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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首先阐述了积木式教学模式的背景与内涵，接着详细介绍了这种教学模式在《计算机网络》课程中的具体设计与

实施过程，包括理论知识讲解、知识模块的构建与选择机制、个性化定制学习路径等方面。通过对教学实践结果的分

析，如学生在考研专业课中的成绩提升以及在华为 ICT竞赛中的突出表现，论证了积木式教学模式的优势。同时，也

对该教学模式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改进措施与未来发展的展望，旨在为应用型本科计算机网

络课程教学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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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initially elucidates the background and connotation of the building block teaching model. 

Subsequently, it provides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fic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is teaching model in the course of “Computer Networks”， encompassing aspects such as 

theoretical knowledge i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and selection mechanism of knowledge modules, 

and the customization of personalized learning path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outcomes of teaching 

practice, including improvements in scores of students in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thei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the Huawei ICT Competition, the advantages of the building 

block teaching model are demonstrated. Furthermore, this paper reflects on the challenges encoun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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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development prospects, aiming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computer 

network courses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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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和教学方法的持续探索，高校计算机专业核心课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显得尤为重要。计算机网络作为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中融合了技术性与实践性的重要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如何更好地将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思维，有效提升教学效果，成为教育工作者探索创新的焦点。积木式教学模式 [1]作为一种以学生为中心、

注重个性化学习的教学模式，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以《计算机网络》课程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积木式教学模式在应用

型本科教育中的应用，并对其效果进行了总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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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木式教学模式的内涵

积木式教学体系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基于模块化教学理念

的教学模式，它将课程内容分解成一系列独立且相互关联的知识

模块，每个模块就像一块积木，可以单独学习，也可以与其他模

块组合，形成更复杂的学习结构。教师先进行基本理论的讲解，

如同搭建建筑的基石，为学生提供全面的知识框架。然后，学生

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学习能力和未来发展方向，自主选择后续

的知识模块进行深入学习，就像搭建积木一样，每个学生构建出

属于自己的知识结构。这种教学体系的核心内涵包括：

1.模块化设计：课程内容被划分为较小的相对独立的知识模

块，每个模块都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内容，便于理解和掌握。学

生可根据自己的学习需求选择学习不同的模块，并将它们自由组

合起来，形成个性化的学习路径。积木式教学鼓励学生之间的互

动和合作，通过共享和组合各自的“知识积木”，学生可以共同

构建更全面的知识结构。

2.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地建

构内部心理表征的过程 [2]。积木式教学体系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

论，认为学习是一个主动构建知识的过程，学生通过将新的知识

与已有知识结构相结合，来构建个人的知识体系。

3.动态化学习过程：积木式教学体系强调学习是一个动态

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学生可以不断地回顾、重构和扩展自己的

知识结构，通过教师的梳理和引导，聚合每个层次、每个环节的

知识元素，并要让他们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最终要让学生建立个

性化的知识体系，即该领域的知识仓储 [3]。然后将学到的知识积

木应用于实际问题解决中，在这一过程中再形成新的反馈，以此

进一步优化知识积木的搭建，增强学习的实用性和深度。

4.教师角色的转变：在这种体系中，教师的角色从传统的知

识传授者转变为引导者、协助者和促进者，帮助学生构建和优化

他们的知识结构。因此，把课程内的知识点，按照内部联系形成

知识模块，然后由学生自己在学习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知识积木组

合。这样不仅能更扎实的掌握本课程，对学生整个学科领域的知

识体系建立都是有利的。

5.适应性学习：多元智能理论表明每个学生都具有不同的智能优

势 [4]。积木式教学模式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优

势智能选择适合自己的知识模块，从而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力。因此

积木式教学体系能够适应不同学生的学习风格和能力水平。

总之，积木式教学体系的目的是通过提供灵活、个性化的学

习体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

力、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和职

业需求。

二、《计算机网络》课程中积木式教学模式的设计

（一）课程内容模块化

1.基础理论模块，包括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体系结构、

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的基本原理等内容。这是整个课程的基石，

要求所有学生必须深入学习，为后续模块的选择奠定基础。

2.网络设备与传输介质模块，涵盖交换机、路由器等网络设

备的配置与管理，以及双绞线、光纤等传输介质的特性和选型。

对于有网络工程实践方向兴趣的学生，此模块可成为重点学习

内容。

3.网络性能优化模块，主要研究网络性能的评估指标、网络

拥塞控制、QoS技术等。适合于对网络优化和性能管理有兴趣的

学生。

4.网络安全模块，涉及网络安全的基本概念、防火墙技术、

加密技术等内容。随着网络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很多学生选择该

模块以增强自己在网络安全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5.网络应用与服务模块，包含 Web服务、电子邮件服务、网

