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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的热，对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项目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如何夯实学科基础，加强发散思维训练；

（2）如何加强学生的动手实践，提高创新能力培养；

（3）如何做好竞赛活动，促进课程教学改革。



以学科竞赛作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抓手，以赛促教，建立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这些领域很大程度上与算法有关。重视学

生编程能力，加强算法基础，提升算法水平，是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的关

键。以学科竞赛为抓手，采取课内外联动、教与学联动、校企联动方式，

建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抓好面向一流计算机学科的创新人才培养，是实

现这一环节的手段，已得到计算机专家和企业人士的共识。它对提升了学

生的整体水平和创新能力，有重要的意义。



学科竞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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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在线判题系统，建立学生自主学习算法进行程序设计编程训练和评价的平台

针对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算法设计与分析、编译原理、操

作系统等课程有编程实践的特点，对课程知识点进行梳理，编制成若干

小问题，每个问题用规范模式进行文本描述和编排，配备足够数量的测

试用例，供学生在线练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习惯，提高编程能力和创

新实践能力。

在线判题系统使学生“全天候”自主地学习，完成平时作业和练习，

将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使课程的教、学、评的方式得到改变，学生也

将找到学习乐趣、树立自信心。它也为线下教学转化为线上教学提供了

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



以问题驱动的为导向，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

在部分课程中采用“讲授-研讨-自学”或“讲授-自学-研讨-实践”

教学模式，在“计算思维实训”系列课程中引入学业导师和学术导师，引

领学生进行学术研究或项目开发。优秀学生也将很快介入教师项目和研究

课题，成为创新实践团队或科研团队的骨干；部分学生也将深入教师的研

究领域，一些学业导师自然地成为学术导师，学生们将在创新实践和学术

研究方面取得优异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