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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９５８年 ６月 １４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作出决定，筹建广西工学院，校址
选在广西南宁市。 １９６０年 １１月，经自治区党委批准，将广西化工学院、广西水电学
院、广西邮电专科学校 ３校合并，建立广西工学院，下设化工、水电、邮电 ３ 个系，并
将南宁化工学校、工业干校一同并入，化工学校改为学校附设第一中专部，工业干
校改为学校附设第二中专部。 “文革”期间，广西工学院停办。 １９８２年 ６ 月 １１ 日，
根据教育部（８２）教计事字 ０６１号文件批准，自治区党委决定，将广西轻工学院、广
西机械学院、广西石油化工学院 ３ 校合并重组广西工学院，当年正式录取新生入
学。 １９８４年 ５月，自治区党委再次决定调整广西工学院，专业、学生、干部、教师一
起并入广西大学，保留广西工学院的牌子。 为适应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高校布局
的需要，１９８５年 ７月 １６ 日，自治区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广西工学院牌子移到柳州，
在柳州重建广西工学院。
从 １９８５年算起，２０ 多年过去了，广西工学院从零开始，贯彻“校企合作，校市

相融”的办学理念，坚持“立柳兴桂，面向全国，服务基层”的办学方向，将自身的发
展与柳州市的繁荣、广西的经济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立足柳州市，依托八桂资源，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特色，实现了超常规、跨越式发展。 如今学校拥有教职工
１ ２００多人，其中，具有教授、副教授等高级职称的教师近 ４００ 人，具有博士、硕士学
位的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近 ７０％。 学校面向全国各省市招生，普通全日制在校本
科生、硕士研究生 ２５ ０００ 多人（含独立学院学生 ８ ０００ 余人），成人高等教育学生
１２ ０００多人，共计 ３０ ０００多人。 ２０００ 年，被教育部批准确定为全国重点建设职业
教育师资培训基地。 ２００５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审核，获准了硕士学位
授予权单位，机械设计及理论、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结构工程、生物化工和企业管
理专业成为硕士学位授权点；２０１０年，学校增列 ３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目前，
硕士研究生培养覆盖 １７ 个二级学科。 ２００５年，又以良好成绩顺利通过教育部本科
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毕业生年度就业率保持在 ９２％以上，稳居全区高校前列。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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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现设置机械工程系、汽车工程系、计算机工程系、电子信息与控制工程系、土木建
筑工程系、生物与化学工程系、管理系、财政经济系、信息与计算科学系、外国语言
文学系、社会科学系、艺术与设计系、鹿山学院、应用技术学院、成人教育学院及社
会科学部、体育教学部、大学外语教学部等 １３ 个系，２ 个二级学院，３ 个教学部。
１ 个独立学院，２２个研究所（中心）。 有 ４７ 个本科专业，５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是
一所以工为主，理、管、文、经、法、教育等学科门类协调发展的多科性高等院校，并
形成了从本科生教育到研究生教育、继续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和留学生教育等
多层次、多类型的完整的人才培养格局。

２０１２年，一个喜讯传来：经教育部批准，广西工学院与柳州医专合并，组建广
西科技大学，成为广西唯一拥有医科类的综合性大学。 学校的内部机制相应地也
作了一些调整，组建了计算机学院，学院下设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软件工程专
业、数字媒体专业、教育技术学专业与通信工程专业。 这 ５个专业的在校生规模为
１ ３００ ～１ ５００人。 鉴于此，书中提到的计算机工程系与计算机学院，实际上是一回
事，特此说明。
应用型本科教育源于 ２００４年。 在学校的努力争取下，经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教

育厅的审批，广西工学院获得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方向）专业、机械工
程及自动化（模具设计与制造方向）、机械工程及自动化（数控技术方向· 职师本）
以及交通运输（汽车电子技术与检测诊断方向）等 ４ 个应用型本科专业，开始了应
用型本科招生与人才培养的改革、探索与实践。 为了加强应用本科专业的建设，学
校成立了应用技术学院，将几个应用本科专业进行集中管理与教学。 应用本科专
业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增加了实习、实训等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学分，目的是通过增加
实践环节的教学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 由于实践教学涉及的教学成本相对较
大，当年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了新的收费标准，主要是在实践学分收费标准上比非
应用本科专业有较大幅度提高。 ２００５年应用本科收费标准审批通过，平均为７ ０００
元／年，比我校非应用本科专业收费标准翻了一番。

２００６年 ６月，为了理顺教学管理关系，学校决定，将 ３ 个应用本科专业的学生
整体划拨到相关专业所在系。 自此，应用本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方向）
专业正式划到计算机工程系管理，与计算机工程系原有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
工程、教育技术学等专业一起办学。 为作好应用本科的教学改革与实践，经过院系
领导、全体教职员工的认真讨论与研究，确定了本专业的办学定位：贯彻“校企合
作，校市相融”的办学理念，坚持“立柳兴桂，面向全国，服务基层”的办学方向，以
学生为本，以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际工程为背景，在企业深度参与下，本着面向应
用、面向未来的原则，创新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模式。 以“卓越计划”为核心，引入
ＣＤＩＯ工程教育理念，紧密地与软件企业相结合，根据职业岗位需求开展专业课程
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构建基于项目案例引导的课程内容体系，形成专业知识、
能力和综合素质并重的人才培养方案，培养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
较强软件开发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众所周知，２０１０年 ６ 月 ２３ 日，教育部在天津召开“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大会，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陈希出席会议并讲话。 工信部、人社部、财政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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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个部门和单位的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卓越计划”专家委员会的部分院
士、２０多家企业的代表和 ６０多所高校的院校长参加了会议。 会议指出“卓越工程
师教育培养计划”（简称“卓越计划”），是贯彻落实枟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枠和枟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枠的
重大改革项目，也是促进我国由工程教育大国迈向工程教育强国的重大举措。 该
计划旨在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各类型工
程技术人才，为国家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战略服
务。 高等工程教育要强化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主动服务行业企业需求的意识，
确立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观念，创新高校与行业企业联合培
养人才的机制，改革工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和国际竞争力，构建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类型多样、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高等工程教育体系，加快我国向工程教育强国迈
进。 为此，高等工程教育应在总结我国工程教育历史成就和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
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明确我国工程教育改革
发展的战略重点：一是要更加重视工程教育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二是要更加重视与
工业界的密切合作；三是要更加重视学生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四是要更
加重视工程人才培养国际化。 “卓越计划”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行业企业深度参与
培养过程；二是学校按通用标准和行业标准培养工程人才；三是强化培养学生的工
程能力和创新能力。 遵循“行业指导、校企合作、分类实施、形式多样”的原则，面
向工业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的高质量各类型工程技术人才，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坚
实的人力资源优势，增强我国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

