 

（3）代码开发不超过 2 人，完成规范化代码设计，完成适度的注释； 

（4）项目测试 1 人。 

教师和项目经理
[11]

作为项目的总负责人的分工如下： 

项目经理：对小组进行项目介绍，组织需求分析；组织学生学习企业化的管理方法，制定规章制度，

负责学生在项目分析上存在的问题，解决实现技术上的难题；进行团队合作指导，进行项目总体进度控制；

在沟通方法上，与每个项目小组负责人进行沟通，不直接与组员沟通。 

授课教师：负责理论指导，制定进度计划，进行项目分组及人员安排与调整。 

第五阶段：成绩考核。放弃传统的单一考试方式，采用多方面的综合考核方式，既要考查学生是否学

习到了理论知识，又要考查是否获取了实践经验，需要从 4 个方面考虑。 

1）理论学习考核：由授课教师完成考核，以考试为主的理论成绩比例，在此应该大幅度降低； 

2）文档考核：由项目经理考核，文档是项目实践的基础，同时也是项目质量的保证，重点需要考核

文档的阶段性与文档的规范性； 

3）程序考核：由项目经理考核，程序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代码是否规范等，按照需求分析的文档测

试，是否符合需求分析； 

4）项目答辩：由授课教师和项目经理共同考核，既要考查学生的现场应变能力，又要挖掘学生在实

践中的得失；既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进行自我总结，又要听取学生在学习后的效果反馈，以改善后续的实

践方法。 

综合以上的实施过程，实现改革过程的示意图，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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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计算机专业实践实施步骤 

 

2.3 在实践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1）培养团队合作意识，发挥集体的力量。在学习程序设计的时候，是以个人的方式学习，但是在项

目开发阶段，单靠个人能力是不行的，所以，养成良好的团队精神，加强沟通，是项目顺利开展的前提。 

2）以文档为开发依据，养成以文档为软件驱动的开发思想。学生对软件开发的学习是从编写代码开

始的，致使学生对文档的认识较少，忽略了文档的重要性，应该让学生认识到，文档本身就是软件产品。

没有文档支撑的软件，就不能称为软件。强调软件文档的编制在软件开发工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和相当的

工作量。文档的分发，回收，归档管理，按时审查文档是保证软件项目质量的重要手段。 

3）重视管理的规范性。学生在校期间，接受学校的管理制度，与企业有很大不同，企业严格的规章

制度是软件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让学生认识到不同的管理制度对于专业的影响，可以使学生尽早

具备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习惯，例如：编写可读性好的代码，是为了便于别人看懂，更重要的是，代码容易

复查，减少错误出现的几率，便于修改调试，同时也提高了代码的外在质量。可读性好的代码并不比含糊

的代码多花时间，运行时间相差也微乎其微，让学生培养良好的编程习惯，更重要的是在团队成员间建立

了配合上的默契。 

4）尊重开发进度，制定切合实际的开发计划。在学生进行项目开发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的执行进度

上的问题有如下两种： 

（1）软件的开发进度会拖延，实际进度比预期进度拖延也不意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设计

完整的进度计划，在计划中既要详细的安排工作内容，又要为工作的复查留有充足的时间，让学生充分认

识到在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2）对学生已经完成的工作，存在不满意或者不正确的地方，不能视而不见，因为软件开发中，错

误是不可避免的，正确指导学生认识错误的来源；初次接触软件开发的学生，会有疲于繁琐管理的心态，

过度追求进度很可能会导致错误的发生，要认真的指导学生找到错误的根源，减少错误发生几率。 

为了避免学生在项目团队开发过程出现任务的推脱和懒散的情况，需要项目进度计划详细到每个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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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内容，所有的任务都需要有明确的分割界限，所有的任务必须落实到个人。使学生认识到每个成员

都是项目的一部分，树立对项目的责任心。 

5）及时总结，及时改进，失败的经验与成功的应验同样有用。根据学生的能力不同，不能以同样的

标准来考查学生。有学生可能没有完成项目任务，导致项目失败，这种情况下，指导学生总结失败的经验

和教训，这种收获，可能比成功后短暂的喜悦更重要，它让学生知道了哪些过程中存在问题，哪些过程还

需要改进，这样的总结是最好的学习方法，也会让学生把经验和教训铭记在心。 

3 教学效果分析 

在计算机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 3 年实践中，我们先后与多家较为知名的软件开发企业进行联合培养，

对实践的结果进行跟踪，获得了较好的效果，学生专业能力迅速提升，软件开发企业也从中接纳优秀的学

生。在实践过程中，适当调整理论教学时间，大幅度增加项目实践时间，是教学改革的关键。改革结果表

明：项目实践增加了学生实际项目开发的经验，学生的项目开发能力普遍提高，在此后的学生就业过程中，

更为学生赢得了竞争力。 

4 结论 

在十三五教学指导思想下，传统的计算机教学模式需要新的契机，本文实验校企联合的教学方式，采

用教师教授学生理论知识，结合软件企业的项目开发人员指导学生项目实践，二者结合完成计算机的课程

学习，实现了把理论融入实践，在实践中学习理论的教学模式，学生从课堂教学模式中解放出来，具有针

对性的学习软件开发的方法，项目管理的经验，学生有了实践经验，为将来就业奠定了基础。此外，这种

有针对性的课程教学模式也适合相关专业的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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