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利坚

20210923

一流课程建设案例及方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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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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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设计基础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上大学，不迷茫大学生学习指导

科技文献博览 数据结构

学科导论/专业导论（计算机）/计算机专业导论

承
担
课
程

教
改
方
向

OBE/专业认证

隐式课程思政 显性课程思政

翻转课堂

信息化教学



内容提要

案例1：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案例2：计算机专业导论

课程教学改革的方向和意义

讨论：从问题出发的课程改革

案例1：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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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简况

【课程名称】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课程代码】582115041

【课程属性】限选

【授课对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大二学生

【学时】48（32+16）

【学分】2.5

【先修课程】程序设计基础、计算机组成原理

【后续课程】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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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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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支撑权重

3 设计/开
发解决方
案

3-2 掌握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和技术，能够
合理地组织、存储和处理数据，设计满足特
定需求的计算机程序或软件模块。

5 使用现
代工具

5-1 在程序设计和计算机部件搭建中，能够
使用和选择恰当的开发环境、平台和资源，
用于完成实现、调试和测试等工作。

5-2 能够在计算机系统的开发中，选择、使
用与开发恰当的技术、资源、开发平台与工
具完成分析、计算与设计。

9 个人和
团队

9-3 能够制定和解释团队目标、计划及过程
管理机制，组织、协调和指挥团队开展工作。

12 终身学
习

12-1 认同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必要性，能
够有意识地自主确定学习目标，自设学习方
式，自选学习资源，自主调控学习过程，实
现学习目标。

课程目标1：能够运用8086CPU中的指令系统、
寻址方式、汇编语言程序结构，设计和实现针
对具体的工程问题的汇编语言程序。

40

课程目标2：能够选择、利用Debug、
Emu8086等工具编辑、运行、调试汇编语言
程序，解决针对特定需求的工程问题。

30

课程目标3：能够利用Debug等调试工具观察
寄存器、内存单元和指令执行过程，对计算机
系统的运行过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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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4：通过完成课堂小组任务，能在团
队中承担个体责任，利用合作方式解决问题。

10

课程目标5：能够参照自主学习任务单，自主
确定学习目标，自设学习方式，自主调控学习
过程，实现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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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情分析

•知识

‒ 有程序设计的基础，但整体水平不均衡

‒ 学习了“计算机组成原理”，对计算机系统在理论层面有了解

•学习习惯

‒ 动手的意识待加强

‒ 学习自主性渐强，但需要激励

‒ 有改变学习的意愿，但需要教法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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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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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讲 模块化程序设计

第10讲 标志寄存器及其应用）

第11讲 直接定址表

第12讲 内中断

第13讲 端口与外中断

第14讲 使用BIOS进行键盘输入和磁盘

第15讲 高级汇编语言技术

第16讲 总结与考核

第1讲 课程概述及学习方法指导

第2讲 寄存器和内存（1）

第3讲 寄存器和内存（2）

第4讲 汇编语言程序框架

第5讲 循环程序与多段程序

第6讲 寻址方式

第7讲 寻址方式应用

第8讲 转移指令及应用



教学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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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 学习产出 教学方式 课程目标

1

学习单元1：绪论
核心概念：汇编语言、机器语言、高级语言、效率
工程原理：无
关联的工程问题：无

能说出机器语言、汇编语言、高级语言的关
系；能认识到学习汇编语言对计算机专业学
习的意义；认可本课学习方法，愿意体验合
作学习与自主学习。

课堂讲授+讨论
课程目标1
课程目标4
课程目标5

2

学习单元2：寄存器和内存
核心概念：计算机的组成、内存的读写与地址空间、
寄存器及数据存储、mov和add指令
工程原理：确定物理地址的方法、内存的分段表示法
关联的工程问题：搭建编程环境，观察寄存器和内存，
输入和单步运行指令