络视频等常见网络应用的原理和技术。适合那些对网络应用开发

和服务提供感兴趣的学生深入学习。

（二）知识模块的关联与衔接

各个知识模块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和衔接的。

例如，在网络设备与传输介质模块中，设备的配置往往与网络的

体系结构、传输介质的特性密切相关；网络安全模块也需要以基

础理论模块中的网络协议知识为基础。所有的知识元素 —— 知

识积木通过个性化的选择，进行有效的链接、组合。就如机械构

造中的齿轮组合一样，形成方向不同、功能各异的个性化知识

体系。

三、积木式教学模式的实施

（一）理论教学阶段

1.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在基础理论教学阶段，采用多种教学

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如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小组讨论、软件模

拟等。通过课堂讲授让学生对基础理论有初步的认知；然后利用

案例分析，如分析校园网的 IP地址分配方案，加深学生对知识的

理解；小组讨论则可以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让他们从不同角

度思考网络相关的问题。

2.利用多种辅助手段。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如动画演示网

络中数据的传输过程、网络设备的工作原理等，可以将抽象的知

识直观化，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还可以借助于

华为 eNSP模拟器软件，让学生自己配置各种网络设备，在综合

实践中进一步深入理解基础理论。

（二）知识模块选择阶段

1.学生兴趣引导。教师通过组建兴趣小组、展示不同方向的

研究成果和实践项目成果等方式，向学生介绍各个知识模块的内

容和就业前景，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的兴趣点 [5]。例如，展示网络

工程师在大型数据中心进行网络设备配置的案例，以及网络安全

专家防范网络攻击的故事等。

2.职业规划咨询。结合学生的职业规划需求，为学生提供个

性化的咨询。如果学生有考研计划，教师可以建议他们在基础理

论模块的基础上，选择网络性能优化、网络安全等前沿性较强的

模块进行深入学习；如果学生希望毕业后直接就业参加网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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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网络设备与传输介质、网络应用与服务模块将是重点选择

的方向。

（三）个性化学习与指导阶段

1.制定个性化学习计划。根据学生选择的知识模块，教师协

助学生制定个性化学习计划。对于选择较多难度较高模块的学

生，适当延长学习时间，安排更多的辅导课程；对于学习能力较

强的学生，可以鼓励他们提前进入拓展性学习。

2.多元化的学习资源提供。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学习资源，

包括教材、在线课程、开源项目、学术论文等。[6]学生可以根据

自己的学习进度和学习方式进行自主选择。例如，在学习网络安

全模块时，学生可以参考专业的网络安全教材，同时观看在线的

网络攻防课程视频，还可以研究一些开源的网络安全工具的源

代码。

（四）实践教学与考核阶段

1.项目实践。针对学生选择的知识模块，设置相应的实践项

目。例如，对于选择网络设备与传输介质模块的学生，安排校园

网交换机和路由器的配置实践项目；对于网络安全模块的学生，

设计网络安全防御体系的实践项目等。通过项目实践，让学生将

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中，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2.多元化考核方式。采用多元化的考核方式，不再单一以期

