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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现有计算机编程语言教学中语法繁琐、理论与实践脱节等问题，分析Python语言的特点及其教

学开展现状，提出了一种主题研究式教学创新模式，设计并构建面向多个不同专业的教学案例库，研发

了基于“课堂–上机–课后”三位一体的主题式计算机语言教学模式，并总结教学改革效果和经验。实

践表明，在主题研究式教学模式指导下的Python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显著提高了学生的程序设计兴趣及运

用计算思维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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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s such as complicated grammar and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teaching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languag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eatures of Py-
thon language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its teaching, and puts forward an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 of theme-based research. In this study, the teaching case base for many different majors is de-
signed and constructed, the theme-based computer language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the trinity 
of “classroom-computer-after class” is developed, and the teaching reform effect and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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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summarized. The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program design course of Pyth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eme-based teaching mode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 interest of students in program design 
and their ability to solve professional problems by using computational thinking; good teaching re-
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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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计算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类课程旨在培养学生运用编程语言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过去近二十年

的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课程中，C 语言一直作为主要讲授对象。虽然，C 语言具有代码简洁紧凑、执行效

率高、贴近硬件、可移植性好等优点。但是，由于 C 语言语法过于灵活，所需掌握的细节概念非常庞杂，

不利于非计算机专业和初学者学习 [1]。而且，C 语言在人工智能、计算科学等方面已表现出极大的不足。

因此，我们需要一种简单易学且能解决更实际问题的语言，Python 语言恰好能弥补 C 语言的不足。与 C
语言相比，Python 具有语法简单、开发效率高、可扩展性强等优势，该语言行业覆盖面广，在 AI 编程、

科学计算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 
目前，越来越多的大学将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作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的基础课程。美国综合排名前

100 的大学有超过 70 所在近三年开设了 Python 语言类课程 [2]。与国外相比，我国高校在 Python 课程建

设上尚且存在较明显的不足。截至 2015 年，全国开设了 Python 课程的高校仅不到 10 所。南京大学、北

京理工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等著名高校先后设立了 Python 课程，但大多数以小班尝试为主。2016 年，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发布了《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首次建

议将 Python 语言作为首门程序设计课程的教学语言 [3]。在其推动下，国内高校逐步开设了 Python 语言

程序设计课程，并成为教学改革热点。 
然而，由于 Python 课程的教学开展时间很短，相关教材、参考书、实验案例库都十分有限，师资和

参考教学体系也很欠缺，授课方式仍然沿用传统的编程语言授课方式，即主要讲授基础理论知识，用一

些经典案例讲授基础算法和一些单纯数学问题的求解 [4]。在这种教学模式下，知识与应用脱节，学生无

法将程序设计课程内容与具体的应用结合起来，学习目标不明确，难以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学习动力

不足，最后导致“课堂老师满堂灌，考试学生整书背”的局面。 
因此，在教育理念上，如何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选择性、独立性和创造性；在知识传授上，如

何培养学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从开放式的问题中探索寻求多种解决方法，从而激发学生继续学习的兴

趣；在教学规划上，如何建立分层分类的教学模式，都是目前作为基础计算机语言类课程需要解决的问

题，更是开课时间不长的《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所面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综上所述，深入了解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新阶段对程序设计语言教学的要求，迎接新时代、新技术环

境下高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所面临的挑战，探索建立面向非计算机专业的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体系和

教学模式是一项十分紧迫而又意义重大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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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的教学现状与分析 

2.1. Python 语言的特点 

Python 语言是最接近自然语言的计算机编程语言 [5]，具有简洁、生态、开发效率高和可移植性及扩

展性好等特点。 
1) 简洁：Python 的语法较为简单、易读，初学者很容易入门 [6]。该语言能够进行语句级、面向过程

和面向对象的程序开发，灵活性高，能更好地表达算法和程序逻辑。 
2) 生态：Python 具有全球最大的单一程序语言计算生态，是一门计算生态语言 [5]。截至 2022 年 11