掌握内存地址分配方案，能区分物理地址、
段地址、偏移地址，并能够用于计算和识别
地址；了解8086寄存器，会用mov、add指
令操作寄存器；能搭建汇编语言的编程环境，
会用Debug调试工具观察寄存器和内存，以
及输入、单步运行程序。

课前自学+课堂
讲授+讨论+实验

课程目标1
课程目标2
课程目标3
课程目标4
课程目标5

3

学习单元3： 代码段、数据段和栈段核心概念：CS、
IP与代码段、jmp指令、DS与数据段、SS与栈段工
程原理：内存中字的存储、用DS和[address]实现字
的传送关联的工程问题：数据段的操作、栈操作的实
现

能说出CPU在CS和IP控制下CPU执行指令的
过程；能计算利用DS和[address]访问的内
存单元；掌握利用SS和SP，通过push指令
和pop指令，进行栈操作的方法；学会利用
Debug工具，跟踪代码，观察计算机内部状
态变化的方法。

课前自学+课堂
讲授+讨论

课程目标1
课程目标2
课程目标3
课程目标4
课程目标5

4

学习单元4： 汇编语言程序框架
核心概念：汇编写的源程序、Loop指令
工程原理：由源程序到能运行的程序
关联的工程问题：编写汇编语言程序解决问题、简单
循环程序的构建、用Debug跟踪程序的执行

能用最基本的伪指令和汇编指令，写出符合
汇编语言要求的简单循环程序；能用
Editplus或记事本编辑汇编语言源程序；用
masm和link命令完成编译和连接，能发现
和修改简单的程序错误；能用Debug为程序
设置运行环境，会用t、p、g命令运行程序。

课前自学+课堂
讲授+讨论+实验

课程目标1
课程目标2
课程目标3
课程目标4
课程目标5



教学模式选择——翻转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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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

课后总结 上机实验

课前导学案
(学习任务单)

课前自主学习
(视频)

学习评价
(自测体系)



自建SPOC——在线平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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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带设备

• 移动计算

• 泛在学习

• 即时反馈



自建SPOC——数字化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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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视频73个, 
计15小时26分。

拓展视频17个, 
计3小时17分。

学习任务单15份

课前测试42套, 
共计小题133道。



学生的课前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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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自主学习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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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机制
激励真学

课前学习
尽在掌握

测试结果
一目了然



课前自主学习与课堂教学目标的分解和衔接

目标1：能说出中
断、中断向量、中
断处理过程的含义
以及中断的分类；

目标2：能够
描述出中断处
理过程中的具
体操作；

目标3：会编制中断处
理程序，并按中断处理
的要求进行安装，以及
设置中断向量；

目标5：会运用手
册，调用BIOS中
断和DOS特定中断
解决问题目标4：能准确描述IF、TF标志位的含

义，并理解屏蔽中断和单步中断的意义；

• 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

• 言语信息/智慧技能/认知策略/情感态度/动作技能

• 学生的学习习惯/培养目标

目标

分解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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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自主学习与课堂教学目标的分解和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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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作业

协作 展示

反馈课
前

课
堂

目标3（课前）：能对
照中断处理程序，列出
编制中断处理程序及设
置中断向量的要点；

目标1：能说出中
断、中断向量、中
断处理过程的含义
以及中断的分类；

目标2：能够
描述出中断处
理过程中的具
体操作；

目标4：能准确描述IF、TF标志位的含
义，并理解屏蔽中断和单步中断的意义；

目标5：会运用手
册，调用BIOS中
断和DOS特定中断
解决问题

目标3（课堂）：会编
制中断处理程序，并按
中断处理的要求进行安
装，以及设置中断向量；



课堂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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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习活动 时间

1 上一节问题的反馈 10min

2 声明教学目标，回顾课前学习 10min

3 小组项目1：观察自定义中断的安装及触发 15min

4 共同思考 10min

 (课间休息)  

