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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创新创业教育的Android移动应用开发课程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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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Android的移动应用开发是当前移动互联网开发领域的重要方向，产生了大量的创新应用和创业机

会。传统Android移动应用开发课程的教学在培养学生企业级移动应用开发能力方面存在不足，也忽略了与创新创业教

育的结合。本文提出了一种融合创新创业教育的Android移动应用开发课程的教学改革方法。通过校企合作，共建教学

资源，融合移动互联网创新创业的典型案例，结合SPOC和翻转课堂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实践

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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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droid 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in the mobile Internet development,which 
has produced a large number of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and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The teaching of traditional Android 
development courses suffers from cultivating students' development ability of enterprise-level mobile application,and it also 
ignores the combination with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This paper proposes a teaching reform method 
for Android 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course,in which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re integrated.
Through th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teaching resources are co-constructed,and typical cases of mobile Interne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teaching.Meanwhile,combined with SPOC and the flipping classroom 
teaching methods,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is stimulated,practical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are 
all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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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近年来，在“互联网+”的浪潮下，移动互联网与智能终

端的发展十分迅猛，涌现出了大量的移动创新应用和产品[1,2]。

因此，在创新创业方面，移动应用开发领域蕴含着大量的创

业机会。

Android占据了当前移动手机操作系统的重要份额[3]。

Android移动应用主要基于Java语言开发，很多高校开设了

Android相关课程。基于Android的移动应用开发课程的一个

重要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开发移动应用的能力；同时，移动

互联网环境下产生了大量创新应用和创业案例，将其融入教

学，可以激发学生兴趣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面向高校计算机、软件工程等相关专业，本文提出了融

合创新创业教育的Android移动应用开发课程的教学方法。通

过校企合作，引入企业案例和创新创业案例，在提高学生移

动应用开发能力的同时，培养了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

2  Android移动应用开发现状(The teaching situation
      of android 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在当前高等学校计算机、软件工程等相关专业的培养方

案中，Android移动应用开发通常是在其他专业基础课程之后

开设。在Java技术体系课程教学中，该课程也是Java程序设

计、Web程序设计等课程的后续课程。受限于必修课学分比

例，Android移动应用开发课程通常都是选修课，所占学分、

授课学时、实践课时都相对较少。

受限于授课学时，当前大多数Android移动应用开发课

程的教学内容都围绕Android基础内容来组织，包括Android

集成开发环境、Android模拟器、用户界面设计、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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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t、ContentProvider、BroadcastReceiver、Service、数

据存储及访问等[4]。而在实践教学中，则围绕这些基本知识点

设计验证性实验，学生围绕上述知识点编码实现小的Android

应用。在教学方法方面，当前的教学过程大多还是传统的基

础理论加上机实验的方式，或者采用实验室中边讲边练的方

式。由于授课学时少，讲授深度不够，在学习完课程后，大

多数学生也只是能够根据课程教授的内容开发简单的Android

移动应用，无法胜任较为大型的企业级移动应用的开发工

作。因此，在传统的Android移动应用开发课程的教学中，学

生的开发能力距离开发实用的企业级移动应用还有一定的差

距，往往需要进一步参与培训才能够满足企业开发的能力要

求[5]。

同时，当前的Android移动应用开发课程往往只注重移动

应用开发技术能力的培养，并未结合课程开展创新创业方面

的教育。在当前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创新

应用层出不穷，创业速度也越来越快。特别是随着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成熟，移动

应用在医疗健康、移动教育、智能家居、智能汽车等领域会

出现更多的创新创业机会，其中很大一部分创新创意的落地

会催生出一大批新的移动互联网APP应用。因此，移动互联

网领域蕴藏了大量的创新创业机会，已有的移动互联网创新

创业成功案例为本科的创新创业教育、专业技术能力培养提

供了丰富的资源。然而，目前高校计算机、软件相关专业的

移动应用开发课程的教学大多都忽略了对学生创新意识和创

业能力的培养。

综上，在当前的Android移动应用开发课程中，由于课程

涉及的内容较为基础，开发的应用相对简单，难以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学生的Android开发能力距离开发企业级移动应