末考试成绩为评价标准。考核内容包括平时作业、项目实践成

果、小组项目汇报、理论知识考试等。这样能够全面、客观地评

价学生的学习成果，避免学生单纯应试学习。学生以小组为单

位，展示项目成果，包括项目报告、演示文稿、实际操作等。教

师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成果进行全面评价，帮助学生总结经

验教训，提高学习能力。

四、积木式教学模式的实践效果

（一）学生学习兴趣与主动性显著提高

通过问卷调查和课堂观察发现，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积木

式教学模式下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和学习积极性明显提高。例如，

在网络应用开发模块中，学生主动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编程实践，

积极与教师和同学交流学习心得，学习氛围浓厚。

（二）学生理论与实践能力协调发展

在积木式教学模式下，学生通过自主选择模块学习和项目实

践，实现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有机结合。例如，在华为 ICT

竞赛中，学生凭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熟练的实践技能，取得了省

级一等奖的优异成绩，网络安全团队的学生更是在国赛中也实现

了一等奖的突破。2024年度在各种网络相关的竞赛中，学生拿到

了4个国家级竞赛一等奖，二十多个省级竞赛一等奖，充分展示了

积木式教学模式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效果。学生不再觉得所学

内容是强加给自己的，而是与自己的兴趣和未来发展息息相关，

从而更加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

（三）学生考研成绩显著提升

在考研专业课考试中，选择积木式教学模式的学生表现出明

显的优势。以本校为例，近三年来，采用积木式教学模式的学生

在《计算机网络》考研专业课中的平均成绩与采用传统教学模式

的学生相比，得到了稳步提高。这主要得益于学生对知识模块

的选择能够使他们更有针对性地复习，对重点知识的掌握更加

深入。

（四）团队协作能力的培养

在积木式教学模式下，很多项目实践和竞赛准备工作都是以

小组形式进行的。学生在小组中相互协作、交流，共同解决问

题，有效地培养了团队协作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在华为 ICT竞赛

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大多数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中

也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促进作用。

五、积木式教学模式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解决

措施

（一）问题

1.学生选择困惑。部分学生在面对众多的知识模块时，不知

道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模块。他们可能对自己的兴趣和学习能力

缺乏足够的认识，容易盲目跟风选择，导致后期学习困难。

2.教师指导压力增大。学生在个性化学习过程中，会遇到各

种各样的问题，这对教师的教学指导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

师需要针对不同学生的选择和学习进度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工作

量较大 [7]。

3.教学资源分配不均衡。一些热门知识模块，如网络安全

模块，由于选择的学生较多，教学资源（如实验设备、实验场

地等）可能会出现分配不均衡的情况，影响到部分学生的学习

体验。

（二）解决措施

1.加强入学引导和教育。在课程开始前，增加专门的课程导

入环节，通过职业测评、兴趣调查等方式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兴

趣和能力倾向，同时提供详细的各个知识模块介绍和案例分析，

让学生在选择时有更充分的依据。[8]

2.教师团队建设与培训。组建教师教学团队，不同教师负责

不同知识模块的指导工作，并且定期开展教师培训和教学经验交

流活动。通过团队的力量来分担教师的工作压力，提高教师的教

学指导能力。

3.优化教学资源分配。根据学生的选择情况，合理调配教学

资源。对于热门模块，可以增加实验设备的购置数量、优化实验

场地的排班等。[9]同时，鼓励教师开发虚拟实验室等在线教学资

源，缓解教学资源紧张的局面。

六、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积木式教学模式在应用型本科《计算机网络》课程中的实践

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它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升了学生考

研专业课成绩，使学生在竞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同时，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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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模式也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尊重学生的个体差

异，满足了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二）展望

1.进一步拓展模块内容。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

如5G网络、软件定义网络（SDN）等新兴技术的出现，可以进一

步拓展《计算机网络》课程中的知识模块内容，将这些新技术纳

入到教学模块中，使教学内容与时俱进。

2.与国际先进教学模式接轨。研究国际上先进的计算机网络

课程教学模式，将积木式教学模式与国际先进模式相结合，进一

步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应用型计算机人才。

3.智能化教学支持。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为积木式

教学模式提供智能化教学支持。[10]例如，根据学生的学习数据预

测学生可能遇到的学习问题，提前提供解决方案；根据学生的学

习进度自动推荐合适的学习资源等。

总之，积木式教学模式为应用型本科《计算机网络》课程教

学改革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通过不断地探索和改进，有

望进一步提高计算机网络课程的教学质量，培养出更多适应社会

需求的优秀计算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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