２０１２年 １月 １０日教育部、中宣部、文化部等七部委联合发文（教思政［２０１２］１
号）枟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枠，明确指出：加强高校实践育
人工作，对于不断增强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
神、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于坚定学生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自觉成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服务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和
人力资源强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要切实改变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传授轻
能力培养的观念，注重学思结合，注重知行统一，注重因材施教，以强化实践教学有
关要求为重点，以创新实践育人方法途径为基础，以加强实践育人基地建设为依
托，以加大实践育人经费投入为保障，积极调动整合社会各方面资源，形成实践育
人合力，着力构建长效机制，努力推动高校实践育人工作取得新成效、开创新局面。
各高校要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实践育人工作全过程，把实践育人工
作摆在人才培养的重要位置，纳入学校教学计划，系统设计实践育人教育教学体
系，规定相应学时学分，合理增加实践课时，确保实践育人工作全面开展。 要区分
不同类型实践育人形式，制订具体工作规划，深入推动实践育人工作。 各高校要结
合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要求，分类制订实践教学标准，增加实践教学比重，确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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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社会科学类本科专业不少于总学分（学时）的 １５％、理工农医类本科专业不少于
２５％、高职高专类专业不少于 ５０％，师范类学生教育实践不少于一个学期，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不少于半年。 要全面落实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对实践教学
的基本要求，加强实践教学管理，提高实验、实习、实践和毕业设计（论文）质量。
各高校要把加强实践教学方法改革作为专业建设的重要内容，重点推行基于问题、
基于项目、基于案例的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加强综合性实践科目设计和应用。 要
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支持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创新性实验、创业计划和创
业模拟活动。
教育部“卓越计划”的实施及其有关文件的颁布，让我们欣喜万分，深感我们

的教学改革是正确的，是符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的指示精神的。 本
专业始于 ２００６年教学改革，确实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什么可借鉴的经验和方
法，一路走过来，有困难、有怀疑、有指责、有困惑、有辛酸、有快乐⋯⋯可以说五味
杂陈，心潮起伏，难以平静。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教改目标、教学理念、办学定
位、办学方法等竟然与教育部“卓越计划”不谋而合，且教改实践比教育部“卓越计
划”还早了 ４年！ 我们没理由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骄傲！

６年真刀真枪的教学改革与实践，使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与体会，也收获了不
少成果和喜悦。 该到了认真总结的时候了！ 本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组织本专
业教学改革参与者编著的。 目的是全面总结几年来的办学实践经验，提升办学水
平。 全书分 ６章，其中第一章由朱亚超同志负责撰写，第二章由李威龙同志负责撰
写，第三章由刘浩、唐培和同志负责撰写，第四章由莫海宁同志负责撰写，第五章由
覃弈、唐培和同志负责撰写，前言和第六章由唐培和同志负责撰写，附录由唐培和、
朱亚超共同整理。 全书由唐培和同志负责统筹、安排、协调、统稿、审核等。 另外，
唐安琼同志为本书整理了大量素材，徐奕奕、唐培和同志为每章填词一首（行香
子）。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广西教育厅特色专业及课程一体化项目建设经费、广西教
育厅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２０１１ＪＧＡ０８３、２０１１ＪＧＺＤ０１８、ＧＸＴＳＺＹ２１７、２００９Ｂ０６９）经费、
学校“卓越计划”试点建设经费以及学校专业认证试点建设经费的资助，学校主管
教学的副校长李创第教授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计算机
工程系的很多教职工都为之作了应有的贡献。 还有，重庆大学出版社的曾令维、彭
宁等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并对与我们合作办
学的企业表示衷心的感谢。
教学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且不能“立竿见影”地

见到效果。 成功了好说，失败了误人子弟、“罪莫大焉”！ 本书是教学改革经验的
总结与探索，难免错漏，加上水平有限，时间仓促，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欢迎全国同行交流经验与体会，联系方式：ｔａｎｇｐｅｉｈｅ＠１６３．ｃｏｍ。

唐培和

２０１２年 ５月
于广西 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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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优化整合实践课程体系，以培养学生专业核心能力为主线 ２９⋯⋯⋯⋯⋯⋯⋯⋯⋯

