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课程
类型 

A 类-纯理论课  

课程
类别 

公共课 
（通识课） 

 

课程
性质 

必修课 √ 

B 类-理论+实践 √ 限选课  

专业课 √ 
C 类-纯实践课  任选课  

 

2015年度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 

优秀骨干教师高端研修项目 

课程建设验收报告书 
 

 

课  程  名  称: 程序设计基础 

所属专业大类名称（专业课程填写）:  工学 

所属专业类名称（专业课程填写）: 计算机 

所属专业(群)名称（专业课程填写）: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课 程 负 责 人: 吴阳清 

所  属  学  校: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联  系  电  话: 18987185953 

电  子  信  箱: yangqing_wu@163.com 

填  表  日  期: 2016.12.13 

 

云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制 

二〇一六年十月



 

说  明 

 

一、加盖学校公章的本表电子版（文件命名格式：姓名+学校名称，如：“张** 云

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PDF 或.DOC”），由项目所在学校将本单位的材料统一发送

至云南省教育厅高校师资培训中心指定邮箱（yngsgg@126.com）。 

二、本表纸质版、附件支撑材料纸质版一式一份，提交至项目所在学校管理部门

备查，格式要求： 

（一）所交纸质材料一律用 A4纸，本表请两面印刷，中缝装订，其他材料

左侧装订； 

（二）验收报告书和附件支撑材料请分别装订； 

（三）附件支撑材料的首页应为目录； 

（四）材料要求用牛皮纸袋装好，并将验收报告书封面和袋内材料清单分别

贴于袋的两面。 

（五）提交的电子版材料的项目名称要与纸袋材料清单上的名称完全一致。 

（六）验收材料请自留底稿。 

 

  



 

1.课程基本情况 

课程名称 程序设计基础 

课程类别 专业必修课 课程对象 

2015级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专业学生 

总学时           64课时 

选用教材、教参 C语言程序设计 出版社 中国铁道出版社 

课程

负责

人概

况 

姓名 吴阳清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7.3.5 

最终学历

/学位 硕士 
专业技 

术职务 教师 
职业资 

格证书 
软件设计师 

教学 

与技术 

专长 

一直从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软件类课程的教学，善于化繁

为简，将复杂的原理用浅显的语言进行表达；能够综合利用多种教

学手段针对学生、知识、技能的特点进行灵活的教学。 

通讯 

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商

院路 1号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邮编 650106 

教学

团队 

姓名 职称 学位 出生年月 所在单位 课程中承担的任务 

吴阳清 讲师 硕士 1977.3.5 

云南师范

大学商学

院 

课程标准、课程讲

义、课程课件、试

题库、课程实施、

示范课录制、项目

指导材料 

李芳芳 副教授 硕士 1979. 

云南师范

大学商学

院 

课程课件、教案、

课程评价 

本课

程近

一年

来开

设情

况 

学年学期 
任课教师 

姓名 
授课专业 授课年级 授课班级 学生人数 

2015-20

16学年

下学期 

吴阳清 

计算机

科学与

技术 

2015级 
15计科 1

班 
50 

 



 

2.目标完成情况 

简述课程建设的目标及完成情况（根据立项申报书目标及实现情况撰写，即课程标准、课程讲义、

教学实施和其他课程资源建设情况）： 

1．课程标准建设情况： 

已按申请书说明完成课程标准。在完成课程标准的过程中，咨询了相关行业专家，结

合行业需求制定本标准。本课程标准对课程的性质进行了说明；从课程依据、内容选

择标准、项目设计方法、课程的学时和学分以及课程评判方面展示了课标的设计思路；

本课标的目标有知识目标、职业能力目标和职业素质目标三大类，在课标中分别进行

了详细说明；课程内容以工作任务为主线，划分了每个工作任务所需要的知识要求和

技能要求及相应的课时分配，体现本课程与实际工作任务紧密结合，锻炼职业能力的

特点；在实施建议方面，分析了推荐教材和新三中心的教学观基础上的教学建议。将

教学评价分学生评价和专家评价两类，并在课标最后推荐了相应的参考文献。 

2．课程讲义建设情况： 

已按照申请书说明完成课程讲义。本课程讲义以课程标准为准绳，以一个项目为核心，

分章节完成课程内容。讲义中首先对项目进行介绍，然后在分章节中介绍了对应的项

目内容、对应的知识要求、技能要求和工作任务，还说明了项目的设计思路。在讲义

中详细归纳了主要内容，用粗体字标注了重要的概念和易错的知识点。 

3．课程教学实施情况： 

已按照本次项目的课程申请书的要求实施了一个学期的课程教学。目前的教学情况良

好：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都比前几届学生有所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也明显提高；

