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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大学计算机类专业计算机网络课程理论中面临的困难，通过对课程内容以“解决问题”为线索进行

整合，提出了“问题树”的概念和结构图，对如何以“问题”为导向来设计合理的教学“任务”，有效实施“任务驱动

教学模式”进行了研究，并以“解决不相邻计算机的传输问题”(即路由协议问题)为例，针对RIP协议的理论教学，详

细介绍了设计任务、呈现任务、实施任务和总结评价的教学设计和组织实施过程。实践证明，任务驱动教学模式能够有

效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获得感，同时，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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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 the problem of the computer network course teaching,the paper proposes the concept and chart of the 
problem tree based on integrating the course content in terms of "problem solving".Several aspects are studied,such as how 
to design the problem-oriented task and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ask-driven teaching mode.Taking "solving the data 
transmission problem between non-adjacent computers" (the problem of routing protocol) as an example,the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teach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n the RIP knowledge,including the designing task,the presenting task 
,the implementing task and the evaluation.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task-driven teaching mode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initiative and sense of gain.At the same time,it puts forward higher demands on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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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计算机网络是大学计算机类专业的核心课程，理论性

强、知识点多，学生学习时常常感觉到抽象和枯燥。在教学

过程中，一般分成理论和实验前后两个阶段进行，理论课以

教师课堂讲、学生听、课后做习题、期末复习笔试为主要方

式，实验课则安排在理论课结束后集中进行。在理论教学环

节，学生常常不明白这些理论用来干什么、学完后我能做什

么，因而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获得感，也逐渐失去学习兴

趣，最终呈现出教与学的两难局面，教学效果也呈逐年下降

趋势，改革势在必行。文献[1,2]指出了教学模式陈旧、教

学内容不完善和实践环节薄弱等三个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但缺乏可操作性。文献[3]针对计算机网

络课程理论教学中导致学生兴趣不高的问题，分析了原因，

制定了可行对策，提出了一种基于问题教学模式的基本思路

和方法，并给出了具体的实践过程，取得了良好效果，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文献[4]以“配置路由协议”和“三次握手

协议验证”两个任务为例，介绍了任务驱动教学法在计算机

网络课程教学中的实施过程，体现了任务驱动教学法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作用，

但任务的设计还不够合理。文献[5]对任务驱动教学法进行

了介绍，给出了教学设计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实用性原则、

可操作性原则、因材施教原则和发散思维原则。作者从创造

性思维的视角曾经对任务驱动教学模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给出了该模式的一种通用模型和完整的实施步骤[6]。为了合

理设计出教学“任务”，本文对计算机网络课程的知识点和

内容以“解决问题”为线索进行了整合，提出了本课程“问

题树”的概念和结构图，在此基础上，对如何以“问题”为

导向来设计合理的教学“任务”并有效实施“任务驱动教学

模式”进行了应用研究。文章将首先介绍“任务驱动教学模

式”的概念和模型，分析比较与“基于问题的教学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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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和联系。随后将给出计算机网络课程的“问题树”，在

此基础上介绍如何在理论教学环节有效实施任务驱动教学模

式，重点是教师如何以“问题”为导向来设计任务、呈现任

务、实施任务和总结评价等。最后对实施效果进行总结。

2  任务驱动教学模式简介(Introduction to Task-
     Driven teaching mode)

任务驱动教学模式是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学习者的学

习过程必须与“任务”相结合，通过完成“任务”来激发和

维持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动机[7]。在作者的前期研究成果中，

从创造性思维的视角对任务驱动教学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

提出了一种通用的模式模型，如图1所示，这也是本文进行应

用研究的基础。

 

图1 基于创造性思维的任务驱动教学模式模型

Fig.1 The model of Task-Driven teaching mode

          for creative thinking

基于问题的教学模式与任务驱动教学模式比较，二者

既有区别也有联系，“问题”包含在“任务”之中，是“任

务”的目标，但不是“任务”的全部。

3  任务驱动教学模式在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学中的应

    用研究(Research on applying Task-Driven teaching 
      mode to the course teaching of computer network)