　　三、重新规划素质拓展课程体系 ２９⋯⋯⋯⋯⋯⋯⋯⋯⋯⋯⋯⋯⋯⋯⋯⋯⋯⋯⋯⋯⋯⋯

　　四、加强培养方案的实施与保障 ２９⋯⋯⋯⋯⋯⋯⋯⋯⋯⋯⋯⋯⋯⋯⋯⋯⋯⋯⋯⋯⋯⋯

　第二节　特色专业建设 ３０⋯⋯⋯⋯⋯⋯⋯⋯⋯⋯⋯⋯⋯⋯⋯⋯⋯⋯⋯⋯⋯⋯⋯⋯⋯⋯

　　一、建设指导思想 ３２⋯⋯⋯⋯⋯⋯⋯⋯⋯⋯⋯⋯⋯⋯⋯⋯⋯⋯⋯⋯⋯⋯⋯⋯⋯⋯⋯⋯

　　二、培养目标及要求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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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３ ＋１”校企合作培养 ３５⋯⋯⋯⋯⋯⋯⋯⋯⋯⋯⋯⋯⋯⋯⋯⋯⋯⋯⋯⋯⋯⋯⋯

　　一、培养模式 ３６⋯⋯⋯⋯⋯⋯⋯⋯⋯⋯⋯⋯⋯⋯⋯⋯⋯⋯⋯⋯⋯⋯⋯⋯⋯⋯⋯⋯⋯⋯

　　二、培养目标 ３６⋯⋯⋯⋯⋯⋯⋯⋯⋯⋯⋯⋯⋯⋯⋯⋯⋯⋯⋯⋯⋯⋯⋯⋯⋯⋯⋯⋯⋯⋯

　　三、培养计划 ３７⋯⋯⋯⋯⋯⋯⋯⋯⋯⋯⋯⋯⋯⋯⋯⋯⋯⋯⋯⋯⋯⋯⋯⋯⋯⋯⋯⋯⋯⋯

　第四节　课程体系设置与改革 ３８⋯⋯⋯⋯⋯⋯⋯⋯⋯⋯⋯⋯⋯⋯⋯⋯⋯⋯⋯⋯⋯⋯⋯

　　一、课程体系的设置 ３８⋯⋯⋯⋯⋯⋯⋯⋯⋯⋯⋯⋯⋯⋯⋯⋯⋯⋯⋯⋯⋯⋯⋯⋯⋯⋯⋯

　　二、课程体系的模块化 ３９⋯⋯⋯⋯⋯⋯⋯⋯⋯⋯⋯⋯⋯⋯⋯⋯⋯⋯⋯⋯⋯⋯⋯⋯⋯⋯

　第五节　实践教学 ４０⋯⋯⋯⋯⋯⋯⋯⋯⋯⋯⋯⋯⋯⋯⋯⋯⋯⋯⋯⋯⋯⋯⋯⋯⋯⋯⋯⋯

　　一、实践教学的指导思想与规划 ４０⋯⋯⋯⋯⋯⋯⋯⋯⋯⋯⋯⋯⋯⋯⋯⋯⋯⋯⋯⋯⋯⋯

　　二、实践体系的设计与安排 ４３⋯⋯⋯⋯⋯⋯⋯⋯⋯⋯⋯⋯⋯⋯⋯⋯⋯⋯⋯⋯⋯⋯⋯⋯

　第六节　课程建设 ４６⋯⋯⋯⋯⋯⋯⋯⋯⋯⋯⋯⋯⋯⋯⋯⋯⋯⋯⋯⋯⋯⋯⋯⋯⋯⋯⋯⋯

　　一、夯实专业基础 ４６⋯⋯⋯⋯⋯⋯⋯⋯⋯⋯⋯⋯⋯⋯⋯⋯⋯⋯⋯⋯⋯⋯⋯⋯⋯⋯⋯⋯

　　二、明确方向内涵 ４６⋯⋯⋯⋯⋯⋯⋯⋯⋯⋯⋯⋯⋯⋯⋯⋯⋯⋯⋯⋯⋯⋯⋯⋯⋯⋯⋯⋯

　　三、强化实际应用 ４６⋯⋯⋯⋯⋯⋯⋯⋯⋯⋯⋯⋯⋯⋯⋯⋯⋯⋯⋯⋯⋯⋯⋯⋯⋯⋯⋯⋯

　第七节　教学管理 ４８⋯⋯⋯⋯⋯⋯⋯⋯⋯⋯⋯⋯⋯⋯⋯⋯⋯⋯⋯⋯⋯⋯⋯⋯⋯⋯⋯⋯

　　一、教学制度 ４８⋯⋯⋯⋯⋯⋯⋯⋯⋯⋯⋯⋯⋯⋯⋯⋯⋯⋯⋯⋯⋯⋯⋯⋯⋯⋯⋯⋯⋯⋯

　　二、过程控制与反馈 ４８⋯⋯⋯⋯⋯⋯⋯⋯⋯⋯⋯⋯⋯⋯⋯⋯⋯⋯⋯⋯⋯⋯⋯⋯⋯⋯⋯

　第八节　师资队伍 ５０⋯⋯⋯⋯⋯⋯⋯⋯⋯⋯⋯⋯⋯⋯⋯⋯⋯⋯⋯⋯⋯⋯⋯⋯⋯⋯⋯⋯

　　一、师资结构 ５０⋯⋯⋯⋯⋯⋯⋯⋯⋯⋯⋯⋯⋯⋯⋯⋯⋯⋯⋯⋯⋯⋯⋯⋯⋯⋯⋯⋯⋯⋯

　　二、教师发展 ５１⋯⋯⋯⋯⋯⋯⋯⋯⋯⋯⋯⋯⋯⋯⋯⋯⋯⋯⋯⋯⋯⋯⋯⋯⋯⋯⋯⋯⋯⋯

　第九节　教学设施 ５２⋯⋯⋯⋯⋯⋯⋯⋯⋯⋯⋯⋯⋯⋯⋯⋯⋯⋯⋯⋯⋯⋯⋯⋯⋯⋯⋯⋯

　第十节　信息资源 ５３⋯⋯⋯⋯⋯⋯⋯⋯⋯⋯⋯⋯⋯⋯⋯⋯⋯⋯⋯⋯⋯⋯⋯⋯⋯⋯⋯⋯

第三章　校企深度合作办学 ５５⋯⋯⋯⋯⋯⋯⋯⋯⋯⋯⋯⋯⋯⋯⋯⋯⋯⋯⋯⋯⋯⋯⋯⋯⋯

　第一节　工程教育校企合作办学的必然选择 ５５⋯⋯⋯⋯⋯⋯⋯⋯⋯⋯⋯⋯⋯⋯⋯⋯⋯

