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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新工科的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体系及课程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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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工科视域下，各大高校的计算机基础课程设计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计算机基础课程体

系开始朝着专业性强、涉及面广以及与其他学科融合性高这三个方面演变。基于此，文章就面向新工科的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体

系及课程建设展开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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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工作都需要一定的计算机基础，

在大学课堂中开展计算机技术就成了非常必要的一项举措，

而随着“新工科”这一概念的出现，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

教学体系以及具体的教学设计工作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   “新工科”概念

新工科概念是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一同出现的，

通过信息技术带动各项工业的发展成了世界发展的主流方

向。为了应对这一改变，理工类专业学生要对互联网、区块

链以及人工智能等知识有一个系统性的了解，利用这些先进

的科学技术来实现工业类型的转变。这对优化产业结构、提

高产能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2   工科计算机课程问题

2.1  教材缺乏交叉融合

通过对工科计算机基础教材的分析我们发现，教材中的

内容缺乏融合性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主

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教学体系过于僵化，计算机课程是一

门非常灵活的课程，一些常用的操作软件以及计算机语言更

新换代的速度非常快，而一些高校没有将其与最新的技术进

行融合。另一方面就是对计算机技术的认知不深刻，认为计

算机知识的学习仅仅是让学生学会如何操作各种软件，而忽

视了计算机思维的培养。

2.2  教学内容过于陈旧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区块链、云计算、大数

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概念纷纷涌现，这些技术代表着目前计算

机领域中最为前沿的部门。但是在高校的教学设计过程中，

对这些新技术的介绍却非常少，学生了解这些知识的渠道主

要是在互联网上自行搜索而不是在课堂中学习。

2.3  计算机课程体系存在缺陷

在一些高校中，计算机课程的课时常常会受到缩减。在

这种背景下教师想要完成既定的学习任务，就只能将有限的

课时用来讲解计算机技术的理论知识，而对实践则只能是以

课后作业的方式来进行。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有效的实践，大

学生对计算机基础知识的掌握并不牢靠，无法将所学习的计

算机知识运用到现实的工作当中 [1]。同时，由于教学体系上

的缺陷，计算机基础知识课程的管理工作也相对落后，很多

课堂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得不到有效的反馈，致使问题长期存

在，阻碍本门课程的发展。

3   计算机基础课程优化具体措施

3.1  突出新技术在课程中的主体地位

针对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材过于陈旧的问题，相关的

工作人员以及教师要积极转变教学思路。要以提升大学生掌

握新技术的能力作为教学工作的首要目标。对课程进行细化

分类以及升级。一方面对课程中原有的知识点进行筛选，及

时清除掉那些已经被淘汰的技术，避免教学资源的浪费。另

一方面就是要在优化已有课程的基础上开设新的基础课程，

在开设新课程的过程中，要以新工科对人才的具体需求为基

础，有针对性地进行课程的开设工作。

3.2  以培养大学生计算机思维为工作核心

针对计算机课程体系存在缺陷的问题，校方要进行认真

的总结与反思。对计算机基础课程的专业性进行拓展，以此

来培养大学生的计算机思维能力。一般来说，在高校的计算

机基础知识课程中都存在着一门通识型的课程。这门课程是

学生学习计算机技术的入门课程，是最为基础的一门课程。

因此在优化课程的过程中，这种通识类的科目就是非常好的

切入点，通过在本门课程中加入对新的计算机知识的介绍，

让大学生在最初的学习阶段就可以很好地了解该行业的现状

以及未来发展的整体趋势，在学习的过程中，传统知识与新

知识之间思维模式的不同十分明显，传统计算机知识注重的

是如何提高效率，而新计算机知识的主旨则是如何扩展新的

领域，学生在学习新的计算机知识的过程中，其计算机思维

模式也得到了增强，为后期的学习以及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3.3  重视不同领域的交叉融合

在“新工科”的框架下，如何实现工业与计算机技术的

融合成了非常热门的话题，这种融合就是人们常说的“互联

网 +”。因此在优化课程结构的过程中就要以“互联网 +”

概念作为基础，通过大量的实践让大学生了解计算机技术与

工业生产的融合情况 [2]。想要达到这一点，就需要利用全新

的在线课堂教学模式，借助 SPOC 以及慕课拓展大学生学习

的空间，既加强了学生之间的交流，又能提高了其实践能力，

让工业生产与计算机技术融合在大学计算机课堂中能够有一

个完整且深入的展现。

4   结束语

在“新工科”的框架下，如何利用计算机前沿技术来指

导工业生产是当前十分热门的话题。这对大学人才培养工作

也有着很好的启发。要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人才，就要对已

有的计算机基础课程进行不断的优化，通过提高融合程度、

加强专业性等手段来提升大学生的计算机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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