月，Python 语言已经拥有 15 万余个第三方库，覆盖领域广，有效避免了程序员的重复工作，极大地提高

了编程效率。 
3) 高效：Python 代码编写效率高，相同功能的程序，C 语言的代码量大约是 Python 的代码量的 10

倍。代码量的减少能很好地节省代码调试时间，提高编程效率，缩短开发周期。 
4) 高扩展性：Python 语言又称胶水语言，可以集成到 C、C++、Java 等语言中，可以在任何安装解

释器的计算机环境中执行 [7]，能够不经修改地实现跨平台运行。 
基于以上语言特点和优势，Python 在统计、科学计算和 AI 编程等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2004 年以

后，Python 语言的使用率呈线性增长，2016 年排名第三的 Python 被评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语言。 

2.2. 教学开展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已成为国内外高校的计算机类基础课，在计算机和非计算机专业

展开了广泛的教学活动。然而，现有的教学模式和方法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一方面，现有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陈旧且单一，不利于学生计算思维和动手能力的培养。目前，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的教学仍采用传统的计算机语言教授方法，主要讲一些基础理论和语法知识，语法

细节过于繁琐，缺乏对问题的抽象、分解和自动化等编程思维解决问题的引导和渗透，导致学生面对实

际问题仍无从下手，无法将实际问题转换成计算机语言。 
另一方面，现有的教学实验案例缺乏针对性。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作为一门面向多个专业的计算机

公共课程，其授课对象一般是全校理工类的学生。但 Python 程序设计讲授案例或上机作业大多是统一布

置的 [8]，在专业差异化方面考虑欠缺，使得计算机课程与学生所在专业严重脱节，导致课程结束后，学

生仍无法使用所学的计算机知识解决本专业领域的问题。 

3. 主题研究式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教学模式的提出与实施 

作为一门面向多个专业开课的计算机基础课程，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旨在帮助不同专业的学生建立

计算思维，用编程技术解决本专业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可以说非计算机专业的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

是一门交叉学科课程，适合采用主题式教学模式，根据授课专业不同，探讨不同主题对象的计算机抽象

与表达方式，将主题式教学贯穿于各个阶段的教学过程中，每一堂课、每一个教学环节、每一次教学活

动都应体现学生的主体性与教学的研究性，也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环节”，即以主题式研究教

学为中心，突出课堂开放性习题和课后探索性训练两个环节，最终形成课堂、上机、课后三位一体的本

科研究性教学网络，培养学生的创作和科研能力。 

3.1. 教学设计基本原则 

Python 课程主题教学设计遵从启发性、针对性、实践性、互补性四个原则。具体阐释如下： 
第一， 启发性：引导学生以问题为导向，从解决问题入手设计并编写程序，采用逆向思维引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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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Python 语言，在写程序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巩固基础语法知识和库函数。 
第二， 针对性：Python 课程主题式教学的授课对象是多个不同的非计算机或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因

此，其教学案例设计要具有针对性和多样性，案例库要尽量丰富，满足多个专业需求。 
第三， 实践性：计算机语言类课程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尤其在主题式教学模式下，要将对实际案

例的分析贯穿到理论课堂和上机实践的不同环节。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剖析案例，运用计算思维分解问题；

在课后或上机环节，指导学生将实际问题转成计算机语言，运用计算机技术解决问题。 
第四， 互补性：主题式教研模式将计算机与不同专业交叉融合，对专业的发展和 Python 的教学具

有双向作用，形成互补互利优势：一方面，在主题式教研过程中，考虑与不同院系不同专业合作，构建

相关需求专业 Python 语言案例库，有利于提高非计算机专业的数据处理水平；另一方面，将专业典型案

例融合于 Python 教学中，有助于行业交叉，反向优化计算机语言教学，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老师的教

学质量。 

3.2. 教学专题设计思路 

根据我校有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开课需求的学院和专业，构建面向资源环境、经济管理、数理