　　一、七部委高度重视，目标与要求明确具体 ５７⋯⋯⋯⋯⋯⋯⋯⋯⋯⋯⋯⋯⋯⋯⋯⋯⋯

　　二、ＣＤＩＯ理论引领工程教育改革的潮流 ５９⋯⋯⋯⋯⋯⋯⋯⋯⋯⋯⋯⋯⋯⋯⋯⋯⋯⋯

　　三、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为工程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 ６０⋯⋯⋯⋯⋯⋯⋯

　　四、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形成共识 ６１⋯⋯⋯⋯⋯⋯⋯⋯⋯⋯⋯⋯⋯⋯⋯⋯⋯⋯⋯⋯⋯

　第二节　艰难的改革探索之路 ６３⋯⋯⋯⋯⋯⋯⋯⋯⋯⋯⋯⋯⋯⋯⋯⋯⋯⋯⋯⋯⋯⋯⋯

　　一、探索阶段（２００４ 年 ９ 月—２００７年 ９月） ６３⋯⋯⋯⋯⋯⋯⋯⋯⋯⋯⋯⋯⋯⋯⋯⋯⋯

　　二、改革与实践阶段（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２０１０年 ６月） ６４⋯⋯⋯⋯⋯⋯⋯⋯⋯⋯⋯⋯⋯⋯

　　三、校企深入合作阶段（２０１０年 ７月—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 ６６⋯⋯⋯⋯⋯⋯⋯⋯⋯⋯⋯⋯⋯

　　四、校企合作办学中的问题思考 ６７⋯⋯⋯⋯⋯⋯⋯⋯⋯⋯⋯⋯⋯⋯⋯⋯⋯⋯⋯⋯⋯⋯

　第三节　校企深度合作办学 ６９⋯⋯⋯⋯⋯⋯⋯⋯⋯⋯⋯⋯⋯⋯⋯⋯⋯⋯⋯⋯⋯⋯⋯⋯

　　一、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６９⋯⋯⋯⋯⋯⋯⋯⋯⋯⋯⋯⋯⋯⋯⋯⋯⋯⋯⋯⋯⋯⋯⋯⋯

　　二、以人为本的实训机制 ７０⋯⋯⋯⋯⋯⋯⋯⋯⋯⋯⋯⋯⋯⋯⋯⋯⋯⋯⋯⋯⋯⋯⋯⋯⋯

　　三、跟行业接轨 ７２⋯⋯⋯⋯⋯⋯⋯⋯⋯⋯⋯⋯⋯⋯⋯⋯⋯⋯⋯⋯⋯⋯⋯⋯⋯⋯⋯⋯⋯

　　四、合理的实习实训方案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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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校企双方的监管与考核机制 ９５⋯⋯⋯⋯⋯⋯⋯⋯⋯⋯⋯⋯⋯⋯⋯⋯⋯⋯⋯⋯⋯⋯

　　六、其他方面 １０１⋯⋯⋯⋯⋯⋯⋯⋯⋯⋯⋯⋯⋯⋯⋯⋯⋯⋯⋯⋯⋯⋯⋯⋯⋯⋯⋯⋯⋯

第四章　教学改革与研究 １０６⋯⋯⋯⋯⋯⋯⋯⋯⋯⋯⋯⋯⋯⋯⋯⋯⋯⋯⋯⋯⋯⋯⋯⋯⋯⋯

　第一节　地方工科院校应用型本科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现状 １０６⋯⋯⋯⋯⋯⋯⋯⋯⋯⋯

　　一、专业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 １０６⋯⋯⋯⋯⋯⋯⋯⋯⋯⋯⋯⋯⋯⋯⋯⋯⋯⋯⋯

　　二、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不能因地制宜 １０７⋯⋯⋯⋯⋯⋯⋯⋯⋯⋯⋯⋯⋯⋯⋯⋯⋯⋯

