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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工科背景下以学科竞赛促进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现实意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重视学生实践能力养成，将学科竞赛

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相联系，很好地契合了该专业的实践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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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新工科建设的不断推进，工科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进行教学改革，优化课堂教学，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成为当务之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是重要的工科类专业之一，是向国家和社会输送优质计算机人才

的关键领域，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需要从教学理念、教学条件和教学能力等多方面入手，为学生打下坚实的学

科基础，在新工科背景和以赛促学理念的引导之下，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水平。本文将以新工科建设为总抓

手，聚焦学科竞赛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中的应用，从其在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应用价值入手，

逐步深入到具体实施策略上，以期提升教学质量和成效，夯实学生理论知识、熟练学生专业技能，培养综合素养全面

发展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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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construction,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talents in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faces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It has become an urgent 

task to carry out educational reforms,optimize classroom teaching,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engineering disciplines,a key 

field for delivering high-quality computer talents to the country and society.As the cradle of talent 

cultivation,universities need to start from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teaching philosophy,teaching 

conditions,and teaching capabilities to lay a solid disciplinary foundation for students.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the idea of promoting learning through competitions,it is 

important to focu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comprehensive abilities and levels.This article will tak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as the overall approach,focusing on the application of 

subject competitions in the field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Starting from their application 

value in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universities,it will gradually 

delve into specif ic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with the aim of improving teaching qual i ty and 

effectiveness,strengthening students'theoretical knowledge,honing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and fost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prehensive,versatile talents with well-rounded qu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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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进学生能力发展、技能养成、提升就业竞争力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计算机类专业涉及众多领

域，面向计算机类专业的学科竞赛活动也多种多样，如大学生

软件设计大赛、物联网设计大赛、电子设计大赛等，在学生能

力发展和职业素养提升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2]。学科竞赛融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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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加强了理论和实践