5 小组项目2：认识中断手册，完成“找中断”项目 15min

6 小组项目3：查手册完成“由数字到单词”项目 15min

7 小组项目4：查手册完成“创建文本文件”项目 10min

8 课堂总结 5min

14



课堂即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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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课程目标的教学环节与评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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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教学环节 评价方式 权值

课程目标1：能够运用8086CPU中的指令系统、寻
址方式、汇编语言程序结构，设计和实现针对具体
的工程问题的汇编语言程序。

通过课前的自主学习、课堂活动、课后
作业，使学生习得知识，通过一定的训
练获得能力

期末考试 30

课前自学测验 5

阶段学习总结 5

课程目标2：能够选择、利用Debug、Emu8086
等工具编辑、运行、调试汇编语言程序，解决针对
特定需求的工程问题。

在课堂活动中安排运用工具的基本训练，
并在上机和作业环节重点体现解决问题
能力的训练。

期末考试 10

上机和作业报告 20

课程目标3：能够利用Debug等调试工具观察寄存
器、内存单元和指令执行过程，对计算机系统的运
行过程进行分析。

在课堂中安排专门的学习活动，训练学
生利用运用工具分析系统运行过程中各
种现象的能力。

期末考试 10

课程目标4：通过完成课堂小组任务，能在团队中
承担个体责任，利用合作方式解决问题。

在课堂上开展合作学习，在共同解决问
题过程中认识到承担责任的必要性并积
极参与。

课堂观察 10

课程目标5：能够参照自主学习任务单，自主确定
学习目标，自设学习方式，自主调控学习过程，实
现学习目标。

安排学生课前通过线上资源开展自主学
习，并全程提供指导和支持。

课前学习档案
（视频+答疑）

10



评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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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评价方式 权值

课程目标1

期末考试 30

课前自学测验 5

阶段学习总结 5

课程目标2
期末考试 10

上机和作业报告 20

课程目标3 期末考试 10

课程目标4 课堂观察 10

课程目标5 课前学习 10

课程目标

评价方式与成绩评定

分值课前
学习

学习
总结

上机与
作业

课堂
观察

期末
考试

课程目标1 5 5 30 40

课程目标2 20 10 30

课程目标3 10 10

课程目标4 10 10

课程目标5 10 10

合计 15 5 20 50 100



评价标准（以上机和作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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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维度 优秀标准（10分） 合格标准（6分） 评价方法

工具使用

能针对特定任务，提出多种
可能的解决方案并能优选方
案实操完成，能对方案的选
择给出合理的解释。

能说出完成特定任务的解
决方案并能实操完成。

针对相关工作环节，要求学生
描述利用debug（或其他调试
工具）、EditPlus（或其他编
辑器）等相关工具完成的方法，
并在计算机上展示。

程序调试

能够熟练使用调试工具，对
程序的开发和运行过程进行
全面、深入的跟踪，能够通
过分析或敏锐的直觉发现问
题，排除Bug

能够使用调试工具观察和
分析程序，发现问题，排
除Bug。

请学生提出在调试程序中遇到
的Bug及解决的过程，或者提
供带Bug的程序请学生现场演
示调试过程。

问题分析

报告中对问题的描述清晰、
合理，在交流中能够就有关
问题提出独到的或深刻的见
解。

报告中提供了问题分析
（数据特点、处理要求、
可采用的技术等），并能
说清楚分析的合理性

针对特定的任务，请学生口头
描述分析的过程和视角，教师
结合学生的书面报告提出问题，
并请学生给予回应。

报告中提供的流程图规范性
好，算法逻辑正确，在性能、
质量方面有特别的考虑。

报告中提供了程序流程图
基本合乎规范（使用规定
的图形、标注清晰），逻
辑正确，理解其中存在的
问题并能给出改进意见。

教师针对学生报告中给出的流
程图，就其描述的规范程度、
算法的合理性等提出问题，请
学生做出回应。



期末考试出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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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分值 考题要点