　　三、实践教学体系建设不完善 １０７⋯⋯⋯⋯⋯⋯⋯⋯⋯⋯⋯⋯⋯⋯⋯⋯⋯⋯⋯⋯⋯⋯

　　四、缺少有项目实践经历的师资 １０８⋯⋯⋯⋯⋯⋯⋯⋯⋯⋯⋯⋯⋯⋯⋯⋯⋯⋯⋯⋯⋯

　　五、教学考核与管理方式存在问题 １０８⋯⋯⋯⋯⋯⋯⋯⋯⋯⋯⋯⋯⋯⋯⋯⋯⋯⋯⋯⋯

　第二节　“做中学”的教育思想与 ＣＤＩＯ工程教育理念 １０８⋯⋯⋯⋯⋯⋯⋯⋯⋯⋯⋯⋯⋯

　　一、杜威“做中学”教育思想的解读 １０８⋯⋯⋯⋯⋯⋯⋯⋯⋯⋯⋯⋯⋯⋯⋯⋯⋯⋯⋯⋯

　　二、ＣＤＩＯ工程教育理念 １１３⋯⋯⋯⋯⋯⋯⋯⋯⋯⋯⋯⋯⋯⋯⋯⋯⋯⋯⋯⋯⋯⋯⋯⋯⋯

　第三节　应用型本科计算机专业教学改革与研究的方向 １１９⋯⋯⋯⋯⋯⋯⋯⋯⋯⋯⋯⋯

　　一、适应市场需求，调整专业定位和培养目标 １１９⋯⋯⋯⋯⋯⋯⋯⋯⋯⋯⋯⋯⋯⋯⋯⋯

　　二、修订专业培养计划，改革课程设置，更新教学内容 １２０⋯⋯⋯⋯⋯⋯⋯⋯⋯⋯⋯⋯

　　三、改进教学方法，创建“主导唱主体”的教学模式 １２１⋯⋯⋯⋯⋯⋯⋯⋯⋯⋯⋯⋯⋯⋯

　　四、改革教学实践模式，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 １２２⋯⋯⋯⋯⋯⋯⋯⋯⋯⋯⋯⋯⋯⋯⋯⋯

　　五、转变考核方式，改革考试内容，建立新的评价体系 １２２⋯⋯⋯⋯⋯⋯⋯⋯⋯⋯⋯⋯

　第四节　应用型本科计算机专业教学改革研究策略与措施 １２３⋯⋯⋯⋯⋯⋯⋯⋯⋯⋯⋯

　　一、更新教育理念，坚定办学特色 １２３⋯⋯⋯⋯⋯⋯⋯⋯⋯⋯⋯⋯⋯⋯⋯⋯⋯⋯⋯⋯⋯

　　二、完善教学条件，创造良好育人环境 １２３⋯⋯⋯⋯⋯⋯⋯⋯⋯⋯⋯⋯⋯⋯⋯⋯⋯⋯⋯

　　三、建立课程负责人制度，全方位推进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 １２４⋯⋯⋯⋯⋯⋯⋯⋯⋯⋯

　　四、加强教学研讨和教学管理，突出教法研究 １２４⋯⋯⋯⋯⋯⋯⋯⋯⋯⋯⋯⋯⋯⋯⋯⋯

　　五、加强教师实践能力培养，提高教师专业素质 １２５⋯⋯⋯⋯⋯⋯⋯⋯⋯⋯⋯⋯⋯⋯⋯

　　六、深度开展校企合作，规范完善实训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 １２５⋯⋯⋯⋯⋯⋯⋯⋯⋯⋯

　第五节　应用型本科计算机专业教学改革研究成果 １２６⋯⋯⋯⋯⋯⋯⋯⋯⋯⋯⋯⋯⋯⋯

　　一、近年来主要承担的区一级教改项目和获奖情况 １２６⋯⋯⋯⋯⋯⋯⋯⋯⋯⋯⋯⋯⋯

　　二、近年来主要出版的著作、教材情况 １２８⋯⋯⋯⋯⋯⋯⋯⋯⋯⋯⋯⋯⋯⋯⋯⋯⋯⋯⋯

　　三、近年来发表的教育教学改革论文 １２９⋯⋯⋯⋯⋯⋯⋯⋯⋯⋯⋯⋯⋯⋯⋯⋯⋯⋯⋯

第五章　专业改革成效与学生综合发展 １３４⋯⋯⋯⋯⋯⋯⋯⋯⋯⋯⋯⋯⋯⋯⋯⋯⋯⋯⋯⋯

　第一节　基于 ＣＤＩＯ理论的教育、教学改革对学生的良好影响 １３４⋯⋯⋯⋯⋯⋯⋯⋯⋯

　　一、ＣＤＩＯ工程教育模式下，应用本科学生非专业素质培养取得一定成效 １３４⋯⋯⋯⋯

　　二、基于 ＣＤＩＯ工程教育模式，不断提高计算机学院应用本科学生的专业能力 １３８⋯⋯

　第二节　招生与就业 １５６⋯⋯⋯⋯⋯⋯⋯⋯⋯⋯⋯⋯⋯⋯⋯⋯⋯⋯⋯⋯⋯⋯⋯⋯⋯⋯⋯

　　一、计算机学院应用本科招生情况 １５６⋯⋯⋯⋯⋯⋯⋯⋯⋯⋯⋯⋯⋯⋯⋯⋯⋯⋯⋯⋯

　　二、就业情况 １５６⋯⋯⋯⋯⋯⋯⋯⋯⋯⋯⋯⋯⋯⋯⋯⋯⋯⋯⋯⋯⋯⋯⋯⋯⋯⋯⋯⋯⋯

　第三节　社会评价与学生体会 １６２⋯⋯⋯⋯⋯⋯⋯⋯⋯⋯⋯⋯⋯⋯⋯⋯⋯⋯⋯⋯⋯⋯⋯

3

目　录



　　一、加强对毕业学生的跟踪调查，不断促进计算机学院学科专业发展 １６２⋯⋯⋯⋯⋯⋯

　　二、学生通过实训，思想上、专业素质等方面收获颇丰 １６３⋯⋯⋯⋯⋯⋯⋯⋯⋯⋯⋯⋯

　第四节　其他 １６５⋯⋯⋯⋯⋯⋯⋯⋯⋯⋯⋯⋯⋯⋯⋯⋯⋯⋯⋯⋯⋯⋯⋯⋯⋯⋯⋯⋯⋯⋯

第六章　经验、体会与总结 １６８⋯⋯⋯⋯⋯⋯⋯⋯⋯⋯⋯⋯⋯⋯⋯⋯⋯⋯⋯⋯⋯⋯⋯⋯⋯

　第 １条经验　理想和信念教育的必要性和方法 １６８⋯⋯⋯⋯⋯⋯⋯⋯⋯⋯⋯⋯⋯⋯⋯⋯

　第 ２条经验　对大学本科教育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１６９⋯⋯⋯⋯⋯⋯⋯⋯⋯⋯⋯⋯⋯⋯

