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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uter language course is a public compulsory course offered by universities for non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udents. 
Through this course, students can enhance their hands-on ability, train their computational, logical, and abstract thinking abilities, 
and	thus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ir	research	field.	The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computer language teaching,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students in the author’s school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lit classroom teaching, actively explores a new teaching mode for the computer common course - C language 
program and design course based on split classroom, in order to stimulat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language, cultivate their 
habit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lassroom teaching, So as to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to independently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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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计算机语言课程是高校针对非计算机专业理工科学生开设的一门公共必修课程，通过该课程，强化学生的动手能力，训练
学生的计算思维、逻辑思维与抽象思维能力，从而提升学生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主要针对目前计
算机语言课教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结合笔者学校学生实际情况及对分课堂教学的特点，积极探索基于对分课堂的计算
机公共课—C语言程序与设计课程的新的教学模式，从而激发学生学习语言的积极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学习习惯，
提高课堂的教学质量，从而提升学生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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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步入 21 世纪，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及计算机技术飞速

发展，社会发展最显著的特征便是面向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方

向深入发展。在新的时代潮流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

求社会对于“创新”有新的更高的要求，教育的目的，就是

为了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各类人才，而教育的模式与手段则

直接影响着教育的结果，目前，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已经不

能满足时代的需求，因此“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应运而生。

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如火如荼地进行教学改革，探

索新的教育教学模式，以便提高教学效率，提升教学效果，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而对分课堂教学模式便是其中一种。

该模式的使用，使得学校及老师找到最适合自己学科和学生

的教学模式，激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充分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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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生学习主体性的地位，提高了教学效率，提升了教学 

效果 [1]。

2 笔者学校计算机语言实践课程教学现状

计算机语言类课程是全国高校面对非计算机专业的理

工科学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而大部分高校选择在大一第二

学期开设这些课程，作为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通过对课程

的学习，学生不仅要掌握计算机语言基本编程思想和方法，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表达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更重要

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因此，如何

安排实践课程（实践的方法、步骤、内容）至关重要。就我

校而言，总结依然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①学生编程实践基础薄弱。大部分高校在大一第二学

期开设语言课程，而绝大多数学生在中学阶段没有接触到编

程课程的学习，无任何编程基础，缺乏计算思维知识；逻辑

思维能力、从而导致分析问题、表达问题能力较弱，最终编

程能力难以提升，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②实践教学模式缺

乏创新。目前主要授课方式是教师课堂上全程讲解语法、编

程思想、教材中案例的验证等，课后给学生布置作业，学生

的上机实践课程仅仅是完成教师布置的教材后的习题或教

材中的验证性实践内容的编程任务。整个教学过程基本上都

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是在被动接受教师讲授的知识，实践

教学模式以及实践教学内容缺乏创新性，导致学生的学习缺

乏主观能动性，主动学习意识淡薄，无法达到提升学生独立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目标 [2]。③课时少、内容多。语言课程

一般在大一开设，是一门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目前多数高校

该门课程学时较少，相对较少的理论课时难以支撑实验课堂

知识的储备要求，导致实验课堂上学生实践的盲目性，模糊

性，消极性等问题的出现，实践效果不够理想。④人数多，

质量差。由于是公共基础课程，上课人数多，导致教师不能

关注每位学生的学习情况，实验课上也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

能够被及时指导，严重影响了课程的教学效果。⑤重验证，

轻应用。在实践课堂上，老师布置的任务基本上都是教材中

或理论课堂上讲过的案例，让学生重新进行验证，然后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缺乏灵活

