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科教学 | SUBJECT EDUCATION

146 | EDUCATIONAL THEORY AND RESEARCH

互联网 +背景下的程序设计类课程教学改革
牛晓霞，赵艳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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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互联网 +教育”背景下，以 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为例，提出了一种基于提出了基于 PTA编程实践和博客总结的

教学改革模式，包括课前预习、课上理论学习、PTA编程实践、博客总结，教师反馈等闭环式课程设计环节，以提高

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和编程能力。教学实践表明，学生普遍认可这种教学模式，认为虽然辛苦但收获颇丰，获得了良

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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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plus education", taking the C language programming cours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proposes a practical teaching reform mode based on the PTA programming 

practice and blog summary. The mode of this paper includes preview before class, theoretical 

learning in class, PTA programming practice, blog summary, teacher feedback and other closed-loop 

curriculum design links, in order to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ability and programming 

ability. Teaching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students generally accept this teaching model and believe 

that although it is tiring, they have gained a lot and achieved good teaching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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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8年，由教育部印发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提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应积极推进“互联网 +教育”，坚持信息

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核心理念，建立健全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机制，构建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

体系 [1]。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到“十四五”时期

末，即2025年要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 [2]。 

在“互联网 +教育”的当前形态下，本文以《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为例研究合理高效的程序设计课程的基于互联网教育的教学模

式，使学生在有限学时中提高综合编程实践能力，进而将编程实践能力转化为项目开发能力。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不但是计算机类相关

专业的学习课程，也是目前工业界工程项目的主要编程语言之一，TIOBE编程语言排行榜显示 [3]，近15年以来，C语言的市场份额一

直稳定处于前三名，C语言本质上是一种便携式汇编语言，几乎适用于所有系统，另外在操作系统、嵌入式系统（如汽车仪表板）等领

域，C语言几乎是唯一的选择。C语言除了在工业界具有大量的应用，目前国内许多高等学校的教育工作者都对 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进

行了相关教学改革研究 [4][5][6]，本文旨在针对本校专业特点和有关课程设置，探索构建 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教学模式，以达到提高学生实

践能力的目的。

《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是本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相关专业的专业必修课，开设在大学一年级，课程以变量和运算符、控制结

构、函数指针和文件等基础知识组织上课内容 [7]，课下布置基本语法作业和少量编程作业。但教学实践结果表明，经过一个学期的学

习，学生的编程实践能力普遍较差，甚至出现一些学生不会自主编程的情况 [8][9]。分析其原因，《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是大学的第一门

编程语言课，学生需要掌握基本语法知识的基础上，再去提高编程能力 [10]，那么大量课上时间需要用来学习语法知识，编程能力的锻炼

和提高只能放在课下作业环节，但是因为课下没有有力的监督措施，部分学生存在网络查找答案和抄袭的情况，达不到锻炼编程能力的

效果 [11][12]。为了解决此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线上教辅平台和博客的实践训练体系，引入浙江大学研发的程序设计类实验辅助教学平

台（Programming Teaching Assistant）PTA和博客作业，其中 PTA平台增强了学生的编程训练，提高了学生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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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计算机求解问题的能力。博客作业则是将学生分析问题和求解问题的过程和结果记录在博客作业中，避免抄袭情况的发生。另外博客

园的公开性使作业可得到其他高校和企业的指导，其中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研发经理邹欣老师就对班级作业和学生的作业进行多次指导

和点评。通过该教学模式不仅提高了学生的编程能力，而且提高了表达能力的能力，博客的开放性也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为学生走向社