课 程 目 标 1 ： 能 够 运 用
8086CPU中的指令系统、寻
址方式、汇编语言程序结构，
设计和实现针对具体的工程问
题的汇编语言程序。

30

题目考查的内容涉及汇编语言基础知识及应用知识写出程序的
能力。涉及基础知识的部分占15分，目标定位在理解、分析层
面，采用选择、填空、程序填空等题型考察，涉及知识应用目
标的题目占15分左右，采用设计类的题目，侧重于直接给定编
写程序的限定性要求，写出能满足要求的程序。试题覆盖课程
全部的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2：能够选择、利用
Debug、Emu8086等工具编
辑、运行、调试汇编语言程序，
解决针对特定需求的工程问题。

10

题目能够体现学生针对应用需要写出程序或程序段的能力。在
程序结构上，可以要求运用子程序、多文件组织、栈空间与其
他段相互交叉使用等等工程项目层面需要的技术要求，主要采
用编程题进行考察，共计10分左右。

课程目标3：能够利用Debug
等调试工具观察寄存器、内存
单元和指令执行过程，对计算
机系统的运行过程进行分析。

10

题目应该从给出计算机的内部状态（结合工具的应用，可以在
题目的描述上，以应用工具呈现的观察结果提出问题），要求
学生分析计算机运行状态，以及预测和解释指令执行后状态等。
可以采用程序阅读题、综合分析题进行考核，共计10分左右。



教学评价实施

• 过程性考核(50%)

• 视频学习

• 自测

• 课堂参与

• 实验报告

• 期末开卷考试(50%)

22



学生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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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敏巧 ( 201658501207 )：翻转课堂的学习
方式相比其他课堂的学习方式让我更加容易
进去学习的状态

‒ 李晨龙 ( 201658501152 )：发现了翻转课堂
不同的魅力和更加积极的学习态度。

‒ 刘室良 ( 201658501236 )：贺老师的翻转课
堂有反思、总结，不单单是灌视频，做题。

‒ 汪璇 ( 201658501209 )：这样的上课方式会
让我们感受到学习到知识了之后的成就感和
满足感。

‒ 蔡承峰 ( 201658501139 )：贺老师对弟子们
的教导将会影响我们的一生，终生受益匪浅。

‒ 张阳 ( 201658501238 )：最重要的是跟随贺
老学到了如何真正合理有效的自主学习。

‒ 张超 ( 201658501108 )：贺老师的课堂是我
见过的为数不多的传道的课堂。



特色与创新1——立德树人，思政融入专业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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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让学生行动起来！



特色与创新2——因地制宜，地方院校解决方案传四方

•发挥手机功能，破解大班交互难题

•经济适用型资源建设方案

•渐进翻转，意在教师能力迭代

•成长，翻转课堂的依赖和目标

•不是因为……不能改革，而是，改

革恰要解决这些问题！

25

重庆大学

山东交通学院 郑州

延边大学



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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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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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案例1：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案例2：计算机专业导论

课程教学改革的方向和意义

讨论：从问题出发的课程改革

案例2：计算机专业导论

28



课程情况

• 课程名称（汉）：计算机专业导论

• 课程名称（英）：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Major

• 课程代码：582120031

• 课程类型：学科基础平台专业类课程

• 适用对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一年级、本科

• 学时 /学分：24/1.5

• 先修课程：无

29



课程简介 

• 本课是面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

必修基础课。

• 学生将通过自主阅读、讲授、讨论、参观、听讲座

等方式开展学习，初步了解计算机及IT行业发展的

历史和规律，计算机学科知识体系，认识到在信息

社会环境下，计算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计

算机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等。

• 学生将了解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专业学习方

法，产生学习兴趣，树立学好专业、服务社会的信

心，并完成大学四年的专业学习规划。

30

× 计算机导论

× (计算机)学科导论

× 计算思维导论

√ 计算机专业导论

课程定位



学情分析

• 知识储备

− 对计算机已经不陌生，但普遍缺乏对计算机专业核心知识的基本认知，

需要为学生全面地呈现专业知识体系

• 能力方面

− 专业能力的训练刚刚起步，有相当比例的同学面临困难

− 自学能力、团队能力、文献能力等需要在体验中得到提升

• 情感方面

− 对大学和专业好奇，探索新事物的积极性高

− 对专业的负面的说法敏感、易受影响，迫切需要建立对专业的认同

− 愿意接受来自老师的指导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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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 学生能初步了解专业知识体系、学科思维方式

