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技术在社会

各经济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这对大学生计算机

能力的要求明显提高，信息素养和计算机应用能力

已经成为衡量一个非计算机专业学生综合能力与业

务素质的重要指标。大学公共计算机基础课程体系

教学改革的目标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基本操作技能，

理解其中的操作原理，能在知识中动手实践，在实践

中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让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

能够结合各学科专业特点，应用计算机解决与专业

相关的实际问题，从而培养其创新意识及研究能力。

1 大学公共计算机基础课程体系改革的原因
及背景

大学公共计算机基础是全校性公共基础课，该

类课程普遍存在课程学时设置过少、课程体系结构

不合理、教学内容陈旧、计算机技能与专业知识脱

节等现象[1]。以西昌学院（以下简称我校）大学公共

计算机基础课程体系为例，该类课程以培养学生的

计算机应用技能和计算思维能力为目标，达到提高

学生的综合信息素养，服务于专业课程的学习和民

族地区地方经济发展及就业。2017年以前，我校大

学公共计算机基础类课程由各二级学院单独开设，

各学院自行聘请计算机专业教师上课，每个任课教

师单独制定教学大纲、计划，教学进度各不相同；期

末试题的考点设置、难易程度和阅卷等工作都由任

课老师自行把关。在四川省计算机等级考试取消

以后，各专业的该类课程知识体系、课程学分、学时

设置均不统一的现状急需改进；再加上教学内容与

各专业后续课程的计算机应用能力需求不对接，课

程的教学趋向于学生学习目标单一、教师教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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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窄、教学内容固定不变且重理论轻实践的态势，

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知识延展能力欠缺，这

不仅给教学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而且在学校应

用型整体转型发展背景下，与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中的信息素养要求不适应；再者，由于学校生源结

构的客观原因，刚入学新生的计算机能力更是参差

不齐，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有部分同学在上大学

前从未使用过计算机，这是该类课程教学改革面临

的一大挑战。

2009年，教育部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

指导委员会发布了《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教学发展

战略研究报告暨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提出了深化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改革的若干意

见 [2]。2010年，在西安召开的“九校联盟（C9）计算机

基础课程研讨会”进一步明确了大学计算机基础教

学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3-4]。结合内外因素，为了

更好地完成学校大学公共计算机基础课程体系教学

任务，提升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和信息素养，并取得

预期的教学效果，达成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从而

使创新型人才培养工作落在实处，我校进行大学公

共计算机基础课程体系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2“1+X”模式教学改革

2.1“1+X”模式教学改革理念

2015 年西昌学院被列为四川省首批应用型整

体转型试点学校。2017年教育部启动了“新工科”

