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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化思维的计算机基础课程改革研究

■杨桂珍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信息技术系　广东　５１０４０５）
【摘　要】项目的研究是将“互联网＋”的时代特点要求传统《计算机基础》课程要把课堂教学与互联网资源结合起来，从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与手段、教学考核上顺应

时代发展的变革，进行新的探索与实践，并根据多年的教学活动中的学生反馈、师生互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等不断进行调整，从而使《计算机基础》课程在网络化时代焕发出新的生

命。当今各大本科院校都在至力基于“计算思维”的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的改革和人才培养，那么高职院校的学生就应该在信息化思维和实践能力上进行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的改

革和人才培养。如何融入新思维、新理念创新教学方法，成为当前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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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根据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发布的《中国高职院校计算机教育课程体

系》蓝皮书的规定及要求，高职院校非计算机专业开设计算机公共课程的目的是适应信息

时代的发展趋势，使学生具备相应的信息处理能力，以便更好地为专业服务。计算机与基

础教育相结合已成为当今世界大趋势，在学校对开设计算机基础公共课是提高人才信息

素养的需要。过去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恐怕是不行了。社会在向前发

展，跨世纪人才的科学素质应有五大支柱：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互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时代热词让我们看到，驱动当今社会变革的不仅是无所不在的网
络，还有无所不在的计算，无所不在的数据。计算机不仅仅只是计算的工具，计算机科学

与其他科学日益交叉融合，几乎所有的学科甚至各个岗位都离不开计算机技术。教育业

在互联网＋这个特殊的时代也有了新的发展方向，教育信息化的意义是要以教育信息化
带动教育现代化，促进教育的变革和创新。

二、研究的意义（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根据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发布的《中国高职院校计算机教育课程体

系》蓝皮书的规定及要求，高职院校非计算机专业开设计算机公共课程的目的是适应信息

时代的发展趋势，使学生具备相应的信息处理能力，以便更好地为专业服务。计算机与基

础教育相结合已成为当今世界大趋势，在学校对开设计算机基础公共课是提高人才信息

素养的需要。过去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恐怕是不行了。社会在向前发

展，跨世纪人才的科学素质应有五大支柱：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互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时代热词让我们看到，驱动当今社会变革的不仅是无所不在的网
络，还有无所不在的计算，无所不在的数据。计算机不仅仅只是计算的工具，计算机科学

与其他科学日益交叉融合，几乎所有的学科甚至各个岗位都离不开计算机技术。教育业

在互联网＋这个特殊的时代也有了新的发展方向，教育信息化的意义是要以教育信息化
带动教育现代化，促进教育的变革和创新。

三、研究的目的与内容（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
信息化思维是用信息化视角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各种问题和困难，提高工作生活的质

量和效率。互联网＋下典型的思维方式包括：开放、在线、搜索、社区、联盟、平台等。在计
算机基础程引入互联网＋模式，可以有效地改善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现状，提高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改变学生学习的方式和教师的教学模式。

１．构建互联网＋教学的新的高等教学理念。
互联网＋”是信息思维的进一步实践成果，推动经济形态不断地发生演变，从而带动

社会经济实体的生命力，为改革、创新、发展提供广阔的网络平台。作为新时代的高职教

育者，应当响应国家号召，将互联网＋应用到大学教育甚于基础教育中。教学改革首先要
改变执教者的观念，做到知行统一，用先进的理念指导实践才会取得较好的效果。传统的

教学方式ＰＰＴ讲授＋上机操作的应试式教育，无法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对学生的创
新能力是一种束缚。建立基于网络、移动互联和已有的网络教学资源，改变目前我校计算