• 学生能形成对学科、专业、行业、职业的初步认识

• 学生能解答大学阶段专业发展的问题，具有专业学习兴趣

• 能主动适应大学的学习，适应自主学习、团队学习等。

32



课程目标

33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支撑权重

2 问题分析
2-4 具备有效收集、筛选和研读科技文献的能力，能
够通过文献研究，寻求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多种可替
代解决方案。

6 工程与社会
6-1 了解信息技术领域的技术标准体系、知识产权、
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理解不同社会文化对工程活动
的影响。

7 环境和可持续
发展

7-1 知晓和理解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内涵，
以及计算机领域工程实践对其的影响。

8 职业规范
8-2 理解诚实公正、诚信守则的工程师职业道德和规
范，理解工程师对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以及环
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并能在工程实践中自觉遵守。

9 个人和团队
9-1 了解在完成计算机领域工程项目的研发、实施、
服务中将涉及不同学科领域的人员，能够在多学科背
景的团队中与他人有效沟通。

课程目标1：能够从科技文献中，针对专业认知层面
的问题提取信息，并得出结论【理解】。

10

课程目标2：了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知识体系
结构、学科形态和相关的行业、产业政策和个人责任，
理解信息领域工程实践对社会、健康、安全、文化的
制定出大学学业规划【理解】。

50

课程目标3：理解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内
涵，知晓计算机领域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影响【理解】。

15

课程目标4：理解IT工程师职业道德和规范，形成工
程师责任感和自豪感，产生履行社会责任、献身国家
发展的意愿【价值化】。

15

课程目标5：了解在完成计算机领域工程项目的研发、
实施、服务中将涉及不同学科领域的人员，能够在团
队中与他人分享自己的观点和贡献力量【理解】。

10



教学内容

34

知识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环节及学时

讲授课 讨论课 实践课 合计

专业领
域认知

绪论：本课的目标、内容及学习方法
第1讲 工程师之责任之荣

2 2

第2讲 认识计算机 1 1 2
第3讲 计算机软件 1 1 2
第4讲 计算机网络及应用 1 1 2
第5讲 程序设计语言和程序设计 1 1 2
第6讲 信息管理与软件工程 1 1 2
第7讲 计算机新技术 1 1 2

专业人
才成长

第8讲 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 1 1 2
第9讲 工程师讲座 2 2
第10讲 企业参观 2 2
第11讲 参观见闻与思考 2 2
第12讲 行业、企业与学业 2 2

合计 13 9 2 24



教学模式选择

35

周次 课时 教学内容（要点）

6 2
第0讲 绪论
第1讲 工程师责任之荣-1

7 2
第1讲 工程师责任之荣-2
第2讲 认识计算机-1

8 2
第2讲 认识计算机-2
第3讲 计算机软件-1

9 2
第3讲 计算机软件-2
第4讲 计算机网络及应用-1

10 2
第4讲 计算机网络及应用-2
第5讲 程序设计语言和程序设计-1

11 2
第5讲 程序设计语言和程序设计-2
第6讲 信息系统与软件工程-1

12 2
第6讲 信息系统与软件工程-2
第7讲 计算机新技术-1

13 2
第7讲 计算机新技术-2
第8讲 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

14 2 第9讲 企业参观
14 2 第10讲 工程师讲座
15 2 第11讲 企业参观见闻及思考
16 2 第12讲 行业、企业与学业

第3讲 计算机软件-1
第3讲 计算机软件-2



教材及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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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资源建设