的紧密联系，让学生能在真实的环境和项目中学习、掌握、内

化知识，在知识的运用中提升实践技能，实现理论知识和实践

素养并重 [3]。学科竞赛强调学生进行团队合作，培养良好协作

精神和沟通能力，同时激发学生创新潜力，促进学生创新思维

和创造能力发展，从而促进学生实现综合能力全面提升。此

外，学科竞赛在教学中的有效应用还有利于丰富教学内容，优

化课程设置，同时为了尽快适应并发挥学科竞赛最佳作用，教

师则应更新自身教学理念，提升专业素养，尝试新型教学手

段，提升教学质量和成效 [4]。

二、新工科背景下以学科竞赛促进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具体路径

（一）以双师队伍为目标，提升师资素养

教师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引路人，

也承担着指导学生参与学科竞赛的重任，教师对学科竞赛的理

解和指导能力对学生学习水平有着直接且紧密的联系，高校应

从教师层面入手，更新教学理念，提升竞赛指导能力 [5—6]。学

科竞赛不仅要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强调学生拥有良好

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这要求教师具备深厚的学科素养和丰

富的实践经验，不仅能传授知识，还能够精准把握竞赛方向、

为学生提供竞赛指导，帮助学生应对学科竞赛中的挑战，培养

应用型人才。基于此，高校可以朝着“双师型”教师队伍转

型，提升师资素养。首先，高校要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教

师提供充足的培训渠道和平台。其一，高校可以邀请行业内的

专家学者进入校园，通过举办专题讲座、研讨会等形式，向教

师传授计算机行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前沿，增强教师的行业敏

感性，从而能为学生提供更具有前瞻性的竞赛指导和更实用的

学科知识和技能 [7]。其二，学校可以为教师提供实践机会和资

金支持，和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并鼓励专业教师深入一线，参与

企业真实项目，在真实的工作岗位上丰富实践经验，积累教学

素材，提升竞赛指导水平。其次，高校可以招聘具有丰富实战

经验的优秀企业员工或者拥有竞赛指导经验和深厚学科底蕴的

教师加入本校专业教师团队，进一步扩充教师队伍，优化师资

结构 [8]。将新任教师丰富的实战经验与院校教师优秀的教学能

力相结合，为学生带来理论教学和实践指导并重的教学体验，

为学科竞赛做足充分准备。

（二）以学科竞赛为导向，助力学生综合能力培养

课堂教学是学生获取知识和技能发展的主阵地，也是学生

熟悉学科竞赛、掌握竞赛规则、学习竞赛技巧的重要场所。教

师应以学科竞赛为切入点，将竞赛元素融入日常教学，提升学

生对竞赛的理解和参与度，从而助力学生综合能力全面发展。

高校层面可以结合学科竞赛特点，调整课程结构，优化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体系设置 [9]。具体来说，学科竞赛的一大

特点是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和实际应用相结合，教师可以从高

校实际情况出发，结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的真实学情

和实际需求，不断优化专业课程设置，以此达成学科竞赛促进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 [10]。在专业教学内容设置时，教

师首先明确教学目标和学科竞赛方向相匹配，在教学时间中采

用循序渐进、多层次的教学方法，逐步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应

用于实际竞赛场景。在向大一低年级学生进行教学时，将重心

放在基础知识掌握上；大二学生则侧重于专业技能的提升，引

入以学科竞赛为导向的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提升学生良好的

创新能力和实践水平；大三大四阶段则注重综合应用能力的培

养，鼓励学生逐步参与到真实的学科竞赛当中，将自身知识储

备和实践技能真正应用到竞赛实战中，不断增强自身综合素

养 [11]。此外，为了进一步发挥学科竞赛的育人功能，高校可以

结合实际情况，创设针对学科竞赛的各项机制，如设立竞赛专

项基金、学科竞赛管理机制等，既能增强学科竞赛和学科建设

的紧密结合，又能充分发挥学科竞赛在培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应用型人才的最大成效，保障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

培养的持续性和应用性 [12]。

（三）专业教学孵化学科竞赛，提升学生综合实践能力

学科竞赛对学生专业素养、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提出更高要

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传统的以知识灌输为主的教学模式，

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弊端，已难以满足学生发展需求，教师

应客观分析学生参与学科竞赛的实际需求，调整实践活动在专业

教学中的比重，真正实现专业教学托举学科竞赛的目标，保障学

科竞赛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中能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教师可以在

专业教学中增加实践环节，设计贴近竞赛的项目 [13]。在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专业课堂教学当中，教师可以引入项目式教学法，通过

设计项目任务模拟竞赛要求，引导学生进行团队合作并真正参与

到项目执行当中，在实践中培养良好的实践水平、理论应用能力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学生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和沟

通能力。项目式教学法充分突出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为学

生提供充足的实践机会和自由探索空间，激发创新潜能。为了进

一步增强项目教学法的实战性，教师可以将经典的学科竞赛案例

融入教学当中，营造模拟真实的学科竞赛教学情境，让学生在完

成真实案例的过程中，逐渐熟悉竞赛，掌握竞赛所需的核心技能

和策略，积累实战经验，提升自身知识应用能力；同时教师还可

以调整教学重心，适当减少理论讲授时间，增加实践操作比重，

并邀请行业专家参与评审，进一步提升学生学科素养，确保学生

在项目中获得充分的学科竞赛实战经验 [14]。需要注意的是，实

践活动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但教师仍需发挥引导作用，积极关

注学生项目执行情况，并为学生提供及时的指导和帮助，以确保

学生在实践过程中能够高效解决问题，逐步提升实践能力和竞赛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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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束语

学科竞赛强调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进行深度融合，使学生

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实现同步发展，从而有效提升学生的综合职

业素养，在中职计算机专业中应用能有效满足市场对复合型人才

的需求，同时也是促进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高

校应采用客观的态度正确认识学科竞赛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

用，进而通过优化双师队伍、丰富教学资源、创新教学手段等形

式，助力学生综合能力全面发展，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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