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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机遇
,

加强计算机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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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地位

高等工程专科学校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工程技术应用性人才
,

学生毕业后担负着

将科技成果
、

产品设计
、

引进技术转化为具体产品的任务
。

这里的
“

应用
”
和

“
转化

”

都强烈依赖

于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
。

特别是世界迈入了信息时代
,

社会生产活动正在由劳动密集型

向知识密集型转化
,

没有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
,

这种
“
应用

”
和

“
转化

”
是完成不好的

,

甚

至无法完成的
。

当前
,

计算机已普及到各个领域
,

生产企业 已广泛使用计算机进行生产监测控

制
、

工程设计计算和信息处理
,

越来越多的机电仪一体化的设备应用于生产第一线
。

因此
,

全国

各类工程专科学校都应该而且必须把计算机基础教育作为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抓紧抓实
,

培

养跨世纪的高级工程技术应用性人才
,

以主动适应时代的要求
。

二
、

高工专非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基本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

与高工专的培养目标一致
,

高工专非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教育应完全着眼于应用
。

既然是

应用
,

则完全不同于本科计算机专业那样需要完整的
、

系统的计算机理论
。

但应用又区别于使

用
,

使用是根据工程需要对现成的计算机系统的操作
,

属职业教育的范畴
。

这里应用是指通过

对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系统的
“

二次开发
” ,

把计算机技术用于生产监测控制
、

工程设计计算和信

息处理
。

为此
,

高工专非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基础教育应具备如下基本知识和能力结构
。

1
、

基本知识结构 知识是能力的基础
,

根据高工专学制短
、

学时紧的特点和我国计算应用

尚未普及
、

计算机科学水平不高的国情
,

目前
,

高工专非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基础教育应着重

传授计算机特别是微型计算机系统知识
、

程序设计语言和数据库知识
。

2
、

基本能力结构 高工专非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应用能力是指运用计算机基本知识
,

利

用计算机系统解决工程技术应用中有关问题的能力
。

它是高等工程专科学校计算机基础教育

的 目的所在
。

高等工程专科学校非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应包括
:

算法语言程序设计与

上机操作能力
,

数据处理与文字处理能力
,

控制系统的使用与维护能力
。

三
、

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实施

计算机基础教育开展得如何是衡量教学质量和人才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
。

毫无疑问
,

学校

应该将计算机基础教育列入非计算机专业的教学计划
,

认真组织师资
,

编制高质量的教材
,

抓

住教学
、

实践
、

考试等环节
,

充分利用等级考试等手段
,

把计算机基础教育落到实处
。

1
、

加强计算机基础教学

计算机基础教学是计算机基础教育的主渠道
。

学校应根据专业特点
,

开设相应的计算机基

础课程
,

总学时应不低于 90 学时
,

并要以应用为 目的
、

以培养能力为主线
,

抓好计算机基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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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各个环节
。

( l) 编制适合高工专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基础教学教材 这种应该 以知识模块为结构
、

以

应用技术为主线
、

以培养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技能为主要内容
。

在原理与应用
、

理论与实践
、

知

识与技能等方面都应该鲜明地突出应用
、

实践
、

技能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
。

( 2) 改进教学方法
,

突出培养计算机应用能力 要根据知识能力结构的要求
,

改进教学方

法
,

精心组织教学
。

对于教学内容
,

应以基本知识必须
、

讲清为度
,

重点讲解如何运用基本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的要点
、

方法和步骤
。

对于教学方法
,

力求按照提出问题一~ 分析问题一~ 运用

基本知识解决间题的思路进行
。

要精讲多练
,

教师要多讲例题
,

学生要多做习题
。

使学生收到

学以致用
、

学而会用的效果
,

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

培养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

( 3 )创造条件
,

加强实践教学 计算机基础教育是应用性
、

操作性极强的课程
。

学生计算机

应用能力和操作能力必须通过上机操作才能获得
。

因此
,

首先要
“
早上机

” 、 “

多上机
” 。

要将计

算机课放在第一学年尽早开设
,

尽早安排上机
。

学生上机时数不应低于计算机基础课程总学时

的三分之一
,

有条件的最好达到二分之一
,

让学生有较多的上机实习机会
。

其次是努力提高上

机操作质量
。

上机实习必须视同课堂教学一样认真组织
,

教师要认真备课
,

学生要认真预习
,

要

有明确的上机实习内容
、

步骤
、

方法及应用能力培养要求
,

学生一人一机独立操作
,

教师主动巡

回指导
,

努力提高上机操作质量
。

再次是组织好计算机基础课程的课程设计
。

要结合本专业工

程实践中的问题
,

选择一二个对于培养计算机应用能力有代表性的题 目
,

让学生运用学过的知

识完成解决问题的全过程
。

最后是认真组织上机考核
,

通过上机考核可以检查学生计算机应用

能力
,

激励学生学习计算机基础课程的积极性
。

2
、

使计算机基础教育贯穿高工专教育的教学全过程

诚然
,

计算机基础课程是计算机基础教育的主渠道
,

然而
,

在后续课程特别是专业课程中

引入应用计算机的内容
,

使计算机基础教育
“

不断线
” ,

将是非常重要的
。

要鼓励后续课程的教

师积极将计算机应用渗透到所授课程的教学实践中
,

要指导学生将计算机运用到有关课程的

学习和课程设计中
,

大力提倡在毕业论文
、

毕业设计等教学环节中运用计算机
,

让计算机基础

教育贯穿高工专教育的教学全过程
。

东建立健全计算机等级考试制度
,

计算机知识和能力应该是高工专学生必备的
,

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把计算机基础教育的水

平作为衡量毕业生的规格和学校办学质量的重要内容
。

要建立健全计算机等级考试制度
,

建立

计算机等级考试职能机构
,

切实做好计算机等级考试的出卷命题
、

组织考试
、

阅卷发证工作
。

学

校要把计算机等级考试是否合格作为学生升级
、

毕业的重要条件
,

教育主管部门要把计算机等

级考试的合格率作为评估学校计算机基础教育水平的重要依据
,

以提高学生计算机的基础知

识和应用能力
,

主动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

计算机基础教育是高工专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努力提高计算机基础教学水平
,

强化

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
,

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
,

是强国的需要
,

也是时代的需要
。

我们必须

抓住机遇
,

切实加强计算机基础教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