37



教学方法-学习引导（前一周课堂后30分及课后）

38

导学精讲



教学方法-讨论深化（后一周课堂前60分）

39

亮考帮时间

教师讲授

关键技术、重要方法 关联课程 课程地图

专题研讨及交流

知识检测



教学方法-将专业与世界产生联结

40

• 第8讲 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

• 第9讲 企业参观

• 第10讲 工程师讲座

• 第11讲 企业参观见闻及思考

• 第12讲 行业、企业与学业

• 第9讲 企业参观

• 第10讲 工程师讲座

• 第11讲 企业参观见闻及思考

• 第12讲 行业、企业与学业



针对课程目标的教学环节和评价方式

课程目标 教学环节
达成评价的主要判据

评价方式 权值
课程目标1：能够从科技文献中，针对专业认知层面的问
题提取信息，并得出结论【理解】。

小组讨论中要求检索
并综述文献

小组报告评价 5
文献应用测验 5

课程目标2：了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知识体系结构、
学科形态和相关的行业、产业政策和个人责任，理解信
息领域工程实践对社会、健康、安全、文化的制定出大
学学业规划【理解】。

课前的自主学习、课
堂讲授和研讨；课后
总结和随堂测验。

自主学习报告 20

随堂测验 20

学业规划书 10

课程目标3：理解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内涵，
知晓计算机领域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影响【理解】。

课堂讨论、工程师讲
座和企业参观

专题总结 15

课程目标4：理解IT工程师职业道德和规范，形成工程师
责任感和自豪感，产生履行社会责任、献身国家发展的
意愿【价值化】。

课堂讨论、工程师讲
座和企业参观

专题总结 15

课程目标5：了解在完成计算机领域工程项目的研发、实
施、服务中将涉及不同学科领域的人员，能够在团队中
与他人分享自己的观点和贡献力量【理解】。

小组学习活动
小组活动评价 7

人员角色测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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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式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指

标点

评价方式与成绩评定

分值
随堂测验

自主学
习报告

专题总结
大学学业规

划书
小组活
动评价

课程目标1 2-4 5 5 10

课程目标2 6-1 20 20 10 50

课程目标3 7-1 15 15

课程目标4 8-2 15 15

课程目标5 9-1 3 7 10

合计 28 20 30 10 1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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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式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指

标点

评价方式与成绩评定

随堂测验
自主学
习报告

专题总结
大学学业规

划书
小组活
动评价

分值

课程目标1 2-4 5 5 10

课程目标2 6-1 20 20 10 50

课程目标3 7-1 15 15

课程目标4 8-2 15 15

课程目标5 9-1 3 7 10

合计 28 20 30 10 12 100

随堂测验 自主学
习报告

专题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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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式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指

标点

评价方式与成绩评定

随堂测验
自主学
习报告

专题总结
大学学业
规划书

小组活
动评价

分值

课程目标1 2-4 5 5 10

课程目标2 6-1 20 20 10 50

课程目标3 7-1 15 15

课程目标4 8-2 15 15

课程目标5 9-1 3 7 10

合计 28 20 30 10 12 100

大学学业
规划书

小组活
动评价
小组活
动评价

评价内容 分值 评价标准

（1）认知 3

(3-优良)按模板
中指示的维度逐项
分析，对自我和专
业的分析深入、细
致

(2-合格)按模板
中指示的维度逐项
分析，体现对自我
和专业的探索

(0-1待改进)未全
面分析自我，对专
业的认知肤浅

（2）目标 3

(3-优良)联系对
自我和专业的认识，
通过分析和论证提
出目标

联系对自我和专业
的认识提出目标

(0-1待改进)目标
空洞、简单，或不
能与自我认知、专
业认知关联

（3）行动
计划

4

(3-4优良)对照目
标，逐项安排行动
计划，列出行动内
容、起止时间、完
成标准、行动方式
等

(2-合格)提出与
目标有关联的行动
计划

(0-1待改进)行动
与目标没有联系，
或者过于简单、笼
统，起不到指导行
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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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特色和创新1：育人当先，全面融入课程思政