用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大多数课程未涉及创新创业教育方

面的内容，包含了大量创新创业机会的移动互联网开发领域

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的优势没有在课程教学中得以体现[6]。

3  Android移动应用开发教学改革(Teaching reform
     of android 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为了提高Android移动应用开发课程的教学效果，教学团

队利用当前流行的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教学

模式，并与企业合作，在课程教学中引入企业工程师、企业

实训案例和移动互联网创新创业案例，打造了一种融合创新

创业教育的Android移动应用开发课程教学模式，其整体的思

路如图1所示。

 

图1 Android移动应用开发课程教学模式

Fig.1 Teaching model of android 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3.1   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

在图1的教学模式中，核心课程包含了Android基础和

Android企业级项目案例实训两大部分。围绕这两部分，课程

的教学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讲授Android基础，其核心是Android

移动应用开发的基础知识，内容与传统的Android课程相同。

由于该部分内容相对简单，学生在学习完Java程序设计、Java 

Web程序设计等课程后，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使用Java开发实

际应用的基础，因此，该部分内容可以由学生自学完成。然

而，由于该部分内容是整个Android移动应用开发的基础，如

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保证学生的学习效果，

同时又能减少授课学时，为课程第二部分的Android企业级项

目案例实训节省出时间，是该部分内容教学要解决的问题。

针对第一个阶段授课内容的特点和要求，教学团队在本

部分内容的教学过程中采用SPOC加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首

先，团队教师制作和整理Android基础视频资源。一方面，

通过与IT企业和培训机构合作，共同制作视频教学资源；同

时，从国内知名MOOC平台(如中国大学MOOC、学堂在线

等)获取优秀的视频资源。将视频教学资源按照知识点整理

后，发布到学校的SPOC平台。在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在开

课前自学完成基础知识点的教学视频。开课后，每次课堂教

学前布置小的案例作业，学生课前完成，课堂上则通过翻转

教学，由学生讲解作业的实现思路和编码过程。通过这种方

式，学生在课下会投入较大精力去学习视频内容，并独立完

成作业，再辅以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总结和讲解，能够较

扎实的掌握Android开发的技术基础。同时，这种教学模式

也大大压缩了授课学时(通常可以压缩到原授课学时的三分之

一)，从而为第二阶段Android企业级项目实训打下基础。

第二个阶段，围绕企业级移动应用开发案例开展教学，

培养学生使用Android技术开发企业级移动应用的能力，彻

底突破高校Android移动应用开发培养中的瓶颈。然而，由

于高校教师团队在企业级移动应用开发中的经验相对不足，

而学生也不可能大规模集体参加校外企业或培训机构的项

目实训，因此，如何在高校的教学环境和过程中实施企业级

Android移动应用案例实训，是本阶段教学中要解决的关键

问题。

为了实现第二阶段的培养目标，教学团队在教学过程

中，通过校企合作共建教学资源，并在教学过程中引入企业

工程师或培训讲师，合作完成教学。在教学资源共建方面，

重点是引入合作企业或机构提供的企业级Android应用案例，

通过团队教师的定制与裁剪，形成若干适合教学的案例。在

授课过程方面，由团队教师或企业工程师合作授课，从软件

开发生命周期角度开展案例实训，学生则以团队形式(每个团

队3—5人)完成实训中的案例。具体的实训过程为：(1)需求分

析阶段：结合已有的需求分析文档，授课教师讲解移动应用

案例中的系统需求；(2)系统设计阶段：结合已有的系统设计

文档，介绍系统的架构设计、数据库设计等；(3)编码实现阶

段：授课教师讲解1—2个模块的功能实现，以及功能模块中

涉及的核心技术，然后，由学生分组完成系统的其他模块；

(4)系统测试阶段：由授课讲师讲解基本的测试方法，并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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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阶段讲解的模块，为学生讲解企业级移动应用的常用工