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教学模式

本文构建一致连贯的实践训练体系，全面提升学生的实践能

力，在教学过程中量化控制作业训练质量，作业轮次大周期、每

次作业小周期的过程控制，通过 PTA工具来实施和控制实践过

程，并收集过程数据，基于过程数据对作业训练质量进行分析评

价。将 PTA训练过程总结成开放性博客，包括设计思路、设计流

程图、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等 [13]。教师点评每一个学生的总结博

客、及时反馈，在学生与教师之间建立起良性互动，学生可及时

把握学习状态，提高学习效果，实现因材施教的教学方式，改革

了传统学习知识、完成知识简单应用的课后习题的扁平化学习。

 > 图1：闭环式课程设计示意图

教学模式如图1所示，首先教师发布预习作业，学生完成预习

作业后带着问题参加课堂理论知识的学习，课后首先使用 PTA编

程实践对课堂学习内容进行实践，然后将实践中的作业内容总结

汇总到博客中，教师批改博客并留言点评，学生根据点评内容修

正博客，进而调整下一次的预习方式，教师则根据学生的 PTA编

程实践和博客总结报告进而调整下一次的理论课内容，从而达到

闭环式课程设计 [14]。具体每一项的设计如下：

（一）课前预习

预习可以使学生对学习内容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梗概性的了

解，对于提升学生的独立自学的能力有一定的作用，学生完成预

习作业并将预习结果记录成博客形式，老师批改博客上课时能够

有的放矢地讲解新的知识点。在开课之前，针对大学一年级的学

生布置第0次作业预习整个课程，给出计算机经典书籍的阅读书目

和 IT届大咖的经验分享链接等，引导学生多阅读多思考，让学生

对大学和计算机专业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启发大一新生规划下未

来的技术道路，职业道路和社会道路，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

自主性。在开课之后，针对每一周的上课内容布置周预习计划，

包括短小的 MOOC视频学习了解知识点，跟着视频敲打程序代

码，总结所学内容的知识点列表，记录预习过程中存在的疑问，

进而反馈到博客作业中，便于老师批改和反馈。

（二）课上理论课程

本校的理论课程包括基础课程学习和高阶课程学习两个阶

段，在基础课程学习阶段，针对每堂课的学习内容，在 PTA平

台上布置相应的编程题目、函数题目等进行训练，达到对课上理

论知识的复习及应用训练，提高动手编程能力，培养学生编程能

力的基本素养。在高阶课程学习阶段，根据案例系统，引入小型

项目，比如计算文件中行数、短语数等具有命令行参数的统计类

项目，利用二维数组的知识求解大规模数据中质数等复杂题目，

进一步提高学生程序设计能力的同时，加强团队合作能力，构建

合适的结对项目和团队项目的项目系统，实现每届项目迭代式

改进。

（三）博客总结

完成 PTA的作业后，为了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和杜绝抄袭

等，积极引入博客作业，博客作业包括预习博客和学习完成后的

总结博客等，总结博客内容包括本周所编写的程序的解题思路、

流程图和调试遇到的问题等，每部分都有相应的采分点，博客提

交后教师对每篇博客进行点评，学生根据教师的点评进一步修改

博客作业，最后教师根据作业每部分的采分点一一进行批改，并

将每周的成绩在全班内公示。

流程图是使用图形表示算法思路的一种极好的方法，但大多

数学生面对实践作业时，编程之前不画流程图，而是直接动手编

程，编程过程中因为没有考虑到大局往往需要回溯重来，为了避

免学生陷入这种困境，引导学生在动手编码之前先画出流程图，

并展示在博客中，这项作业能够辅助学生学习编程思维。

（四）实施因材施教的教学方式

在基于 PTA和博客的作业形式下，教师批改和考察每位同学

的 PTA作业，积极点评每一位同学的博客作业，在点评时采用

“汉堡包”式点评方式，首先总结学生作业的优点，然后提出存在

的问题，最后鼓励学生继续加油。根据每次作业完成情况制定下

次课程的上课内容，从而达到针对不同学生的情况因材施教。每

一次作业教师都打分并将分数列成排行榜，展示给全班学生，方

便学生了解自己在全班的位置，另外为了保护学生隐私，只是展

示学生的学号信息和得分情况，每次作业都做成千帆竞发图 [15]，

图2是四次作业后的成绩，一个学生一种颜色的线条，从图中可以

看出，在同样的起点下，有些学生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势头，有些

学生则有些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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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2：作业成绩的千帆竞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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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论

在基于 PTA和博客的教学实施过程中，作者从学生的总结

和反馈博客中可以看到，学生们学习积极性高，自主学习情况良

好，课后练习正确率较高。在课程最后的问卷调查中，共发放问

卷60份，回收60份，大部分同学在学习过程中获得了良好的学习

体验，并乐于接受这种学习模式，部分学生表示这种学习模式有

些辛苦，但确实获得了成长。此外，通过博客的开放性，学生的

作业得到了来自其他高校和企业的指导，这不仅提高了学生的编

程能力，还提高了他们的表达能力，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为他们

未来走向社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整体上，这种教学模式取得了

积极的成效，为程序设计类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