课程定位：
× 计算机导论
× (计算机)学科导论
× 计算思维导论
√ 计算机专业导论

育人第一条！

序号 教学内容（要点）

1
第0讲 绪论
第1讲 工程师责任之荣-1

2
第1讲 工程师责任之荣-2
第2讲 认识计算机-1

3 ……

学艺先修德 宣誓遵守职业道德

学习老前辈 应对新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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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特色和创新2：着眼“导专业”优化内容体系

l 两阶段划分

− 以专业领域认知为基础

− 以专业人才成长为目标

l 深度解读人才培养

− 社会需求

− 国家标准

− 培养目标

− 毕业要求

知识模块 教学内容

专业
领域
认知

绪论：本课的目标、内容及学习方法
第1讲 工程师之责任之荣
第2讲 认识计算机
第3讲 计算机软件
第4讲 计算机网络及应用
第5讲 程序设计语言和程序设计
第6讲 信息管理与软件工程
第7讲 计算机新技术

专业
人才
成长

第8讲 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
第9讲 工程师讲座
第10讲 企业参观
第11讲 参观见闻与思考
第12讲 行业、企业与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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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特色和创新3：多样化学习活动实现适切目标

l 教学流程创新

− 导学-阅读-讨论-补充

− 适用知识类目标

l 参与式、体验式学习

− 匹配情感、态度类目标

l 情境教学

− 企业参观、工程师讲座

l 大一就能用文献

− 基于文献阅读的小组专题研讨

− 选题-研究-指导-展示-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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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反馈

‒ 王泽栋 (202058505115)在计算机导论课程中，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道德与理想。

‒ 史高源 (202058505106)：贺老师新颖的上课方
式也让我学到了更多关于人生的道理，了解到
了我们计算机行业的行情与人才的需求，我们
有很多路可以走，只要努力学习，选择权就在
我们自己手中。

‒ 甄美丽 (202058505142)：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参
观了业达工业园区，走出了教室，亲身感受了
程序员以及创业者的工作环境。

‒ 简子宜 (202058505104)：我用老师给的规划图，
可以对自己4年的学习有一个初步判断。

‒ 宋丽洁 (202058505143)：贺老师的多元指导方
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正在逐渐步入正
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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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案例1：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案例2：计算机专业导论

课程教学改革的方向和意义

讨论：从问题出发的课程改革

课程教学改革的方向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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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的源起

50

课程建设该越超经验，进
入到在教育原理指导下进
行设计的阶段了。

我该在课程建设上搞点什
么花样？

在专业认证框架下操作。

需要学很多教学原理吗？



我的转变之始

• 学生

‒课前不预习、学习不主动

‒课堂不听讲 /逃课

‒课后不实践、方法很落后

‒……

• 当初的贺老师

‒学生怎么能这样！

‒我不能满堂灌了！

‒除了满堂灌，我还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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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前行路

2011年

信息化教学

2015年
翻转课堂

2018年

课程思政

2019年

OBE、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52

博客交作业
网络习题课

课堂录屏上网
手机进课堂



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建设与教学实施

53

2. 课程篇
2.1 概述
2.2 课程目标的制定
2.3 教学内容、方式和评价的设计
2.4 课程大纲的审核与评价

1. 理念篇
1.1 以学生为中心
1.2 以产出为导向
1.3 专业认证框架简介  

3. 教学单元篇
3.1 概述
3.2 学情分析及教学条件
3.3 组织参与式教学
3.4 学习评价及反馈

5. 分析和改进篇
5.1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

5.2 教学反思及持续改进

5.3 课程总结与说课

课程教学大纲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教学设计样例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说课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4. 课程思政篇
4.1 概述：课程思政的意义

