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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技能竞赛的《手机应用开发》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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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几年，职业技能竞赛的兴起引领着职业教育的创新与改革，职业技能大赛对计算机专业教学改革的影

响不容忽视。文章以《手机应用开发》课程为例，分析了该课程教学上存在的问题，如课程目标定位过高、课程内容滞

后、实践知识点关联性不强、教学模式单一等。探讨基于技能竞赛在课程改革的作用，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对该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的几点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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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Based on Skill Compet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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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the rise of vocational skill competitions leads to the innovation and refor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and the influence of vocational skill competitions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computer majors cannot be ignored.
Taking the course of 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urse 
teaching,such as the overly high orientation of the course objectives,the lout-dated content,the weak relevance among the 
practical knowledge points,the single teaching mode,etc.,analyzes the functions of skill competitions in the curriculum 
reform,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concrete suggestions on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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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近年来，职业技能大赛得到越来越多职业院校的广泛

共识的积极参与。它不仅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手段，也

为职业院校提供了信息交流和展示教育教学的风采的平台，

更是成为高职院校的课程教学设计改革发展的推进器，“撬

动”了课程教学设计的各个环节[1]。

每年职业院校技能竞赛涉及Java和Android的赛项较

多，比如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嵌入式技术应用开发、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等，这些赛项都不同程度地应用了Java和

Android技术，这也反映了Android技术在移动互联专业中的

重要地位和普及程度。从近几年的竞赛看，赛项的考核内容

紧贴行业技术前沿，而这些先进技术的引入已倒逼学校要开

展专业教学课程改革，本文以《手机应用开发》课程为例，

分析本课程教学中的不足，并进行探索和研究，提出行之有

效的改革方案。

2 职业竞赛反映出课程教学中的问题(The problems
   in the course Teaching reflected in skil l 
    competition)
2.1   课程目标定位过高

《手机应用开发》课程是我系计算机应用方向的一门专

业选修课程，主要致力于培养深入掌握Android技术，从事基

于Android平台的手机开发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由于课

程涉及的学习领域广，Android相关技术更新速度又很快，在

教学过程中，教师总是想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让学生掌握更

多的专业知识，而忽略高职学生对计算机学科的接受能力和

消化能力[2]，从而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打击了学生学习的

自信心，这些都对课程的教学开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2.2   课程实践知识点关联性不强

目前使用的教材大都是一个知识点搭配一个案例，但彼

此之间的关联性并不强，实践内容缺乏连贯性和融合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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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课程之间没有建立纵横向的“知识网络桥梁”[3]，学生很难

将所有知识点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造成实践知识点的分散。

2.3   课程内容设置滞后于行业要求

通过职业技能比赛，很直观的反映出学生对知识的不

足，从而体现到学校教师所教学内容的不足。从近年的竞赛

来看，各赛项的设置均紧贴行业技术前沿，比如开发工具

使用的是Android Studio，而不是Eclipse+ADT，Android 

Studio的版本从2.2.3到3.0，这些变化都是与企业同步；而数

据分析、网络框架、编程模式等都是企业目前使用的最新技

术。而这些技术往往在实际教学中大都无法传授给学生，因

素很多，如课时不够，教学设计不足，授课老师缺乏对当前

最新技术的了解，因而对应的实践教学和技能训练大都浅尝

辄止，学生也无法领悟和学习到技术的精髓，无法跟将来的

职业岗位实现对接。

2.4   课堂教学模式单一

课堂教学大都以教师为中心，教材为蓝本，教师一般采

用“填鸭式”或“堆积式”[4]的授课方式。教学模式单一，过

于依赖教材，没有创新，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兴趣。

学生学习处于“被动”地位，学习个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学

习兴趣低下，就不能完全掌握课程所必需的职业技能。 

2.5   教学评价和考试形式单一

教学评价单一，主要以教师为主，而考试形式一般则是

笔试或机试。笔试侧重于记忆，机试则侧重于操作，但是两

个小时的上机考试对于计算机类的学生操作，可反馈的教学

效果实在有限。不管是哪种方式，都只重视对学习结果的评

价，而忽略了对学习过程的评价。

上述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到学生学习Android课程的积

极性，而且也影响到职业技能大赛的参赛选手的技能水平，

不利于应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因此，对现有的《手机应用

开发》课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

3  对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的探索(The exploration
   on teach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specialty
     course)
3.1   以职业技能竞赛为引领，重构课程体系 