发展研究工作，新工科建设在我国高等教育界掀起

了一阵新的改革热潮，新工科建设中产生的一批新

专业基本都体现出学科交叉与跨界融合，展现出新

技术和新产业发展的需求。同年，西昌学院各二级

学院及学科专业调整，学校将全校非计算机专业的

计算机基础课程交由信息技术学院统筹安排。为

了贯彻落实新工科的教育教学理念，以“新工科研

究和实践”为契机，依托学校应用型转型发展为背

景，按照学校应用型转型发展确立的办学定位和办

学指导思想，结合我校入学新生计算机水平实际，

信息技术学院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民族地区应

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的大学公共计算机基础课

程体系进行了教学改革探索，实践“1+X”模式大学

公共计算机基础课程体系教学改革，将计算机基础

教学与各专业有机结合，针对不同专业调整相应的

教学内容，实践“计算机+X专业”的课程体系,培养

学生的计算机应用技能及计算思维能力，切实有效

地提升我校大学公共计算机基础课程体系教育教

学质量。

“1+X”模式大学公共计算机基础课程体系教学

改革的目的是探索适应学科交叉融合、知识结构合

理和内容恰当的课程体系。以计算机基础知识为

载体，计算思维能力培养为导向，运用各种教学手

段，对非计算机专业学生进行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知

识、能力和素质的教育。具体以大学计算机基础课

程为基础，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信息意识，让学生

熟练掌握计算机的基本技能；以大学计算机程序设

计课程为依托，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综合应用和

设计能力，达成使用计算机解决专业领域问题的专

业能力。在这 2个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延展迁移，

结合竞赛和创新创业实践，培养学生具有适应“互

联网+”新形势下的创新研究能力。

2.2“1+X”模式教学改革内容

我校各二级学院专业特点分明，计算机基础

课程的教学内容需紧密结合专业知识和行业实

际，这样不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计算机基础知识，

提高学生主观能动性，同时也有利于学生了解和

把握计算机知识在各专业方面的应用，进一步提

升专业素质。

“1+X”模式大学公共计算机基础课程体系设置

为普通本科专业开设大学计算机基础及大学计算

机程序设计，艺术、体育类本科开设大学计算机基

础课程，课程性质为实践教学类。课程设置以及学

时、学分因类别层次不同而异。第 1学期开设大学

计算机基础课程。第2学期普通本科专业的“X”课

程，因各专业的实际应用需要不同，从开设的C语言

程序设计、Access程序设计和MS Office高级应用3

门课程中任选 1门修读，并逐步在条件成熟的专业

开设大数据、Python程序设计等课程。

2.3“1+X”模式教学改革方法

2.3.1 搭建信息化教学平台

信息技术学院经过充分调研论证，在南、北校

区新建 9 个机房，共购置 660 台计算机和 3 台服务

器，加上原有的计算机设备，完成硬件平台建设。

通过购置“万维全自动网络考试系统”搭建了全自

动学、测、评信息化软件平台，实现了基于课程学

习全过程的教学与测评，拓展了学生学习的时间

和空间。

2.3.2 改变教学手段

2017年以前我校大学公共计算机基础教学，一

直沿用以理论讲授及笔试测试为主，以验证性实践

内容为辅的相对单一的教学模式。从2017年开始，

该课程以教研室为主体，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现代

教育技术水平，构建灵活、开放、共享的教与学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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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从教学过程、教学方式、教学手段、教学内容、