　第 ３条经验　加大教育教学改革力度，力求做出特色，创造品牌 １７２⋯⋯⋯⋯⋯⋯⋯⋯⋯

　第 ４条经验　对“校企合作”办学的理念要有准确的理解 １７３⋯⋯⋯⋯⋯⋯⋯⋯⋯⋯⋯⋯

　第 ５条经验　什么样的企业才是“校企合作”办学的最佳伙伴 １７３⋯⋯⋯⋯⋯⋯⋯⋯⋯⋯

　第 ６条经验　校企合作方式值得认真考虑 １７４⋯⋯⋯⋯⋯⋯⋯⋯⋯⋯⋯⋯⋯⋯⋯⋯⋯⋯

　第 ７条经验　校企合作给学校带来了什么 １７５⋯⋯⋯⋯⋯⋯⋯⋯⋯⋯⋯⋯⋯⋯⋯⋯⋯⋯

　第 ８条经验　校企合作对学生的深刻影响 １７６⋯⋯⋯⋯⋯⋯⋯⋯⋯⋯⋯⋯⋯⋯⋯⋯⋯⋯

　第 ９条经验　校企合作的层次 １７７⋯⋯⋯⋯⋯⋯⋯⋯⋯⋯⋯⋯⋯⋯⋯⋯⋯⋯⋯⋯⋯⋯⋯

　第 １０条经验　合作企业的选择方法 １７８⋯⋯⋯⋯⋯⋯⋯⋯⋯⋯⋯⋯⋯⋯⋯⋯⋯⋯⋯⋯

　第 １１条经验　借鉴 ＣＤＩＯ是有益的 １７８⋯⋯⋯⋯⋯⋯⋯⋯⋯⋯⋯⋯⋯⋯⋯⋯⋯⋯⋯⋯⋯

　第 １２条经验　落实校企合作办学以及 ＣＤＩＯ理论，教师是关键 １７９⋯⋯⋯⋯⋯⋯⋯⋯⋯

　第 １３条经验　专业方向多元化是必要的 １８０⋯⋯⋯⋯⋯⋯⋯⋯⋯⋯⋯⋯⋯⋯⋯⋯⋯⋯

　第 １４条经验　软件外包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专业方向 １８０⋯⋯⋯⋯⋯⋯⋯⋯⋯⋯⋯⋯⋯

　第 １５条经验　经费的解决办法 １８１⋯⋯⋯⋯⋯⋯⋯⋯⋯⋯⋯⋯⋯⋯⋯⋯⋯⋯⋯⋯⋯⋯

　第 １６条经验　民主、以人为本的管理措施 １８２⋯⋯⋯⋯⋯⋯⋯⋯⋯⋯⋯⋯⋯⋯⋯⋯⋯⋯

　第 １７条经验　综合项目实训的具体要求 １８２⋯⋯⋯⋯⋯⋯⋯⋯⋯⋯⋯⋯⋯⋯⋯⋯⋯⋯

　第 １８条经验　合同与维权 １８４⋯⋯⋯⋯⋯⋯⋯⋯⋯⋯⋯⋯⋯⋯⋯⋯⋯⋯⋯⋯⋯⋯⋯⋯

　第 １９条经验　安全！ 安全！ 安全 １８４⋯⋯⋯⋯⋯⋯⋯⋯⋯⋯⋯⋯⋯⋯⋯⋯⋯⋯⋯⋯⋯

　第 ２０条经验　校企双方的监管办法 １８５⋯⋯⋯⋯⋯⋯⋯⋯⋯⋯⋯⋯⋯⋯⋯⋯⋯⋯⋯⋯

　第 ２１条经验　为就业让路的时间安排 １８５⋯⋯⋯⋯⋯⋯⋯⋯⋯⋯⋯⋯⋯⋯⋯⋯⋯⋯⋯

　第 ２２条经验　功夫在课外 １８６⋯⋯⋯⋯⋯⋯⋯⋯⋯⋯⋯⋯⋯⋯⋯⋯⋯⋯⋯⋯⋯⋯⋯⋯

　第 ２３条经验　计算机专业应该能培养出优秀甚至卓越人才 １８７⋯⋯⋯⋯⋯⋯⋯⋯⋯⋯

　第 ２４条经验　强化数理基础是完全必要的 １８８⋯⋯⋯⋯⋯⋯⋯⋯⋯⋯⋯⋯⋯⋯⋯⋯⋯

　第 ２５条经验　深刻理解“宽口径，厚基础”很重要 １８９⋯⋯⋯⋯⋯⋯⋯⋯⋯⋯⋯⋯⋯⋯⋯

　第 ２６条经验　软件工程专业的内涵 １９０⋯⋯⋯⋯⋯⋯⋯⋯⋯⋯⋯⋯⋯⋯⋯⋯⋯⋯⋯⋯

　第 ２７条经验　课程建设的重要性 １９１⋯⋯⋯⋯⋯⋯⋯⋯⋯⋯⋯⋯⋯⋯⋯⋯⋯⋯⋯⋯⋯

　第 ２８条经验　高质量程序设计是培养学生能力的目标之一 １９２⋯⋯⋯⋯⋯⋯⋯⋯⋯⋯

　第 ２９条经验　计算学科导论的核心问题 １９２⋯⋯⋯⋯⋯⋯⋯⋯⋯⋯⋯⋯⋯⋯⋯⋯⋯⋯

　第 ３０条经验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到底该强调什么 １９５⋯⋯⋯⋯⋯⋯⋯⋯⋯⋯⋯⋯⋯⋯