职业技能竞赛遵循“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

的原则，具有检验和展示教学成果、激励和选拔技能强手、

引领和弘扬“尊技重职”社会风气的功能[5]，已成为职业教

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推进器。通过技能竞赛的项目分析，可

以得出比赛对专业教学方向的考核要求，以及对职业技能人

才的岗位需求。我们以此为契机，通过了解、分析、参与赛

事和赛项，结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来修订课程标准，调整

Android课程内容的设置，将移动互联相关竞赛涵盖的知识点

与技能点转化为课程教学内容，设计项目实施方案，通过任

务驱动、项目式教学来有效找到课程设置的突破口，推动课

程改革。另一方面，加强实践针对性，改革课程体系，理论

与实践有机结合，学以致用。

3.2   以参加职业技能竞赛为手段，提出新型教学模式 
随着近几年的职业教育的迅猛发展，在技能竞赛、项

目教学、教学模式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一线授课教师

关于这些方面的改革建议也涌现不少。文献[6]中提出“以技

能竞赛内容为标准的教学项目”，文献[7]中改革现有教学模

式，构建基于职业技能竞赛的课堂设计模式与教学评价体系

等。这些研究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与实践的支撑。

笔者通过研究，结合多年的竞赛指导教师的经验与心

得，提出一种新型的整合教学模式，如图1所示。

 

图1 整合教学模式

Fig.1 Integrated teaching model

该模式以竞赛式教学项目为核心，以竞赛训练形式作为

项目实施方式，以多元评价作为检验方式。

(1)应用此种教学模式，仍需要以教师为主导，但教师

身份进行转变，不再是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而是引导学生的

辅导者；在教学过程中要改变学生的“被动”地位，转变为

“主动”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要积极构建一个能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的教学氛围，只有在兴趣的驱动下，学生才愿意

去学并且学得轻松、主动。在《手机应用开发》教学中，教

师利用课前问题启发学生思维，引导学生主动查阅资料，并

启用思维导图帮助学生快速掌握知识点，利用知识特点来进

行不同教学设计，比如UI及样式，设计美观的界面往往能引

起学生的注意，“动画”“绘图”等概念，可以借助酷炫的

设计效果让学生产生兴趣；对“activity的生命周期”的理

解，可以借助验证型的实验来让学生加深印象。这些知识点

的场景设计都让学生有了更加直观地感受，更能激发他们的

兴趣，提高教学效率。

(2)在实践教学内容上，教学项目是主线，也是课堂教

学的基本要素。技能竞赛的项目大都来自实际应用的真实案

例，可以以此为基础，进行项目的优化与分解，分为容易，

中等和困难三档，不局限于业务编排顺序，根据学生的学习

进度和接受程度合理分配。并以技能比赛中的每个能力单元

作为一个子项目，每个知识点的学习作为一个任务，让学

生近距离感受到技能大赛，对他们今后参赛和工作有很大帮

助。另一方面，调整理论课和实践课的比例，加大实践教学

比重，配以实训任务书，让学生在课下也能独立完成实践任

务。此外，还要设计一些实际应用中会遇到的，与新旧知识

有纵横联系的项目案例，锻炼和培养学生的综合解决问题的

能力。 

(3)在教学方式上，将技能竞赛的内涵运用于日常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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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借鉴竞赛的训练方法，即团队模式和反复强化训练。需