考评方式等多方面着手对大学公共计算机基础课

程体系进行改革实践和探索，通过统一教材、统一

大纲、统一进度、教考分离、交互式教学、综合实训

等措施相结合的综合型教学方法，采用微课、翻转

课堂、雨课堂等形式逐步实现教育信息化、课程建

设体系化、教学内容分层化、教材建设立体化、教学

资源数字化、教学方式多元化、教师队伍团队化、考

核方式多样化的教学改革目标[5]。

2.3.3 加强教材、题库建设

大学公共计算机基础课程体系教学改革的关

键之一是教材和题库的建设，根据学科专业需求和

大学公共计算机基础课程的特点，学校组织任课教

师自编教材，精心筛选题库资源，目前教学资源正

在按计划完善中。

2.3.4 分层教学、个性化培养

针对我校学生情况，普通本科以及艺、体类本

科学生实施分层教学。重点围绕以学生为中心，依

据不同层次学生的实际特点，制定不同的教学目

标，并进行分类指导，开展各种形式的评价活动，以

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2.3.5 搭建“计算机+专业”的多元化学科交叉融合

的教学平台

计算机与各专业的多元化学科交叉融合是计

算机技术应用发展的趋势，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专

业调整相应的教学内容，对理工科类学生基于“计

算”的应用领域，强化其计算思维能力培养。对经

济、管理、文科类学生的数据处理需求，强化数据显

示、数据获取和数据管理的运用能力[6]。将大学公

共计算机基础课程体系教学与各专业有机结合，实

践“计算机+专业”的课程体系。

2.3.6 注重学习过程考核、构建“N+1”课程评价体系

构建“N+1”课程评价体系。传统的大学公共计

算机基础类课程考试中，一般采取试卷的考核方

式。我校在大学公共计算机基础课程体系的教学

改革中，建立了课程综合评价体系，打破传统考核

模式的禁锢。搭建全自动学、测、评信息化软件平

台，实现基于课程学习的全过程教学与测评，拓展

学生学习的时间和空间。按照学校规范化考试、教

考分离、考试统一评判、统一分析的原则，课程考核

注重学习过程，采用“N+1”考核方式，学生期末综合

成绩评定由考勤成绩+3次阶段性测评成绩+期末测

评成绩构成。测试内容根据各章节教学内容及知

识点分布情况，合理安排理论和实践操作的组卷比

例，阶段性的3次测试中，除第1次测试注重考查理

论知识外，其余 2次阶段性测试及期末测评均注重

学生动手能力和综合能力的考核。第2、3次测试中

实践操作分别占 30%及 50%，期末测试实践操作占

80%。平时测评及期末测评均采用基于网络化的考

试模式，学生自动从服务器随机抽题、系统自动计

时、自动提交、计算机自动判卷，从而增加了考试的

标准化、自动化，提高阅卷的准确性。

3“1+X”模式教学改革成效

3.1 学生考试成绩有明显提高

以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为例，2016年，全校参

加补考学生的比例为 29.7%，2017 及 2018 年，该课

程参加补考学生的比例均为 15%左右。信息技术

学院每学期负责发布西昌学院大学公共计算机基

础课程体系教学质量分析报告，分别从教学团队、

教学内容、试卷题型、考试成绩、教学方法、教学手

段、题库建设等方面，对学生学习效果进行横向比

较评价。如今，“1+X”模式大学公共计算机基础课

程体系教学改革已启动 2年，从近 2年来部分数据

的分析可以看出，各门课程 2018 年与 2017 年相比

较均表现为低分段人数呈下降趋势，高分段人数呈

上升趋势，各门课程的及格率、平均分、综评成绩全

及格班级数等指标较上一年均有所提高（表1～3）。

表1 2017级各门课程期末考试各分数段人数分布

0～＜30

30～＜40

40～＜50

50～＜60

60～＜70

70～＜80

80～＜90

90～100

人数

38

56

62

56

42

25

16

3

比例/%

12.75

18.79

20.81

18.79

14.09

8.39

5.37

1.01

人数

10

34

106

325

444

444

145

27

比例/%

0.65

2.21

6.91

21.17

28.93

28.93

9.44

1.76

人数

15

41

138

244

419

344

265

94

比例/%

0.96

2.63

8.85

15.64

26.86

22.04

16.99

6.03

人数

31

64

194

367

621

964

1 125

421

比例/%

0.82

1.69

5.12

9.68

16.40

25.46

29.71

11.12

Access程序设计 MS Office高级应用 大学计算机基础C语言程序设计
分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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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学生动手能力及综合运用能力有所提高

西昌学院“1+X”模式大学公共计算机基础课程

体系教学改革在强化学生对重要概念和技术理解

的同时，从引导学生思考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等方面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以大学计

算机基础课程为例，虽然理论知识包含的内容相当

广，知识点也众多，但在学时分配上理论占16学时，

实践 24学时，保证了实践教学顺利进行。此外，在

实践教学过程中探索出案例驱动、项目导向、突出

实践、注重实用性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的实践能力、

创新精神及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得到大幅提高，考

试过程中通过合理划分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的比

例，近 2年学生在该门课程的期末考试中实践操作

的成绩有所提高（表4）。

4 结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教研室搭建了网络教学交

流平台，如 QQ 群、微信群等，实现了任课老师随

时交流上课经验、讨论教学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及时回答学生的疑难问题。通过教学手段和教

学模式的改变，转变了教师教学的思想意识，提

高了教师的教学能力，增强了教学效果。新的课

程考核方式，改变了学习方式，促进了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学生可利用手机、PC 学习终端，随时

登录在线课程学习平台进行课程预习、学习、操

作训练、自我测试等，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有

针对性地进行计算机应用技能训练和课程内容

复习，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并取得良好的学习

效果。目前，全自动学、测、评信息化平台运行良

好，满足了新模式下的教学需求，教学改革取得

了阶段性的成果，为继续进行大学公共计算机基

础课程体系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条件，更主要的是

为学校其他全校性公共课的教学改革起到了示

范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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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期末测试各类题型赋分及学生得分情况

（责任编辑：蒋召雪）

参考人数

平时成绩不及格人数

平时成绩平均分

平时成绩及格率/%

期末成绩不及格人数

期末成绩平均分

期末成绩及格率/%

总评成绩不及格人数

总评成绩平均分

综评成绩及格率/%

综评成绩全及格班级数

表3 2018与2017级学生各门课程成绩部分参数对比

C语言程序设计 Access程序设计 MS Office高级应用 大学计算机基础

2017

298

7

79.27

97.65

212

49.98

28.86

133

62.19

55.37

0

2018

331

4

88.36

98.80

115

64.84

65.06

30

74.26

90.96

0

2017

1535

36

77.94

97.65

475

65.87

69.06

169

71.20

88.99

2

2018

1709

15

83.50

99.12

184

74.20

89.03

65

77.92

96.21

7

2017

1560

18

84.41

98.85

438

67.76

71.92

115

74.87

92.63

4

2018

1611

14

88.56

99.13

314

72.97

80.35

83

79.20

94.87

11

2017

3787

72

79.27

97.32

549

72.07

82.78

236

75.44

92.22

26

2018

4037

14

86.6

99.58

549

74.83

83.63

157

80

9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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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操作题
项目

20.00

15.22

15.30

各题型赋分值

2017级平均得分

2018级平均得分

Windows

10.00

8.79

8.86

网络

10.00

7.26

8.58

Word

25.00

19.36

20.35

Excel

20.00

12.99

15.08

PowerPoint

15.00

9.84

11.19

单选题

·· 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