性、创新性，难以达到应用的目的。⑥实践环节缺乏过程考

核。在实际的实践课程中，往往以学生自由练习为主，实践

结果只采用了定性衡量，没有真正的定量衡量标准，致使实

践环节的过程考核流于形式，最终平时分中这部分分值难以

真正公平、准确。

3 基于对分课堂的教学过程实施方案

通常的教学活动是由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

个基本过程组成的一种特有的人才培养活动。教学活动的具

体包括备课、上课、布置作业、辅导、跟踪检测等具体环节 [3]，

这些环节实施的方式方法、态度直接影响最终教学效果。

论文以 2021 级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一个班级同学的 C 语

言程序设计课程教学为研究对象，分析和总结对分原理在教

学过程中的具体实施措施和效果。

3.1 课前准备
作为教师，上课之前需精心备课。通读教材，研判学

生实际情况，认真进行学情分析，确定知识的重点、难点；

同时，计划并精确时间，保证在有限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

实现讲练结合并有效实施课堂讨。因此，备课重点不是精心

制作课件，而是精心设计教学方案，有效安排时间，让学生

练习编程，进行课堂讨论、提问和回答问题 [4]。为此，首先

针对 2021 级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一个班级精心设计 C 语言程

序设计课程教学方案，并在教学中实施。

3.2 课堂教学
对分课堂一般由讲授、内化吸收和讨论 3 个环节组成，

具体包括教师讲授、学生独立学习、独立做作业、小组讨论

及全班交流、教师评价总结 5 个环节。

3.2.1 理清教学思路，精化讲授内容
计算机语言课程内容多，知识点杂且关联性强，因此

对上课老师讲，首先，要明白如何表达让学生更容易理解？

其次，不要陷入不必要的误区。在对内容进行取舍的时候不

应该是简单、粗暴的删减，而是搭建相应的框架，让学生充

分了解大体的知识框架。所以，在采取对分之前，教师应该

熟悉教学大纲，理清教学思路，精选、精化讲授内容，分隔

凝练，并对每章要精讲的知识进行重构，找到知识点间的内

在逻辑关系，并强化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突出重点、难

点，并把这些知识用通俗、简单、易懂的方法传授给学生。

3.2.2 整合教学资源，精心设计独学
在对分课堂教学中，独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

是课堂精讲与讨论的纽带与桥梁，对教师来讲，是教学资源

收集、制作、整合、布置的基本过程 [5]，是学生学习效果评

价规则的制定并向学生公开的过程；对学生来讲，独学是学

习老师指定的与当前学习内容相关的学习资源，巩固、应用

所学内容的过程，是完成独学作业与独学笔记的过程，是整

理小组讨论内容的过程。所以，这个环节是对分成功的关键。

3.2.3 梳理独学问题，积极组织讨论
讨论环节由理论课教学课堂改变为实践课课堂讨论，

主要原因是理论课堂实践比较紧张，难以深入讨论与总结。

讨论的主要议题是老师讲解过程中难点问题、独学过程中利

用教师指定的学习资源进行学习以及做作业过程中产生的

学生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课堂讨论在学生自学及内化的基

础上进行，学生有备而来，学生更自信，讨论更能有的放矢，

更有效率。

3.3 课后学习
课后学习主要内容主要是认真复习、独立思考、完成

作业。首先，对已经学习过的内容尤其是课堂上老师讲过的

重点、难点以及在课堂讨论中的焦点问题所涉及的知识一定

要认真复习；其次，认真完成课堂所布置的作业，并要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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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完成作业过程中一定要养成独立思考、做好笔记的习

惯。作业的意义在于引导、督促学生课后复习，保证其理解

基本内容，为下次深入的小组交流和讨论做好铺垫和准备。

3.4 过程性评价机制制定
对于 C 语言公共课程，我校传统的评价模式是依据上

机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作为最终的评价依据。其中平时成绩

主要包括作业和考勤，占总评成绩的 20%；上机考试成绩

占总成绩的 80%。上机考试试题基本固定、题型固定、基

本是学生平时练习过的题目，只要每位学生勤于练习，考勤

不出问题，作业认真点，大家的成绩基本差不多，所以，这

种评价模式难以体现学生个性化学习效果，难以激发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创造性。

在上学期的对分课堂中，笔者尝试改变了一下本门课

程的评价机制，总成绩由平时成绩、实验成绩和上机考试成

绩三部分组成。整个成绩评价的结构更加完整和科学，注重

了过程性的评价，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

4 实践效果分析

通过一学期的教学改革尝试，一方面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明显有了显著提升。以往提问很少有学生举手回答问题，而

现在大家抢着回答问题；讨论环节各位同学都积极准备讨论

问题，进入讨论环节后，大家各抒己见，对于无法定论的问

题积极查阅资料，提供支持自己观点的资料。另一方面，通

过最终的成绩看，和 2020 级同专业学生的本门课程相比看，

成绩有了较明显的提升，尤其是编程能力提升显著。其中，

及格率较 2020 级同专业比较提升了 34.70%，见表 1；90 分

以上的优秀率提升了 22.45%，见表 2；编程题正确率较 2020

级提升了 46.74%，见表 3。大部分同学由害怕编程而改变为

热衷于编程，且所编程的思路、规范性都有了明显提升。

表 1 及格率

班级 总人数 及格人数 及格率

电信 20 113 62 54.87%

电信 21 115 103 89.57%

表 2 90 分以上的优秀率

班级 总人数 90 分以上人数 90 分以上占有率

电信 20 113 10 8.85%

电信 21 115 36 31.30%

表 3 编程题正确率

班级 总人数 编程题正确人数 正确人数占比

电信 20 113 31 27.43%

电信 21 115 75 65.22%

5 结语

通过一学期的改革实践证明，该模式有效地激发了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该方案从教师精讲到学生独学，从布置作

业导读利沃诺成作业，从问题梳理到组织讨论，从终结性考

核到过程性考核，处处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6]，充

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当然，由于该方案实践的时间比较短，课程内容的重

构还没有完全到位，过程性考核的方案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打算在后面的教学过程中将该改革方案进一步改进，使之更

加合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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