机基础教育中单一依靠书和进行知识传授的局面，做到“教与学”的方式多元化与信息化。

２．以信息化思维重构计算机基础教材和教学内容。
目前国内各大高职院校的计算机基础课程教材相差无几，且教学内容延用多年。

以广东地区为例，很多高职院校的计算机基础课程均以参加广东省计算机水平考试

一级考试的成绩作为课程的考核成绩，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高职教育又回到了

“应试教育”的局面，“教与学”相方都是被动的，而且教学内容相对陈旧，知识更新置

后。同时，这种“应试教育”忽略了专业性，无法做到因材施教，因为计算机公共基础

面向非计算机的所有不同专业的学生。现今，计算机新技术、新知识不断涌现，针对

不同专业的班级在课程内容教学中尽量增加专业性的权重。其次是顺应“互联网

＋”的模式组建师生共同的微信课堂，将部分课程内容、课件、新的知识、题库等资源
放在该微信课堂上，充分利用“互联网 ＋”的优势，实现线上线下学术与讨论与课程

学习，促进师生良好的交互和教学的发展，巩固学生的课内外知识，提高学生自主学

习的动力。

３．以信息化思维改革计算机基础课程的考核方式：高职大学计算机基础是学生入学
的公共必修课，在大多数非计算机专业中可能是仅此一门的计算机类课程。这门课程不

仅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计算机理论知识和计算机新技术知识，还要求学生熟练掌握计算

机的操作技能。所以普通的“一卷定成绩”或单一的在线统考的考试模式不符合新形势

下“计算机基础”教学任务和要求。不能为考试而考试，考核只是为了更好的教学与学习。

以信息化思维改革的考核方式为：素质考核＋知识考核＋能力考核。因此，开发基于“互
联网＋”模式的微信“翻转课堂”（课程打卡、课程讨、单元测试）＋课程的在线考试系统，
“翻转课堂”作为课程素质考核的依据；在线考试系统作为知识考核的依据，试题由任课教

师或命题人亲自创建，在教学过程中题库可不断地补充和更新，使考试具有随机性和规范

性，实现“互联网＋”的自我资源构建。在能力考核中针对不同的专业安排课堂实训，考核
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研究所解决的主要问题（Ｔｈｅｍａｉ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ｏｂｅｓｏｌｖ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在计算机基础程引入互联网＋模式，可以有效地改善计算机基础课程学现状，提高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改变学生学习的方式和教师的教学模式。

１．构建互联网＋教学的新的高等教学理念。
建立基于网络、移动互联已有的网络教学资源，改变目前高职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中

单一依靠书本和进行知识传授的局面，做到“教与学”的方式多元化与信息化。

２．以信息化思维重构计算机基础教材和教学内容。
首先针对不同专业的班级在课程内容教学中尽量增加专业性的权重，重点在我校的

财经、商贸、旅游专业实施；其次是顺应“互联网＋”的模式组建师生共同的“翻转课堂”，
将部分课程内容、课件、新的知识、题库等资源放在信课堂上，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
势，实现线上线下学术与讨论与课程学习，促进师生良好的交互和教学的发展，巩固学生

的课内外知识，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

３．以信息化思维和实践能力改革计算机基础课程的考核方式。
素质考核＋知识考核＋能力考核。因此，开发基于“互联网＋”模式的 “翻转课堂”

（课程打卡、课程讨论、在线作业、单元测试）＋课程的在线考试系统，翻转课堂的数据作为
课程素质考核的依据；在线考试系统作为知识考核的依据，试题由任课教师或命题人亲自

创建，在教学过程中题库可不断地补充和更新，使考试具有随机性和规范性，实现“互联网

＋”的自我资源构建；在能力考核中针对不同的专业安排课堂项目实训，考核学生实际解
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五、结论（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项目的研究真正解决了计算机基础课程面向应用、面向不同层次、面向不同专业需求

的时候，才能真正使我们培养的人才具备计算机的基本应用能力，为高技能人才和高素质

劳动者的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面对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面对社会上对毕业生计算

机应用能力的高要求，我们必须转变教学观念，进一步提高计算机公共课教学工作在整个

高校人才培养计划中的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改革进程，更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

学手段，从社会信息化发展的全局推动整个计算机公共课程的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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