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11-05-10
作者简介：叶昆权（1985- ），男，江西赣州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计算机网络与体系结构。

引言
一般而言，高职学生的文化底蕴较普通高校学

生薄，且学习方法不比普通高校学生的效率高；高

职教师更劳累于课前对知识点的提炼和重新组合，

而普通高校教师则将精力更多地倾向于科研而非

教研；高职院校较普通高校更注重学生的动手能

力。鉴如高职的这一系列区别于普通高校的特点，

教学中高职教师尽量把理论的东西实例化、生活

化，减少出现学生因理解不了晦涩难懂的概念而放

弃学习的情况，案例教程就是适合高职类院校这一

目标的教材。目前，可供选择的案例教程日益增

多。

案例教程好用，但要用好，也需要好好探讨。

本文首先分析探究案例教程教学方法的必要性，再

用一个实际案例阐述一种符合人类认识事物基本

规律的案例教程教学方法，最后分析案例教材的选

取原则，并提出展望。

1 探究基于案例教程教学方法的必要性
案例教学法源于欧洲，率先应用于管理和医学

类课程[1]。作为使用在计算机类课程中的案例，与

之前的管理和医学类案例有所不同，教材的编写也

具有自己的特点。因此，相应的教学方法也应独具

特色。

计算机类案例教程一般均按知识点编排章节，

每个小节一般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简单罗列概

念或原理，第二部分为一个完整实例，第三部分析

此实例。这样编排体现了理论实例化，表现为文字

较少，例子较多且多半为完整可执行的实例。学生

课前课后均可自由实现实例，观察结果，符合他们

求结果心切的学习习性。对教师而言，众多的实例

减轻了查找资料备课的时间，按教材编排顺序讲

解，亦可完成知识点的教学。但根据教学实践观

察，基于案例教程的教学中，仍然存在学习效果不

好的诸多情况。

首先，基于案例的教程中众多案例占据了大量

篇幅，体现的知识点不全面，导致学生只要遇到教

材上案例没有提到的就完全不会。其次，有的教材

甚至回避了教学中的难点和争议点[2]。最后，基于

案例教程的教学方法太依赖和拘泥于教材，而仅仅

按案例教程的编排实施教学，不能弥补教材本身的

缺陷。因此，探究基于案例教程的教学方法非常必

要。

2 基于案例教程的教学方法
本文提到的基于案例教程的教学方法，遵循人

类认识事物的基本规律，即先认识，再分析总结，然

后拓展创新，最终服务于再认识。下面用一个具体

实例说明这一过程。如图1为一个《JSP动态网站开

发》[3]课程中的例子。基于计算机类案例教程的编

排特点，教师讲解时，不按教材编排的顺序，而是先

把实例用起来，即把此实例运行一遍，观察页面执

行结果，然后结合页面显示结果以功能模块为单位

分析源码，之后强调案例中的知识点，再挖掘案例

中的细节、最后总结并拓展知识点。这样的讲解步

骤遵循了先认识再分析归纳然后再认识继而拓展

服务于整体知识点的认识这一规律，引起学生学习

兴趣，让他们有主动去分析源码的愿望。关键步骤

如下：

2.1 认识案例

认识案例，即观察案例运行结果，阐述案例功

能。

教师先在IE浏览器中输入地址，让学生看到

图 1.1 中的 login.jsp 页面，通过输入用户名和密

码，转向check.jsp页面执行后的种种结果，如图

1.2所示。教材编写者没必要选取不起任何作用的

案例放在教材中，每一个案例一定有其存在的理

由，因此，教师在给学生讲解一个案例时，要让

学生知道为什么要讲解这个案例，即教材编写者

放这个案例的目的何在。例如图1，此案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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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讲解forword标签的使用，案例编写者使用

了两个jsp文件，目的是做一个登录页面，然后根

据客户端用户填写的用户名和密码情况显示不同

的登录结果。

2.2 分析案例

2.2.1 基于功能模块的源码分析

了解本案例编写的目的后，按功能模块分析源

码（而非以一行一行为单位去分析），理解程序执行

过程。例如，login.jsp可分成三个功能模块讲解，第

1行看成第一个模块，设定页面的相关属性，第3到

第9行为第二个模块，生成一个表单且交由check.

jsp处理，第12到第16行为第三部分，用输出语句打

印相关信息到页面。图1.1左边部分“login.jsp页面”

显示的正好对应第二部分的功能模块，即一个表

单。由于为第一次进入login.jsp页面，第三个功能

模块由于不满足if语句条件而没有任何输出结果。

将源码以功能模块为单位讲解，就将图1.1中页面

显示结果和源码块一一对应起来。学生逐渐养成

用功能模块的源码分析方法，能大幅度提高其阅读

和编写程序的能力。

2.2.2 挑出融入案例中的知识点，重点把握

不能否认有时候会出现这种失败的教学效果：

一堂课结束，在学生走出课室大门时，连该堂课学

了什么都不清楚，这是因为学生在课堂中没有抓住

该堂课的重点所导致。因此，基于案例教程的教

学，可明确要求学生用笔在书本中标记出每个案例

中融入的知识点，利于复习时重点把握。对于编程

语言类的案例教程，学习时不可能去背程序或去把

握程序中的每一条语句，案例的功能与源码块对应

分析清楚后，下一步教师需带领学生一起，根据案

例的目的，挑出融入本案例中的知识点。例如，既

然图1中案例编排的目的为forword标签的使用，则

图中圆角矩形圈住的源码部分即为该案例知识点，

本案例只需重点把握这几条语句即可，这一步突出

了课堂教学的重点，让学生的学习有针对性，避免

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现象。

2.3 案例再认识

2.3.1 挖掘案例中没有体现的细节。

笼统的教学走到分析案例这一步骤即可告结

束，开始下一项内容的讲解，但本文的教学方法在

此建议教师引导学生继续挖掘案例中的精髓。大

家可能会发现，编排不够精细的案例教程没有体现

一些该有的细节，图1中案例即是如此。图1中出

现了多次的username，实际上有三种用途，图中实下

划线标记的username表示文本框“用户名”的名字，

虚下划线标记的username表示在check.jsp页面中

定义的一个普通的字符串变量，双实下划线标记的

username表示通过param追加到另一页面的一个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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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名。这三个不同意义的变量在书中用同一个词