类、地质工程类和测绘遥感类等不同专业的主题实验案例库，将具有主题对象的课程资源、习题引入课

堂及上机实践环节，以场景化的学习过程，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动力。 
 

Table 1. Examples of the case base 
表 1. 专业案例库简介 

序号 专业 针对性案例示例 输入数据 输出要求 

1 资源环境类 城市空气中二氧化硫污

染情况分析 
近5年某城市空气污染数

据表及字段说明 

对原始数据进行数据“清洗”–缺

失值、异常值等处理，二氧化硫污

染物时空变化分析及可视化展示 

2 经济管理类 基于文本聚类的红楼梦

词云分析及可视化展示 “红楼梦”小说 txt 文档 小说里的十大高频人物关系分析

及关联关系图绘制 

3 数理类 运用递归思维解决汉诺

塔问题 盘子数量及底座个数 编写函数，根据盘子数量输出详细

移动步骤 

4 地质工程类 
利用 Python 第三方库爬

取地质报告，并对其进行

分析 

采用爬虫技术爬取地质

报告作为输入数据 
地质报告的关键词提取及相互关

系图绘制，从而分析地质问题 

5 测绘遥感类 
利用 Python 图像处理函

数以及深度学习库对遥

感影像进行分类 
遥感影像数据 对目标地物进行分类与变化监测

分析 

 
以上 5 类专业每个专业设计多个针对性案例库，表 1 是案例库示例，旨在利用 Python 语言强大的数

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数据挖掘、数据可视化等功能解决不同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在潜移默化

中培养学生运用计算思维和计算机技术解决本专业生产实践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科研兴趣，增强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以及实践应用能力，为将来的科研和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根据以上教学设计过程，准备输入数据资料，安装 Python 编译环境及所需要的第三方库函数。在完

成语法讲授的基础上，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分析问题，分解题目，引导学生进行程序设计，形成伪代码；

安排上机课程，编写并调试代码，生成结果，完成输出要求；最后，对相关专业问题及所涉及的 Python
语法和库函数进行分析总结。形成“课堂–上机–课后”三位一体的主题式研究教学网络，培养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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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和科研能力。学生自主学习成果和反馈提升成果将进一步完善教学案例库，从而形成面向不同专业

的主题研究式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教学模式。 

3.3. 教学效果评价 

主题研究式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的教学模式实施后，通过对授课学生及所在专业的教师进行访谈调

查，大多数学生和老师对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是认同的，认为是一种双赢的教学模式。这一模式，强化

了学生对专业问题与计算机编程语言之间关联与转换，也增强了学生对 Python 语法和库函数的理解与运

用能力。在解决专业问题方面的能力上，专业课老师对学过 Python 课程的学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相比传统的计算机语言教学模式，学生更喜欢主题研究式教学模式。基于本专业熟悉的实验案例库，

使学习内容更加具体、真实，贴近专业本身，学生的积极主动性更高。通过与授课学生及所在专业的教

师进行沟通，能进一步优化案例库。作为一种全新的计算机语言课程教学模式，将主题研究式教学融入

课堂、上机和课后等教学全过程，对学生专业问题的解决及计算机思维的培养都有极大的帮助。随着人

工智能和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主题研究式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的教学模式的探索将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和

作用。 

4. 结束语 

针对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面向多个专业授课的特点，本论文提出了一种主题研究式 Python 程序设计

教学模式。在多专业教学案例不断完善的前提下，开展“课堂–上机–课后”三位一体的教学设计思路。

结合我校专业设计特点，选择资源环境、经济管理、数理类、地质工程类和测绘遥感类等五个专题进行

案例库设计，融入 Python 基础语法、程序设计及编码等多个理论与实践环节，形成跨专业的计算机语言

教学模式。主题研究式教学模式是“大数据”背景下的重要教学改革路径，主动学习及运用计算思维解

决本专业问题是本科生培养的关键目标，探索面向不同主题的计算机语言教学新模式，在实践中不断完

善、优化主题研究式教学模式，为其他面向多专业的公共课提供教学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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