在如图1所示的模型中，教学者(教师)、学习者(学生)和

任务是该模式的三要素，以任务为主线将教师和学生的教学

活动连接起来，其教学过程一般包括六个环节，即师生课前

准备、设计任务、呈现任务、实施任务、总结评价和反思内

化。对教师而言，设计任务、呈现任务和实施任务是教学设

计的关键环节。教师设计出合理有效的“任务”是前提，设

计任务包括设计问题、陈述问题、提出问题入口等，同时要

明确给出目标要求和学生可用的资料、工具等信息。呈现任

务就是教师创设教学情境，讲解和分配任务，使学生明确任

务和目标，了解完成任务的方法和途径。实施任务则是在教

师的指导下学生自主探究式学习的过程，最终输出任务的解

决方案和成果。大学计算机类专业计算机网络课程的内容具

有明确的问题指向性，而分层和协议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

法，因此非常适合以问题为导向设计相应的“任务”。为

此，首先可以将本课程的知识点和内容以“解决问题”为线

索，自顶向下、逐步细化地表示如图2所示的问题树。

图2 计算机网络课程内容的问题树

Fig.2 The problem tree for the content of 

             computer network course

上图中还可以进一步向下分层出若干子问题，最底层的

树叶节点是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例如，链路层协议的目的

是为了解决相邻计算机的传输问题，即相邻计算机发送和接

受数据的问题，总体上可划分为两大类，即点到点信道和广

播信道的链路层协议，信道不同,协议原理和方法也不一样。

当然，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传输介质问题已经解决，计算机之

间已经能够通过介质传输1比特。但是，如何发和收呢？这

里，以点到点信道链路层协议为例进行说明，理想情况是一

台计算机无限制地发送数据，另一台计算机不停接收数据且

中间不会出错，这就产生了链路层协议的第一个协议，即理

想传输协议。进一步考虑实际场景的限制条件，第一个限制

条件就是接收者能力有限，这样就需要在理想传输协议的基

础上添加流量控制机制(即需要接收者反馈才能够发送下一帧

数据)，这就构成了第二个协议，即单工停等协议。再考虑信

道有可能出错，则需要增加错误处理机制，产生了第三个有

噪声的单工停等协议。进一步考虑另外两个实际需求，一个

是支持数据双向传输，另一个是提高传输效率(最简单的情况

就是使用窗口为1的滑动窗口)，这就成了第四个协议，即窗口

值为1的滑动窗口协议。在第四个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数

据传输效率，即扩大滑动窗口的值，同时，根据传输数据出

错后的重传策略选择不同，就形成了回退N帧协议和选择性重

传协议等。可以这样说，如图2所示的各项和各层级的内容是

从不同层面解决了若干子问题，最终共同解决了计算机网络

互联和网上应用的问题。

以图2中“不相邻计算机的传输问题”(路由协议问题)为

例，针对RIP协议的理论教学，详细介绍设计任务、呈现任

务、实施任务和总结评价的教学设计和组织实施过程。

3.1   设计任务

如前所述，设计任务是任务驱动教学模式中的第二步，

教师设计出合理有效的“任务”是前提。设计任务包括设计

问题、陈述问题、提出问题入口等，同时要明确给出目标要

求和学生可用的资料、工具等信息，因此，“问题”是设计

“任务”的导向，也是教学的目标。此外，一项合理的教学

“任务”还必须满足实用性、可操作性、因材施教和发散思

维等基本原则，并以学生为主体，通过协作和自主探究式的

学习方式进行，通过完成“任务”来有效激发和维持学习者

的学习兴趣和动机。以下是作者在进行RIP协议理论教学过程

中设计的“任务”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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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设计：给定路由器互联的网络逻辑结构图如图3所

示，利用网络仿真软件eNSP和分组捕获软件Wireshark，以

小组为单位完成任务：

(1)在路由器上配置RIP V2协议，关闭水平分割、毒性逆

转和触发更新功能，解读路由表和相邻路由器之间传递的RIP

报文。

(2)启动水平分割和毒性逆转功能，比较路由表和RIP报

文的异同，描述水平分割和毒性逆转的作用。

(3)启动触发更新功能，断开路由器C和D之间的连接，比

较路由表和RIP报文的异同，描述触发更新功能的作用。

 

图3 路由器互联的网络逻辑结构图

Fig.3 The network logic structure diagram

             for routers interconnection

此任务要解决的问题即教学目的是：RIP协议慢收敛问题

产生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教师综合采用课堂讲授、课后学

生自学、课堂小组展示、课堂交流讨论等教学方式，学生以

小组为单位，在规定的时限内制定任务计划书，协作学习、

自主探究式完成任务。

3.2   呈现任务

呈现任务就是教师创设教学情境，讲解和分配任务，使

学生明确任务和目标，了解完成任务的方法和途径，提供与

任务有关的参考资料和工具等。在此阶段，教师在课堂上需

要概要讲解V-D算法原理、慢收敛问题及其解决的办法(此部

分内容已经要求学生课前预习)，演示任务完成的基本方法和

过程，明确完成任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评价指标。最后，现

场与学生讨论和解答有关问题。

3.3   实施任务

通过课堂的任务呈现，各小组进入任务状态，利用业

余时间自主组织实施，包括学习有关资料、深入探索完成任

务的思路和方法、制定任务计划、小组成员分工输出解决方

案、形成任务报告和成果等。在实施任务阶段，教师要通过

在线方式监控、帮助和指导。

随着任务的逐步实施，学生将依次进入思维过程的酝酿

期、豁朗期和验证期，通过发散思维分析和阐释问题，运用

聚合思维进行汇总、筛选和整理等。

3.4   总结评价

任务完成后，教师组织学生在课堂上进行总结评价，包

括各小组展示成果、交流共享自己的学习心得。教师要按照

任务的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对每组学生完成的任务进行点

评，对班级实施任务的全过程进行总结评价，在此基础上，

教师回头需要再对相关的理论知识点进行总结性的梳理，提

出扩展性的思考问题。最后，组织学生进行互相评价，展开

讨论和交流，进一步巩固和内化知识，加深知识的同化与顺

化，并拓展迁移所学知识。

4   结论(Conclusion)
计算机网络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分层和协议是计算

机网络的体系结构，也是解决这样一个复杂大系统的思路和

方法。大学计算机类专业学习计算机网络课程的目的是理解

并掌握“分布在不同地点的计算机如何实现资源共享和信息

交互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面向问题

的一门课程，非常适合以问题为线索来整合教学内容、合理

设计出教学“任务”、组织实施基于“任务驱动”的教学模

式。自2015年以来，我们课程组在软件工程专业本科教学中

进行了实践，从学生返回的情况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的效果：

(1)学生学习所花的时间更多，压力比较大。

(2)有利于锻炼自我的组织管理能力、协作能力和自学能

力。

(3)学生反应不空洞、不枯燥，等等。

与传统的教学模式比较，基于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以

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能够较好地解决教与学的两难境

地。与此同时，也对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和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教师和学生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会更多，但的确能

够有效地解决目前理论教学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尤其是

在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新思维能力训练方面有极大

的促进作用。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些困难和问

题，比如，现有的教材不匹配、学生小组内成员作用不均

衡、小组之间存在着互相抄袭、考核评价方式不够完善等，

需要进一步去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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