在拓展学习和自学能力的培养上，学生也有所进步。学生评价和专家评价已完成，均

在 90 分以上。 

4．其他课程资源建设情况： 

教材 

参照课标，选配了相应的教材，该教材内容深入浅出，多次再版，具有良好的实际学

习效果。在理论学习方面既方便教学、也方便学生课后自学。 

课程课件 

课程课件采用了灵活的展示方式，帮助学生提高学习的兴趣，并降低学习的难度。 

授课计划和教案 

授课计划和教案在本学期开学之初就已经完成 

示范课 

在真实上课环境录制了一堂示范课。体现了本课程按课程建设要求进行教学实施的实

际情况。 

项目指导材料 

按照参加集中培训时的要求编写了本课程的项目指导材料，在项目指导材料中首先进

行了项目设计的说明：对项目的设计依据、设计思路、与工作任务的对应进行了说明；

通过项目一览表展示了项目的课程模块和课时；然后完成了详细的课程项目教学设

计，针对每个项目的每个模块，描述了教学目标、教学资源、教学组织、教学过程 

试题库 

完成试题库的建设，试题的编写参照目前优秀软件类企业招聘人员时的软件开发测试

题和本课程的要求进行编写。可组合抽取试题形成不同的试卷。 

 



 

3.已取得的成果 

列出课程建设中取得的各项教学成果名称、成果形式（包括课程资源、师资队伍、教材教参、教

研论文、奖励称号等）： 

    由于在项目申请书中未预期发表论文、专著、教材等。因此本次课程建设的主要

的成果是下列教学材料。 

1 课程标准 

2 课程讲义 

3 课件 

4 教案 

5 项目指导材料 

6 示范课（真实课程录制） 

7 试题库 

 

    在课程建设过程中，主讲教师以课程建设为依托，还完成了以下工作 

1 指导学生获得 2016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立项 1 项。 

2 本人获得云南省教育厅自然科学基金立项 1项。 

 

    依托课程建设，本项目教师积极参与所在的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工程与信息学院

的实践周创新性课程的设计和主讲。这些课程有： 

1 AR/VR技术（由本项目教师主持） 

2 无人机技术 

3 3D打印技术 

4 硬件编程技术 

 

 

 

 

 

 



 

4.课程效果 

简述课程建设对提高教学质量取得的实际效果（包括校外专家、行业企业专家、校内督导及学生

评价，学生实际动手能力、职业资格取证、技能竞赛获奖、同行影响等） 

本次课程建设由于采用了科学的方法，在提高教学质量方面取得了确实的效果。 

1． 学生学习的目标性变得明确起来 

通过课程建设，对课程进行详细的梳理，并结合行业专家的意见，制定了相应的课标。课

标对将职业工作需要映射到学习中实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课标的梳理，教师对课程有了

更加明确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也传到到教案、课件和教学过程中。学生从而也通过这些信

息和教学过程明确的感知和领悟到学习与职业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目标细分，所以在学习中

问为什么学的人变少了，问可以怎么样做更专业的人变得多起来了。 

2．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了 

随着学习目标的确定，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随之提高，不再满足于课程的知识和技能，也

希望在职业化的领域能够走的更深和更广。经常有学生会问到一些前沿的技术问题，比如

AR/VR、人工智能和本课程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希望在程序开发工程师的主导职业上有

更深的发展。 

3． 学生实际动手能力提高了 

通过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教学转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得到了提高。课程的考核也以职

业能力为导向。以往的考试往往是以纸质试卷来定学生的成绩，可是现在的考核都需要在

短短的 2 个小时上机时间体现应用专业技能和知识完成职业工作的能力。学生从一开始怕

到逐渐适应也花了不少的时间，但是感觉都是非常兴奋的。因为一时间的死记硬背可以过

得了卷面考试，但是却会很快遗忘，完全与自己的成长无关；而能力一旦通过持续的练习

和学习来获得，就是终身受益，较难遗忘的，也不用担心需要到期末来临时抱佛脚，因为

通过考试是获得能力以后的自然过程。而我们也践行了为社会培养合格大学生的承诺。 

4． 通过职业资格的人数提高了 

我们通过国家软件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初级和中级的人数与往年相比有所提高 

5． 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通过数提高了 

我们所在的工程与信息学院成功申报了三项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以往一般是一项），

