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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C语言作为编程语言的基础课程，是高等院校计算机相关专业的必修课，其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计算机思维

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1]。但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缺乏练习，缺乏兴趣。因此，笔者根据在讲授C语言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结合学生特点和专业定位，进行深入思考，提出了教学模改革创新，将传统的“48+16”教学模式改为“64

学时理论实践同步”的教学模式。本文深刻总结了传统教学模式中存在的弊端，详细阐述了教学模式改革中各项改革实

施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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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basic course of programming languages,C Language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computer-related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It aims to cultivate the student's ability of think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computer science.But,i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students do not have enough practice and enthusiasm.Thus,Based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 Language teaching process,the paper integrates the student's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major 
orientation,and accordingly proposes a teaching mode reform and innovation,which converts the traditional "48+16" teaching 
mode into the "64-hour theory-practice paralleled" teaching mode.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rawbacks i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and elaborates on implementation in the teaching mode reform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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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C语言程序设计作为编程语言类的基础课程，在高等院校

计算机相关专业开设，该门课程作为计算机相关专业编程语

言的基础课程[2,3]，是非常好的入门选择课程，它不仅仅能培

养学生的专业技术，使之能够有一技之长，还能培养学生的

计算机思维能力，使之能够用计算机的思维进行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该门课程结合软件、硬件，在学科设置中起到举

足轻重的作用[4]。

2  C语言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C Language
     teaching status and problems)

目前全国高校采取的教学模式均为传统教学模式，课

程一共64学时，其中48—52学时在教室进行，设置12到16学

时的实验。该种教学模式主要是“教师讲解，学生听课”为

主。C语言因其丰富的数据类型、数据结构、运算符，可以

操作硬件，不依赖硬件，目标代码高效以及可移植性强等特

点，使得在学习和讲授的过程中理论性太强，造成教学效果

不理想的状态[5,6]。分析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教学目标不明确

编程类课程的目标是能够让学生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掌

握一门计算机语言，理解计算机的运行方式、计算机语言的

本质特征，培养计算机思维能力，为后续的课程做好准备。

绝不仅仅是通过期末考试，拿到好成绩；通过计算机等级考

试，拿到证书。因课时的有限性，教师在讲授过程中重点讲

解考试涉及章节，如顺序结构、选择结构、循环结构、数

组、函数等，而对指针、结构体、预处理等章节的讲解会降

低深度。给学生造成学习课程是为了考试，而非完整掌握一

门语言的精髓这样的错觉。在学期末学生对部分章节内容只

有简单的了解，没有深刻理解。

(2)理论学时多，实践学时少

该门课程一共64学时，其中理论学时48，实践学时16。

按照课程比例，学生上三次课才能上一次实验，也就是说两

周内有三次理论课，一次实践课。学生需要在两个学时内对

六个学时的理论知识进行练习和总结。C语言的理论知识本身

就很零散和复杂，如果没有足够充分的复习，学生在上机时

已经不知道要对哪些知识点进行验证和练习。直接导致的结

果就是学生将书上的例题照搬到Visual Studio 2010环境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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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结果，至于涉及的知识点全然不知。

(3)理论教学依赖教材，创新差，缺乏互动，学生学习兴

趣淡薄

不论是哪一种版本的教材，为了结构的完整性，章节设

置基本都为绪论-算法-基本结构-数组-函数-指针-结构

体-文件-预处理-位运算，设计的案例单一，经典算法较

多，实用性差，且随书PPT大都是课本的复制。教师在讲授过

程中依赖教材和PPT，导致学生对课堂内容缺乏兴趣，互动

少，对一些经典案例也只是死记硬背经典算法，缺乏自主创

新。

(4)实践环节任务单一，缺乏创新动力，且指导能力有限

鉴于课时的有限，教师在安排实践任务时尽可能地让学

生对理论知识进行练习，如此一来学生专注于基本知识的练

习和简单案例的验证，没有更多的时间对新问题新案例进行

思考及编程实现。而且开设该门课程的所有专业实践内容一

样，很大程度限制了将所学专业与该课程结合的力度。

C语言的语法非常谨慎，细微的错误都会导致编译出错等

一系列的问题，在实践环节当中，学生初次接触编程语言，

对编程语言以及编程环境不熟悉，在编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千奇百怪，而且学生对调试程序的过程还没有接触。如果前

