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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more and more non-computer specialty students are learning computer courses. Firstly, 
two problems in teaching of these courses are discussed. One is difficult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other is 
inappropriate teaching content. Secondly, the training target of these courses is given: after learning of these 
courses, students should have the ability of applying computers skillfully, and can understand and solve most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applying computers. Thirdly, teaching reform practice of computer networking 
course is introduced mainly as an example, including mastering depth of theory, whose principles are “need” 
and “enough to use”, relating practice tightly, which make students can find teaching content in process of 
daily network application, assigning experiment elaborately, which is very practical, earthly and evident 
teaching tongue, which make students understand teaching content easily. At last, summary and further 
thinking are given. The teaching reform mentioned above has led to good effect, such as improved learning 
interest of students, high attendance level of classes, increased satisfaction degree of students with thes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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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在学习计算机类课程的非计算机专业学生越来越多。本文首先讨论了这类课程教学过程中
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教授与学习困难，二是教学内容不合适。然后给出了这类课程的培养目标，接
着以计算机网络课程为例重点介绍了教学过程中的改革实践，包括掌握好理论深度、密切联系实践、
精心设计实验内容、授课语言通俗易懂等内容。最后做了总结与进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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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的问题 

当前社会是信息社会，计算机在各行各业广泛应

用。因此在高校各非计算机专业（以下简称其他专业）

的学生中，已经开设了很多计算机类课程，如计算机网

络、网络信息安全、计算机应用基础、程序设计等。这

些其他专业学生的数量远远多于计算机专业学生，但是

在这些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1 教授与学习困难 

在这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其他专业学生与计算机

专业学生有着本质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知识体系方面，计算机专业学生系统地学习了计

算机的相关知识，很容易理解课程中的计算机知识，教

师教授与学生学习都比较容易。其他专业学生则不具备

这些知识，教授与学习都比较困难。 

2.思维方式方面，计算机专业是极为典型的理工科

专业，需要极强的逻辑思维。文科类专业学生几乎都不

具备严密的逻辑思维方式，同样使得计算机类课程的教

授与学习都比较困难。 

3.实践基础方面，计算机专业学生使用计算机的时

间显然大大长于其他专业学生，所以实践基础明显强于

其他专业学生。有了这些实践基础，计算机专业学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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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容易理解计算机类课程中的知识，其他专业学生则比