4.2 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4.3 课程思政的教学内容和方式设计

——高校课程建设的原理、方法、案例及实操



当前课程建设的核心理念

54

1.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SC, Student-Centered

2. “以产出为导向”的教育体系
OBE， Outcome-Based Education

3. “持续改进”的质量保障体系
CQI,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

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

中国本科医学教育标准

……



• 老“三中心”

‒ 教材为中心

‒ 教师为中心

‒ 教室为中心

• 新“三中心”

‒ 学生发展为中心

‒ 学生学习为中心

‒ 学习效果为中心

以学生为中心(Student-Center)

[1]赵炬明.论新三中心:概念与历史——美国SC本科教学改革研究之一[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6(03):35-56.
55

①以学生当前状态为基础，以促进其发展为目的；
②完成青春期特定发展任务；
③发掘学生潜力，促进其全面发展。

①把学习作为中心，教育的目的是学而不是教，是
培养学生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让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负责；

②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习活动的设计者、
学习环境的营造者、学习过程的辅导者；

③在学生所有活动中，学习是中心。

①关注学习效果，把学习效果（直接效果/间接效果、
短期效果/长期效果）作为判断教学和学校工作成
效的主要依据；

②重视测量与反馈，建立有效的及时反馈机制，使
效果评价能有效帮助学生调整学习、帮助教师调
整教学、帮助学校调整工作。



以产出为导向的教学设计逻辑 

56

[1]李志义,王泽武.成果导向的课程教学设计[J].高教发展与评估,2021,37(03):91-98+113.

宏观设计
专业培养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培养目标设计
毕业要求设计

课程体系设计

中观设计
课程教学大纲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微观设计

教学单元设计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课程目标设计教学内容手段
教学评价设计

单元目标设计
教学内容手段

评价反馈设计

教
学
设
计
的
分
层



积极学习策略(Active Learning Strategies)

57
赵炬明. 聚焦设计:实践与方法(上)——美国"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学改革研究之三[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8(2):29-44.

简单

复杂

暂停/反思 pause for reflection
小作文 Mimute paper

自评 Self-assessment
大组讨论 Large group discussion

思考/结对/分享 Think-Pair-Share

非正式小组 Informal Groups
三人组 Triad Groups

同伴互审 Peer Review
小组评价 Groups Evaluations 头脑风暴 Brainstorming

案例研究 Case Studies
实用动手 Hands-on Technology

互动讲座 Interactive Lecture
游戏/模拟 Games or Stimulations

角色扮演 Role playing
探究式学习
Inquiry Learning

拼图讨论 Jigsaw Discussion
论坛/剧场 Forum Theater

经验学习/实地访问 Experiential Learning(Site visites)

• 内容的有用性

• 学习的真实性

• 任务的挑战性

• 环境的社会性

• 过程的互动性

+ 确保学会



体验：概念类知识的合作学习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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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活动设计的原则

关联内容
59

全体参与

身心合力

激发信心

相互学习有效学习
活动

五项原则



课堂组织

60

B 引入 O 目标 P1 前测 P2 参与
式学习 P3 后测 S 总结

O

P3 P2

S P1

B
聚焦
问题

激活
旧知

学习
新知

练习
新知

融会
贯通 五星

教学法



不管白猫黑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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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理解

应用

分析

评价

创造提升
教学
目标

阅读

视听

演示

讨论

实践

听讲

讲授给他人

改变
学习
方法



落地的翻转课堂，以解决问题为始终

翻转课堂不
适合我们！

学生

条件 氛围

大班教学 制度

翻转课堂解决的
就是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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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课程思政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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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案例1：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案例2：计算机专业导论

课程教学改革的方向和意义

讨论：从问题出发的课程改革讨论：从问题出发的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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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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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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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者公众号我的微信
（请注明学校-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