期实践过程中不能及时解决学生编程出现的问题，会直接

导致学生对编程产生抵触情绪。而高校一般课堂容量在80到

160，一名指导老师想要及时解决每位同学的问题难度系数非

常大。

(5)考核方式中欠缺对实际编程能力的考核

根据调研，目前全省高校考核方式大多采取的方式为

“期末笔试成绩+平时成绩”，比例一般在80%—20%到70%—

30%，其中平时成绩中涉及出勤、作业和实验报告及表现。从

中可以看出考核中不能体现学生的编程能力，计算机思维能

力，语法的深刻认知以及正确编写能力，亦不能考查学生在

实际项目中需要的任务分工以及团队合作能力。如此，学生

重在学习期末涉及章节及知识点，对实践环节不重视，计算

机思维能力不能得到锻炼，编程能力不能得到提升，创新能

力不能得以提高。

3   C语言教学改革措施(C language teaching reform
     measures)

通过在传统教学模式的教学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通过

不断探索，深刻认识到要想提升学生能力，唯有进行教学改

革，找到适合课程、学生和老师的教学模式，才能培养出经

济社会需求的人才。下面详细叙述教学改革的措施：

(1)课堂模式改革

进行课堂翻转，将原有的“48+16”学时的课堂结构改革

为全程机房上课。机房需要同时满足教室上课和机房实践的

需求，须有投影仪、屏幕、黑板等基本设施满足对理论性知

识的讲解和说明，须能够满足学生一人一台电脑进行独立编

程的环境，同时还需要有教学软件能够满足教师对学生机的

控制、监控、下发作业、回收作业、回答问题、学生个人演

示等功能。

翻转课程既能够满足教师对理论知识的讲解，又能满足

学生对所学知识及时上机编程验证深刻理解。

50分钟的课堂分为三个环节，前15分钟为理论知识讲解

环节，在该环节教师对本节课的理论知识进行深入浅出的讲

解，并通过与实际生活相贴切的例子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知

识点的社而至以及知识点的原理。通过案例讲解培养学生运

用计算机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中间25分钟为学生上机操作

环节，在环节学生不仅可以对正确的Ｃ语言语句进行练习，

还可以在编程过程对可能出现的错误进行学习，以此更加深

刻理解正确的Ｃ语言语句。最后10分钟要求学生对编程中出

现的错误以及错误的原因进行总结，教师对学生编程中出现

的错误进行汇总，如此一来可以对错误印象深刻。

如在输入输出函数中，正确的语法应该为：

ｓｃａｎｆ(＂ｓｕｍ＝％ｄ＼ｎ＂，＆ｓｕｍ)；

ｐｒｉｎｔｆ(＂ｓｕｍ＝％ｄ＼ｎ＂，ｓｕｍ)；

学生通过理论知识的学习对语法的认识不够深刻，在实

际编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部分错误书写方式有：

ｓｃａｎｆ(＂ｓｕｍ＝％ｄ＼ｎ＂，ｓｕｍ)；

ｓｃａｎｆ(＂ｓｕｍ＝％ｄ＼ｎ，＂＆ｓｕｍ)；

ｓｃａｎｆ(＂ｓｕｍ＝％ｄ＼ｎ，＆ｓｕｍ＂)；

ｓｃａｎｆ(＂ｓｕｍ＝％ｄ＼ｎ＂＆ｓｕｍ)；

ｓｃａｎｆ(＂ｓｕｍ＝％ｄ＼ｎ＂，＆ｓｕｍ)；

ｓｃａｎｆ("ｓｕｍ＝％ｄ＼ｎ"，＆ｓｕｍ)；

ｓｃａｎｆ(＂ｓｕｍ＝％ｄ＼ｎ，＆ｓｕｍ)；

ｐｒｉｎｔｆ(＂ｓｕｍ＝％ｄ＼ｎ＂ｓｕｍ)；

ｐｒｉｎｔｆ(＂ｓｕｍ＝％ｄ＼ｎ，ｓｕｍ＂)；

通过在Visual Studio 2010环境中进行语句的编写和编

译，学生在编译调试的过程对语句的严谨会有更加深刻的理

解和掌握。前期编程提升了学生的兴趣，一方面能够在后续

的过程中更加熟练的编程，另一方面学生对编程不会抵触，

更愿意通过编程展示自己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升自己。

(2)教学案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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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校开设Ｃ语言课程的系部有：机械工程系、电子工