username表示，相当一部分同学将不会关注到这一

细节，或者使他们分不清username在各处的具体意

义，对页面如何获取某些变量的值、页面之间如何

传值一系列过程的理解也造成困难。因此，教师讲

解时，可将这三个变量修改为不同的名字，展现案

例中蕴含的细节。

2.3.2 改造案例，拓展知识点

基于案例的教程使用了大量的例子，而教材的

篇幅必须得到限制，因而涉及的知识点一般只是最

常用最基础的，这些知识点在实际使用中往往不

够，加上学生拓展知识点的能力不够，碰到类似的

知识点将不会处理，导致出现第1节中分析的教学

效果不好的现象。

例如：有些教材中部分案例的知识点重叠，导

致讲解几个小知识点用了太多案例，占据了教材的

篇幅。例如图1的案例用于说明forward标签的使

用，教材前面还单独编排案例讲解include标签的使

用，实际上，图1的案例就可以将 include、forward、

param标签的讲解放在一个案例中。因此，基于案

例教程的教学可将书本的若干案例浓缩，再补充重

要知识点案例或综合案例，在同样的学习时间里接

受更多的新内容，使课堂教学更充实和饱满。另

外，基于案例教程的教学必须同时使用相关参考手

册，如：学习语言课程有类库函数参考手册，有编辑

环境使用参考手册，网络方面有安装、配置、调试、

维护手册等等。训练学生举一反三的学习能力，在

教师的引导下，学习好教材中的内容，在参考手册

的辅助下，拓展自己的知识面，最终锻炼出对计算

机专业学生而言最为重要的一种能力，即自学能

力。

3 计算机类案例教材的选取原则
若想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选一本合适的教材，

设计一种先进的教学方法，在我国，前者更是前提的

前提。因此，教材的选取问题值得探讨，这是因为在

目前教学模式还没有太多改变的前提之下，所选教

材仍是学生身边最常用的参考书。为保证教材可用

好用，教师在选取教材时，可从以下方面考察。

3.1 教材内容的连续性和非重复性

这是对每学期的学习内容而言的，学习的内容

应形成知识链，本学期的学习内容需接应上一学

期，考虑下一学期的延续。因此，选取的教材，应该

体现连续性，且避免出现内容上的重复。

3.2 知识点全面而精炼

知识点全面而精炼指的是同样页数的书籍，包

含的知识点全面，选取的案例精简。

3.3 一本为主，多本为辅

某些教材中部分案例能高效说明知识点，但其

他则很不合适。如参考文献[4]中的案例32，简单而

精准的说明了public，private，protected，default访问

控制符的使用规则，但该教材因前面非面向对象内

容占据太多章节，该有的面向对象精髓部分，限于

篇幅，几乎都没有涉及。因此，教师设计教学内容

时，应参考多本教程，对比综合后，设计自己的案例

放到课堂上讲解。因此，目前的教材，不是一本就

能完全适合每个教师教学的。国外一般不指定教

材，只列出参考书，也是这个原因。

4 对基于案例教程的教法展望
多年教学实践已经证明，案例教学法的确是一

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基于案例教程的教学过程，教

师即使对教程内容不加提炼，按照教程编排顺序，

的确也可完成教学过程。但若想获得案例教程该

有的教学效果，则需多方联动：适合自己学校和学

生实际的教材建设、教学团队中教师们的精心提

炼、学生视野开阔、不拘泥于书本、不拘泥于教师的

学习状态等。

5 结语
对生活中某类现象或问题的总结形成了学科，

通过对学科的学习和创新又能更好的认识生活中

的种种现象，解决种种问题。因此，学科来源于生

活，最终又服务于生活。案例教程中的案例来源于

生活，因此用先认识、再分析、然后创新再应用的教

学方法遵循了人类认识事物的基本规律，是符合自

然的一种学习过程。

不管使用怎样的教材，采用怎样的教学方法，

教育学生学会读书，学会学习，比学习本身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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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Kind of Teaching Methodology of Computer
Curriculum for Case-study Teaching Materials

YE Kun-Quan，LAN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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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analyzed the necessity of looking for the teaching methodology for case-study teaching
materials，put forward one kind of teaching methodology of computer curriculum for case-study teaching materials，
the methodology accorded with the law of cognition and its critical process was expound by one case，at the last，the
article pointed out the primary principle of choosing textbook，presented the perspective of improving teaching
methodology.

Key words: Case-study teaching materials；Computer curriculum；Teaching methodology

Developing a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Mod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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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atal Media is a subject newly developed as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art. This paper
focuses on a cultivating mode in terms of work-integrated learning and college-enterprise cooperation. By
introducing typical projects from enterprises into the curricullum，the new mode may help to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llege and the enterprise and thus cultivate talents who are informed of technology and art and
qualified for their future positions in the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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