求分析、框架搭建、UI设计、代码编写、项目测试和文档

编写，这一系列的项目操作，都需要团队合理分工、齐心协

力才能成功。在课堂上，通常我们都不会让学生一直重复某

一任务，但在竞赛训练中，我们则会让参赛学生反复训练，

“熟能生巧”。因此，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前期选择相对简

单的项目先模仿制作，当学生熟练了基本项目流程后，再实

施复杂项目的创意设计和优化，通过竞赛式项目教学模式可

以让学生锻炼基本技能，提升操作熟练度。

(4)在实际教学中，一堂课的时间往往做不到对学生的全

面评价，一般都是教师通过对学生上交的作业情况进行量化

打分。我们可以将竞赛评分标准作为项目的知识技能要求，

对项目实现过程中学生的各方面表现，进行“个人自评，小

组内互评，组间评价，教师评价”等多元评价等。而最终的

成绩也不仅仅是依靠笔试成绩，而是结合平时小测知识点的

成绩，项目评审的成绩，能独立完成机试的成绩综合得出。

3.3   以赛项为契机，构建立体化的教学资源

(1)建设符合工作场景的实训基地

职业教育的特点是产学研结合，注重学生技能培养。

而学校的实训中心正是给广大学生提供技能训练的平台，因

此实训基地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大赛提倡的是一种项

目化、任务化教学要求，这种导向使我校加大了实训设备投

入、重视社会需求。新建的“智能交通实训室”实训室，既

满足了参赛的需要，又能作为教学实训的基地，更是省级移

动互联网软件开发赛项的实训基地。学校对实训室的布局环

境、设备配置等方面都做了细致的调研和论证，基本实现了

与企业实际工作环境的“零距离”对接。依托省级技能竞赛

基地的建设，采购了多套的竞赛设备作为实训教学设备，引

入仿真实训平台让学生体验真实环境下智能APP的应用。这

些措施结合激励教学的方式，极大程度地满足学生对自身技

能进行提升的渴望，学生学习Android技术的兴趣大大提升，

实训教学效果良好，学做结合在教学改革实现中进一步得到

体现。

(2)建设微课程体系，丰富教学资源

在建设实训基地的同时，也要重视软环境的建设，通过

参与技能大赛，可以构建多种形式的的教学资源，并将这些

资源融入到课程教学中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借

助智能手机从互联网上获取知识，而微课作为一种新型的教

学形式已经深入人心，我们可以借助微课这一教学形式，将

课程教学内容分解为若干个小模块，每个模块作为一个微课

教学单元[8]，建设微课程体系。学生可以借助互联网，不受

时间、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学习、复习和掌握课程知识。

《手机应用开发》课程在已有的教学资源上陆续新增了许多

微课资源，如在线质量课程“安卓应用开发及质量控制”的

10节微课；与大连东软电子出版社合作共建微课资源，完成

了37节的Android方面的微视频和三个创新创业微视频的设计

与制作。另一方面，与省内软件企业公司校企合作，开发了

案例库，以及相应的移动互联项目实战实训指导书，经过两

轮的使用，效果良好。这些资源用来支持课程教学和学习过

程，形成较为成熟的多样性、交互性辅助资源。

3.4   构建多级技能竞赛体系，进一步优化竞赛遴选机制 
参加竞赛是提高学生技能的一种好方法，要想选拔优秀

的学生参加省级竞赛、国家级竞赛，就要先构建课堂到校级

的竞赛体制。可以先在课程教学环节中设置单项竞赛项目，

选拔感兴趣的学生进入初期培训，再通过开展灵活多样的校

内竞赛来进一步选拔。近年来，Android技术应用的相关比赛

很多，比如前面提到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全国大学生

电子设计竞赛等。学校通过与企业共同承办校级移动互联网

软件开发比赛，按照企业的行业标准和国赛技能来设置竞赛

内容，考核学生的职业技能，打破当下以竞赛为中心的“应

赛教育”，以及精英培养的局面，扩大了参赛面，并设置了

奖励机制，调动了学生参赛的积极性，提升了学生整体的技

能水平，并经过激烈的比赛遴选出优秀的学生参加更高一级

的技能大赛。

4   结论(Conclusion)
职业技能大赛是培养应用技能型人才的重要手段。参加

移动互联网软件开发职业技能大赛，并以此为载体，不仅使

参赛师生终身受用，而且对计算机类课程特别是《手机应用

开发》课程的教学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教学主体、

教学资源和教学流程等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教学模式得

以优化和创新，使得教学内容更加贴近企业岗位需求，从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整体认知和综合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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