本课主讲教师指导了其中的一项。 

 

 



 

5. 本课程建设的特色与创新 

在课程改革、课程教学、教学资源建设等方面的突破及独创性成果，形成自身特色，对同类课程

建设具有积极引导意义和实际借鉴作用。（包括教学内容改革建设，教学方式方法、教学手段、考

核方式、实验实践教学等方面的创新点或改革开展情况及取得的成果） 

1 教学内容改革 

本课程在教学内容改革方面尝试了向职业化靠拢，即课程内容并非脱离应用场景的

“空想”，而是针对职业中遇到的工作任务，针对典型工作任务设计教学内容。同时，

针对程序在高新科技中的应用，为学生提供了与高新科技搭界的钥匙。 

2 教学方式方法改革 

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引入了项目式教学和启发式教学。使用项目式教学，使学习有一

个主线，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逐渐学到了知识，而更重要的是锻炼了实际的能力。使

用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解决困难问题，而不是帮学生解决或是完全让学生解决，而

是深挖学生的学情，用每个学生能理解的方式去引导他们问题解决的方法。回归授人

以渔的本分。 

3 教学手段 

在教学手段上，讲授和学生实际操作消化的比例为 1：1，充分发挥了学生主动学习的

有效学习方法，同时，教师也通过在学生操作时进行观察了解每个学生的难点。另外，

建立了相应的 QQ群，同学有问题都可以向教师请教，教师在方便的时候会及时进行

回复，对于典型的问题也会进行课堂讲解和演示。 

4 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参照许多发达软件企业的招聘用人要求，采用实践型考试，在 1个半小时的

时间内，无任何参考资料和网络的情况下独立完成程序的编写、调试和运行，这种方

式也是企业在招聘时常见的方式，目的就是能初步的看到学生是否具有初步的职业能

力。 

 

 

 

 

 



 

6.不足和改进 

与既定目标比较，有哪些未完成或部分完成？本课程存在哪些方面的不足？拟在哪些方面需继续

进一步建设？ 

和既定目标比较，在项目申报书中所设定的部分都已全部完成。 

目前课程建设的不足方面主要有： 

1 师资队伍人数还有待增加 

    由于课程的专业性和学生人数限制，目前从事这门课的建设的教师较少。从课程建设来说，

对任何一门课程，如果需要国家精品课程，是需要由一个团队来完成。因为课程建设涉及的方方

面面的工作都很重，如果师资人数不够，难免会出现工作不精的情况。 

2 没有自编教材 

    自编教材可以针对本校本专业学生的学情进行量体裁衣，从而更能适应这些学生的学习情况，

进一步的提高学习的效率。 

    课程下一步拟在以下方面进行进一步建设 

1 进一步完善教学资料 

目前教学资料基本完备，但是在内容上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而且由于本专业发展极为迅速，

所以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前沿内容，摒弃落后的知识就显得尤为必要，而这一切都需要对教学资

料进行完善。 

2 难点内容录制微课 

对于一些比较难的知识，需要借鉴翻转课堂的方式来实现：教师先进行课堂讲解。因为是难点知

识，可能会有部分同学难以理会，通过对这部分内容录制微课，学生可以通过在课后反复学习来

达到理解。而回到课堂，教师再有针对性对不理解的学生进行个性化的教学，最后的效果就会相

对好一些。 

7．经费使用情况 

下拨经费总额：     8000    元；支出经费： 7997        元； 剩余经费：    3     元。 

支出项目内容 支出金额 

Macbook air 笔记本电脑 7438 元 

ub 转网络接口 59 元 

打印费 300 元 

复印费 200 元 

合计                  7997 元 



 

8．评审意见 

8-1 学校意见 

项目是否按计划完成、完成的质量与水平如何、是否审核材料的真实性、是否已在学校网站公

示、验收结论（通过、不通过）等 

 

 

 

 

 

 

 

 

 

 

 

 

 

 

 

 

 

                             负责人签字（公章）：               日 期： 

8-2 专家意见 

课程建设的既定目标是否实现，拟突破的难题是否解决，成果具备价值或效益以及存在的主要

不足： 

 

 

 

 

 

 

 

 

最终结论：             通 过   □       不通过  □ 

 

专家组长签名： 

日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