程系、自动化系、材料工程系、经济与管理系等，在教学过

程中用的教学案例如果能够根据不同的系部专业特征设计，

学生能够感到所学课程不仅仅是通过考试获得证书，更重要

的是能够将所学知识结合自己专业有所应用。如电子工程系

的学生对位运算的应用比较多，那么在教学中可以将该部分

内容设置更多实际案例进行深度讲解。

(3)教学方法改革

在传统教学方式中，教师大都依赖教材所用案例，解法

也都是经典算法。实际上在学生初次学习的过程中重点是对C

语言结构的认知，并非对经典算法死记硬背。

教师在设置案例的时候需要从实际出发，从生活中考

虑，将生活中的例子用Ｃ语言的方式表达出来，学生可以更

加容易理解语言的精华。另外，对于特定案例，无需要求学

生全部按照经典算法来实现，在学生能够掌握经典算法的基

础上要求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思考用Ｃ语言表达出来。

比如在讲解循环结构时，可以让学生求1到10的和，也可

以通过学生去操场跑步的场景引导学生对于循环需要考虑的

问题。

在讲解案例的过程中根据所学知识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进行讲解，如设置案例：输出九九乘法表。

分析：

第一步：输出“*”

实现方式：

printf(“*”)；

输出结果见图1：

 

图1 运行结果1

             Fig.1 Output show 1

第二步：输出九行“*”

实现方式见图2：

 

图2 主要程序段1

             Fig.2 Main block 1 

输出结果见图3：

 

图3 运行结果 2

            Fig.3 Output show 2

第三步：输出九行就列“*”

实现方式见图4：

 

图4 主要程序段 2

             Fig.4 Main block 2

输出结果见图5：

 

图5 运行结果 3

             Fig.5 Output show 3

第四步：输出九九乘法表

实现方式见图6：

 

图6 主要程序段 3

              Fig.6 Main block 3

输出结果见图7：

 

图7 运行结果4

             Fig.7 Output show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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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优化九九乘法表

实现方式见图8：

 

图8 主要程序段 4

             Fig.8 Main block 4

输出结果见图9：

 

图9 运行结果 5

             Fig.9 Output show 5

(4)指导环节改革

大部分高校依然存在师生比很大的现象，也就是课程的

课容量很大，通常在80—120，教师无法对实践环节中学生出

现的问题进行详细深入的解答。一旦学生在实践环节感到吃

力，会对编程产生抵触情绪，不利于课程的学习。

为此，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进行：

一是减少课容量，设置在20—30人比较合适。

二是对学生进行分组，对出现的问题先组内解决，组内

无法解决的问题寻求其他小组的帮助和老师的帮助。

三是为每个班级配备实验助手，实验助手一般是高年级

或者喜爱编程者，通过在实验助手和老师共同努力下提高实

践环节的效率。

(5)考核方式改革

提高编程考核成绩比重，设置考核组成比例为：期末:平

时:编程为3:2:5。

以往的考核重在期末笔试成绩和平时实验报告上，缺乏

对实际编程能力的考核。在本次改革中不仅要对理论知识的

掌握的情况进行考核，还要对学生的编程能力进行考核。主

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在重要章节设置大作业，可以对学生

分组，3—5人一组比较合适；二是在学期接近尾声之际设置

课程大作业，该大作业将多个章节知识点融合，通过大作业

对学生的实际编程能力进行考核。 

4   结论(Conclusion)
笔者总结了在《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的教学工作中出

现的问题，结合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C语言程序设

计》教学模式改革，详细阐述了教学模式改革中各项措施的

具体实施细节，如课堂模式、教学案例、教学方法、指导环

节、考核方式等，旨在提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兴趣和成果，

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培养学生的计算机思维能力和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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