　第 ３１条经验　Ｃ＋＋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应该讲授什么 １９５⋯⋯⋯⋯⋯⋯⋯⋯⋯⋯⋯⋯⋯

　第 ３２条经验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不能光讲汇编指令 １９６⋯⋯⋯⋯⋯⋯⋯⋯⋯⋯⋯⋯⋯

　第 ３３条经验　数据结构与算法经验谈 １９７⋯⋯⋯⋯⋯⋯⋯⋯⋯⋯⋯⋯⋯⋯⋯⋯⋯⋯⋯

　第 ３４条经验　计算机网络的教学改革与建议 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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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３５条经验　操作系统应该关注哪些方面 １９９⋯⋯⋯⋯⋯⋯⋯⋯⋯⋯⋯⋯⋯⋯⋯⋯⋯

　第 ３６条经验　教材问题 ２００⋯⋯⋯⋯⋯⋯⋯⋯⋯⋯⋯⋯⋯⋯⋯⋯⋯⋯⋯⋯⋯⋯⋯⋯⋯

　第 ３７条经验　加强实验教学 ２００⋯⋯⋯⋯⋯⋯⋯⋯⋯⋯⋯⋯⋯⋯⋯⋯⋯⋯⋯⋯⋯⋯⋯

　第 ３８条经验　课程实训很重要 ２０１⋯⋯⋯⋯⋯⋯⋯⋯⋯⋯⋯⋯⋯⋯⋯⋯⋯⋯⋯⋯⋯⋯

　第 ３９条经验　毕业论文还有必要吗 ２０２⋯⋯⋯⋯⋯⋯⋯⋯⋯⋯⋯⋯⋯⋯⋯⋯⋯⋯⋯⋯

　第 ４０条经验　学生管理工作“事无巨细”，关怀备至理所当然 ２０３⋯⋯⋯⋯⋯⋯⋯⋯⋯⋯

　第 ４１条经验　教学管理既要严格又要灵活，更要鞭策和激励 ２０４⋯⋯⋯⋯⋯⋯⋯⋯⋯⋯

　第 ４２条经验　学生是需要不断鼓励的 ２０５⋯⋯⋯⋯⋯⋯⋯⋯⋯⋯⋯⋯⋯⋯⋯⋯⋯⋯⋯

　第 ４３条经验　谁说“酒香不怕巷子深” ２０６⋯⋯⋯⋯⋯⋯⋯⋯⋯⋯⋯⋯⋯⋯⋯⋯⋯⋯⋯

　第 ４４条经验　从心得体会中捕捉信息 ２０６⋯⋯⋯⋯⋯⋯⋯⋯⋯⋯⋯⋯⋯⋯⋯⋯⋯⋯⋯

　第 ４５条经验　师兄师姐们现身说法的影响力 ２０７⋯⋯⋯⋯⋯⋯⋯⋯⋯⋯⋯⋯⋯⋯⋯⋯

　第 ４６条经验　毕业生跟踪调查的必要性和方法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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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香子 · 常思

昨是骄阳，今见寒霜。

四时景、只道平常。

远山依旧，碧水徜徉。

赤子无它，思无忌，梦无缰。



第一章　绪　论

应用型本科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多元化这一时代背景下发展壮大的，它的特
点是：面向地方，服务基层（行业）；校企合作，应用为本。 “学而时习之”是中国教育的优良
传统，强化社会实践环节，就是强调与企业合作办学，开放办学。 大学无法独立地、直接地培
养工程师，需要与企业开展人才的联合培养，共同探索人才培养模式。 一体化学习是学生在
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学习并实践个人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工程能力，从而养成积极、主动
的情感态度。

第一节　应用型本科教育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产物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人才的培养，高等教育进入了大发
展时期。 特别是在中西部和边远地区新办一批大学，为各行各业培养了大量急需的专门人
才。 “文革”结束以后，高等教育开改革开放之先河，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辉煌。 １９７８
年全国高校招生数为 ４０万，毛入学率只有 ２．７％。 ２００２ 年毛入学率达到 １５％，进入大众化
阶段①。 近 １０ 年又增长 １１．９个百分点，２０１１年毛入学率达到 ２６．９％（枟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枠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４０％），普
通本专科年招生人数达 ６８１万，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至 ２０１０ 年止，全国共有普通本科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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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计算，是指 １８ ～２２ 岁应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实际接受了各种高等教育（专科及其以上学
历）的人数，它表明了一个国家或地区提供高等教育机会的综合水平。 国际上普遍采用美国学者马丁· 特罗的研究结果，
即依据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把高等教育分为 ３ 个阶段：１５％以下为高等教育精英阶段，１５％ ～５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５０％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１ １１２所（含独立学院 ３２２所），其中部属院校 １０８所，地方院校 ６３３ 所，民办院校 ３７１ 所。 蓬
勃发展的高等教育，为现代化建设源源不断地输送了高层次人才，提供了高水平的智力支撑
和社会服务。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入学人数剧增，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多样化，对高等教育办学体

制和办学模式提出了挑战，从而使得高等教育多元化。 应用型本科正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
高等教育多元化这一时代背景下发展壮大的。 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既是社会经济、科技发
展的要求，也是教育发展的要求，有利于更加合理地调整高等教育的结构。 高等教育多元化
发展，调整结构，拓展功能，更加直接地为生产领域服务，为应用型本科教育提供了有利的
条件。

