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平台、多环节、多方式，学练双环扣保障教学质量——《程

序设计基础》课程组网络教学概况 

《程序设计基础》是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系程序设计与算

法课程组面向 19 级大一学生开设的学科基础（平台）课，授课对象

包括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通信工程、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物联网工程、校企共建班等所

有本科专业。《程序设计基础》课程包括“理论”和“上机”两部分，

课程组成员由信科院计算机系金兰、梁洁、张硕，电子系鲁力和信息

系刘丽五位老师组成。 

受疫情影响，学校贯彻教育厅要求的新学期停课不停学的教育方

针，有条不紊的推进线上教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积极响应和部署，

课程组成员通过多平台、多环节、多方式交叉融合，学练双环扣取得

了很好的教学效果。近日，课程组金兰老师在接受教育厅线上教学抽

查时获得了高度好评：多平台结合运用的很娴熟，课件资源准备的很

充分，线上教学互动非常好！ 

一、前期准备 

《程序设计基础》课程包括“理论”和“上机”两个部分，均在

网上开展。课程组开课前期做了认真充分的准备工作。课程团队录制

了课程教学视频。“理论”教学部分在“超星学习通”上上传了丰富

的教学资源，包括教学课件、教学视频、章节测试、上机环境和平台

和拓展资源；“上机”教学部分在“PTA 程序设计类实验辅助教学平

台”上上传了上机练习题和课外编程练习题等全套配套课程资源，学

生可以借助该平台完成上机编程任务，并实现程序的自动评测和判分，

并记录学生的上机学习数据，包括程序代码的提交率、通过数及通过

率等信息，并可以实现学生成绩数据的下载和导出，为后续学生上机

信息的采集和存档、成绩的评判提供了数据支撑。同时，课程组成员

在开课前期也就网上教学进行了多次网络讨论会，为后期课程顺利开

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二、理论教学 

 
图 1  学习通上的线上教学资源（理论教学部分） 

 
图 2 PTA 程序设计类实验辅助教学平台（上机教学部分） 

   

  

图 3  课程组成员线上教学讨论 



 

 

理论课程采用“学生自学+课堂测试+直播讲授+课后练习”的方式

进行。下面就以金兰老师的理论教学实施方案举例。  

1.学生自学：老师布置自学内容，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自学内

容。 

2.课堂测试：针对自学内容模块，在学习通上发布课堂活动，进

行在线测试，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完成后，提交到平台上，检测学生的

自学情况，并在线点评学生完成的情况。 

 

图 4  引导学生观看视频 

 
 

 

图 5  学习通上发布视频知识点对应的课堂测验 

 

图 6  检测学生课堂测验完成情况 

 



 

 

3.直播讲授：针对知识点对应的典型例题，进行钉钉直播讲授，

侧重知识点在具体场景的应用。同时，在线回答学生在自学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或是启发大家共同探讨问题和解决问题。 

4.课后练习：布置学习通上的章节测试题和在线评测平台上的编

程题，巩固课堂知识，提升编程能力。 

 
图 7  直播讲授知识点的场景应用 

 

图 8  钉钉群直播 

 

图 9  在线探讨和答疑 



 

 

三、上机教学 

上机教学部分采用“视频讲解+QQ 群分享屏幕”方式进行。下面

就鲁力老师的上机教学实施方案举例： 

1.按照课程组的要求，进行课前准备：提前指导学生完成 PTA 程

序设计类实验辅助教学平台的注册，按照课程组的设计，提前上传好

上机题。这项工作是学生能在家进行网上上机的前提条件。 

2.利用 QQ的屏幕分享功能进行任务布置：上机课视频讲解方式布

置和讲解该次上机课的上机目的和要求、上机内容、上机作业的提交

内容和方式。利用视频讲解基本上能将课程的主要内容和重难点讲清

楚，这为同学们的上机实操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图 11  布置上机任务 

 
图 10  布置课后作业 



 

 

3.在线答疑：上机过程中，学生可以将遇到的问题，通过截图的

方式发到 qq 群中，老师看到问题后可以在图片上指出学生的问题所

在。由于是屏幕共享，所以学生可以实时听到老师的语音解答，并在

屏幕上看到老师鼠标指出的错误位置。这样可以很容易理解老师讲解

的问题。并且，其他学生也可以看到别人提出的问题，鲁老师鼓励大

家一起帮忙找错误。这样可以使得教学相长。 

4.作业收集：通过 PTA平台完成上机编程题的提交，平台能够实

现自动评测判分。同时通过学习委员收集学生的上机 word 版报告存

档。 

 

       

图 12  在线答疑 



 

 

四、教学评价 

疫情期间采用的这种线上上机方式，得到了同学们的普遍认可： 

   1.金兰老师的理论教学评价 

①计科 1905 侯明亮 

 

 

 

②计科 1906 左敏 

 

 

 

 

PTA 平台自动评判分 

   

图 13  上机作业提交和收集 

 



 

 

③计科 1907 杨丹婷 

 
图 14  金兰老师理论环节学生评价 

2.鲁力老师的上机教学评价 

 
图 15  鲁力老师上机环节学生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