具、测试用例设计方法、测试文档的撰写方法等；然后，由学

生完成系统其他功能模块的测试；(5)在课程结束后，学生要参

加集中的答辩，通过小组答辩的方式获得课程的最终成绩。

限于授课学时，在实训的需求分析、系统设计阶段，

授课教师主要是给学生讲解已有的需求分析、系统设计的文

档，学生分团队理解文档的内容。实训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

仍是系统编码实现阶段，每个学生都要根据所在团队的分

工，与组内成员协作完成几个模块的编码工作。课程最后的

答辩考核在课堂教学结束后进行，通常安排一天时间集中答

辩，每个小组汇报工作的同时，组内每个成员也需要说明自

己的工作，从而使每个学生都能积极参与案例实训。

3.2   创新创业知识的融合

在上面介绍的两个阶段的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学团队融

入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等当前

发展的前沿和典型案例，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并通过

课程的实践环节，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具体来说，首先，在教学内容的第一阶段，在介绍

Android开发基础知识的同时，介绍移动应用创意、APP上

线与推广等创新创业方面的基础知识，分析已有的移动互联

网创新创业成功案例；第二，在教学内容的第二阶段，结合

Android企业级项目案例的实训，学生不仅要以团队形式共同

完成一个企业级Android APP的分析、设计、编码和测试，

还需要完成APP的策划、上线、推广的全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课程创新创业教育的效果，结合学院与

企业共建的校园智创空间，教学团队邀请学校和企业的创新

创业指导教师对学生的创新创业项目予以指导；同时，也对

教学团队教师进行专业的创新创业知识和技术的培训。

3.3   校企合作的支撑

课程目标是培养学生使用Android技术开发企业级移动

APP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在课程的内容组织、

授课、实践等多个环节，都需要企业级移动应用案例与创新创

业案例的支撑。校企合作是实现上述教学过程的基础。

首先，在合作企业选择方面，主要从与学校和学院有合

作协议或合作关系的企业或IT培训公司中选择。一方面，从

与学校、学院保持较好合作关系的学校所在地周边的IT高新

技术企业中选择。这些企业从事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方

面的研发工作，有实际的工程需求，可以结合其实际工程案

例共建教学资源，也可以根据企业的实际选派企业工程师参

与学校的教学环节。另一方面，选择与学校或学院有合作关

系的IT培训公司。这些培训机构关注IT行业的就业培训，在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热门的研发领域积累了丰富

的教学经验和教学资源。通过引入IT培训公司的优秀讲师参

与到学校的教学环节，可以使学生在校内免费享受到专业IT

培训机构的教育机会。

第二，在合作方式方面，一方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包

括授课视频、习题、企业级典型项目案例在内的多种形式的

课程资源，作为课程授课内容的重要支撑。另一方面，在教

学过程中引入企业工程师或培训机构讲师，邀请他们到学校

授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程的授课效果。

4   课程改革效果(Effect of the teaching reform)
本文的教学方法已经在作者所在学校的2013级、2014级

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教学中开展了实践，学

生评价良好，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有了较大提高。

首先，从整体效果来看，大多数学生的Android开发能力

有了较大提高。例如，软件工程2013和2014级毕业生中从事

Android移动应用开发的比例较往年有了较大增加。

第二，在创新创业方面，近两年来，参加国家级、省

级、校级各级别创新创业大赛的学生团队数量有了较大增

加，同时，获得奖励的学生团队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从学

生参与各类创业大赛的创新创意来看，绝大多数的创意都与

当前热门的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相

关，而其中的绝大数创意最终都是通过移动APP来实现，因

而都可以看作是移动互联网方面的创新创意应用。

5   结论(Conclusion)
由于大多数创业者从事的创业活动与其熟悉的专业技能

密切相关，创业者更容易在熟悉的领域内产生好的创意，在

专业技能的支持下，创意可以落地，从而使得创业的成功率

大大提高。因此，专业课程体系中融入创新创业教育，不仅

可以激发学生学习专业课程的热情，切实加强学生的实践动

手能力，也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本文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到本科Android移动应用开发课

程的教学中，在校企合作的支持下，探索了软件、计算机类

相关专业的专业技术课程的一种新的教学模式，该模式对于

其他专业课程的教学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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