二、应用型本科的人才培养

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是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直接从事解决实际问题、
维持工作正常进行的高等技术型人才。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到来，应用型本科的培
养目标更突出“应用”。 应用型本科注重专业应用能力的培养，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强调学生在学习与实践中掌握理论知识与培养应用能力。 应用型人才既掌握某一技术学科
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同时也掌握包含在技术应用中不可缺少的非技术知识，他们最大的
特点是具有较强的技术思维能力，擅长技术的应用，能够解决生产实际中的具体技术问题，
是现代技术的应用者、实施者和实现者。
随着大众化教育进程中生源质量差异化，教育目标多元化和人才去向基层化的转变，应

用型本科的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也随之发生变化，体现在：缩减纯理论性的教学内容，增加
实践性、操作性强的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多样化，给学生更多的选择余地和空间，学生在选择
组合方面由被动转为积极主动，学习时间也更加灵活多样。
大众化教育侧重培养具有较强适应性的基层实用型人才的理论应用能力和实践操作能

力。 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授课方法已经无法适应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培养要求，在教学
方法上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 除了传统的课堂讲授，还要采用案例教学、模拟教学、分组讨
论教学、项目教学以及社会实践等丰富多彩的教学方式。
高等教育大众化使得教育质量标准更加丰富与多样。 一方面，要满足入学者的个性化

发展要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多规格人才需求，必然是目标多样化，教学模式多元化，教学过
程个性化，评价大众化时代的学生，必须承认人的个性差异性，建立以能力评价为主的多元
化教学评价体系；另一方面，评价形式多样化，不再局限于期末考试、闭卷考试，还应包括作
业、作品、课堂表现、课程论文、实际操作、小组答辩、口试、上机测试等，同时还应尝试一些没
有标准答案的开放性试题，鼓励自由思想和培养创造能力。

三、应用型本科的特点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大众出于职业及自身发展的需要接受高等教育，成为高等教育
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大众的需求，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存在价值。 高校具有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３大职能，但一所高校，主要培养什么类型的人才、从事什么样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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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提供什么样的社会服务，必须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条件来确定。
地方高校的生源状况、师资力量和科研水平决定了它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应用型人才。

地方高校是由地方政府投资和管理的，必然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服务于地方是其存在的前
提和价值基础。 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以行业需求为导向，由行业企业主导实践教学过程，行
业企业始终参与人才培养整个过程。 人才培养上，应用型本科的校企合作的意义在于将学
校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转化为双轨培养模式，即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到教学内容的选择，
从教学时数的分配到教学方法的确定，从考试到毕业设计的选题和评价标准等全部教学过
程，不再是学校独家运作，而是企业的全程参与和目标指向。 科学研究上，校企合作的表象
就是学校的科研成果直接应用于企业生产，企业减少初始投资和降低了风险。 应用型本科
的科研，注重应用性研究，特别是与地方行业密切相关的技术开发和应用，以解决所在区域
生产中的技术问题，提倡科研与教学的相互促进和良性循环。 一言以蔽之，应用型本科的特
点是：面向地方，服务基层（行业）；校企合作，应用为本。

四、应用型本科与学术型本科和职业教育的关系

应用型本科，是高等教育学术型与职业型二元结构的有机结合。 学术性高等教育与高
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实践的两种偏向，两者之间存在诸多过滤或中间状态。 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在枟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１９９７年）枠中对高等教育作了划分，见图 １．１。 结合我国
的现状，教育家潘懋元认为 ５Ａ１ 类院校对应综合性研究型大学，５Ｂ类院校相当于我国的高
职高专学校，介于研究型大学（５Ａ１）和职业型院校（５Ｂ）之间的 ５Ａ２类院校就是应用型本科
院校（多科或单科性专业型大学或学院）。 高等教育学术性与职业性统一于应用型本科，学
术型高等教育、职业型高等教育与应用型本科之间的关系见图 １．２。

图 １．１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１９９７年）

应用型本科内涵为“本科底蕴＋应用特色”。 在理论基础知识要求上与学术型本科相
比，应用型本科是基础知识“坚实”，强调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最佳结合（而不是基础知识全
面、系统和深厚），注重掌握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突出理论学习能力、社会实践能
力、技术应用能力。 在实践性教学环节要求上与高职专科相比，应用型本科培养的人才的理
论基础比较扎实，职业岗位的适应面比较宽，岗位的技术含量和管理层次也比较高。 有人认
为应用性本科教育属于职业教育的本科阶段，更多的人认为应用型本科是学术型本科教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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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学术型、职业型与应用型之间的关系

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桥梁。
理想的高等教育应呈现出“倒金字塔式”的分类发展体系：处在底层的是承担着基础性、

原创性科学研究，培养创新型、学术型人才任务的少部分研究型大学；中间则是为数众多的
教学型高校，主要承担满足社会各类需求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任务；顶层是各类职业学院
和专科学校，主要承担技能型人才培养任务。

第二节　工程型本科教育

一、工程教育的挑战

虽然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的阶段，高等工程教育也在短时间内有了很大的
发展，但是工程教育无法满足产业对人才的需求，处处可见工程人才短缺的现象，高等工程
教育的质量还需进一步提高。

图 １．３　产业链微笑曲线

（一）人才供需之间的矛盾

始于 ２０世纪中后期的全球产业大转移与信息革命的结合，使得全球化和信息化已经成
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 发达国家已经将像制造业这样的劳动密集型和设备密集型产业转

移到发展中国家；正在将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向
发展中或次发达国家，比如服务外包业，包括
信息技术外包（ ＩＴＯ），业务流程外包（ＢＰＯ）和
知识流程外包（ＫＰＯ）。 中国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开始已经完成从农业向工业化产业的转移，
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但是中国面临着
由制造业向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的

压力。 一方面，从宏基电脑董事长施振荣在
枟再造宏基：开创、成长与挑战枠中提出的微笑
曲线（见图 １．３）看，价值链高的产业是技术密
集和服务密集产业，制造业在整个产业链中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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