较困难。 

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无论是教师的教授，还是学

生的学习，都比计算机专业学生困难得多。教师觉得其

他专业学生难教、课堂授课效果差；其他专业学生则对

计算机类课程普遍存在畏难情绪，学习效果很差。 

1.2 教学内容不合适 

在课程教学内容方面，其他专业学生的教学内容经

常照搬自计算机专业学生。课程的理论部分通常过深，

其他专业学生不需要；课程的实践部分多是专业性比较

强的内容，如服务器上的一些配置与应用，其他专业学

生在校期间与毕业工作后却根本接触不到服务器。这使

得其他专业学生对计算机类课程严重缺乏兴趣，觉得这

些课程没有实际用处。 

也有部分课程的内容过浅，如讲授如何使用浏览器

上网、如何下载文件、如何使用 word 打字等内容。这

严重低估了大学生的计算机应用水平，目前计算机几乎

已经成为一种必备的工具，绝大多数学生都具有基本的

计算机应用能力，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讲授这些基础性

的内容。因此，如何选择适用于其他专业学生的理论与

实践知识，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2 课程的培养目标 

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好其他专业学生的计算机类课

程的教学工作，首先就必须明确这类课程的培养目标。

我们认为这类课程应该理论服务于实践，使学生具有

熟练应用计算机系统的能力，并能够理解与解决应用

中出现的大多数问题。笔者多年为其他专业学生讲授

计算机网络课程，下面以该课程为例说明。 

计算机网络是目前传递信息速度最快、成本最低的

方式，已经彻底融入了人们的生活与工作。因此，在其

他专业学生的计算机类课程中，计算机网络是其中的一

门重要课程，学习该课程的其他专业学生数量已经远远

超过了计算机专业学生。其他专业学生学习完计算机网

络课程后，应该能够理解网络运行的基本原理与基本过

程，能够规划与建设简单的小型网络，能够对网络设备

进行基本的配置，在日常网络应用中，能够熟练使用计

算机操作系统（如 Windows）中的网络功能，并能够理

解与解决大多数常见的问题。 

3 教学改革实践 

在笔者为其他专业学生讲授计算机网络课程的过

程中，围绕上述培养目标，针对其他专业学生与该课程

的特点，做了很多教学改革实践。我们还专门为此出版

了一本适用于其他专业学生的计算机网络教材[1]。 

3.1 掌握好理论深度 

以往的多数计算机网络课程，如果面向计算机专

业学生，通常会介绍很多理论知识；如果面向其他专

业学生，则介绍的理论知识过少。对其他专业的学生

来说，如果理论知识过多，则没有实际用处，学生也

没有兴趣学习；如果理论知识过少，又无法理解一些

实际问题。ARP 欺骗病毒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如果不

知道网络分层理论，就无法理解 ARP 欺骗病毒的运作

机制，自然也不易抵御 ARP 欺骗病毒。又如 NAT，

如果不知道 IP 地址与端口号的相关原理，就不容易在

路由器上配置与应用 NAT。如果不理解这些实际问题

的基本原理，只是硬记住具体的操作方法，那么大学

生只能沦为熟练工的境地，如果出现新的变化或新的

问题，就无所适从了。 

我们在教学过程中，精心确定理论深度，以“必

需”和“够用”为原则。讲解的理论在实践中完全用

得着，与其他专业学生关系不大的理论只是简单提及，

并没有深加解释，只是起到给部分感兴趣的学生指路

的作用。例如，我们较详细地讲解了上述的网络分层

理论、IP 地址与端口号的相关原理。又如，我们还讲

解了计算机密码与数字证书的基本知识，以使学生能

够理解网上银行的工作机制，能够安全地使用网上银

行，并能够解决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至于路

由协议、TCP 的拥塞控制等较深内容，只是简单提及，

并不详细讲解。 

3.2 密切联系实践 

我们在讲解完每一个理论之后，立即介绍这些理

论在实践中的应用，让学生觉得课堂上讲解的内容在

自己的网络日常应用中就能找到。例如，在讲解完

CRC 后，告诉学生目前流行的压缩软件 WinRAR 就使

用了 CRC。在讲解完 ARP 协议的原理后，再讲解 ARP

欺骗病毒的工作机制，并针对性地提出抵御 ARP 欺骗

病毒的具体方法。在讲解完 NAT 的原理后，再讲解实

现 NAT 共享上网的具体方法，并讲解 ISP 检测 NAT

共享上网的方法。 

对于计算机专业学生，讲授计算机上的网络配置

与应用时，通常以 Windows 服务器版为例，但其他专

业学生在校期间与毕业工作后却根本接触不到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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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 Windows 服务器版改成了目前广泛使用的

Windows XP，详细地讲解了 Windows XP 中的各种网

络配置与应用，如无线网卡的配置、常用网络命令的

使用、双网卡的配置与应用、用户管理与远程桌面、

网上邻居的配置与问题解决、网络安全设置等。 

至于那些绝大多数学生都会的内容，像如何上网、

如何使用浏览器、如何使用 QQ 这类内容，我们没有

再费时间去讲解。 

3.3 精心设计实验内容 

我们针对其他专业学生的特点，精心设计了实验

内容，都以实用为主。如组建局域网实验使学生学会

利用交换机建设以太网，组建无线网络实验使学生学

会建设两种不同的无线局域网，宽带路由器实验使学

生学会利用 NAT 实现共享上网。至于计算机专业学生

做的路由器高级配置、套接字编程等实验，我们并未

采用。实践证明，这些实验都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

学习兴趣非常高。 

3.4 授课语言通俗易懂 

考虑到其他专业学生对计算机知识的接受能力，

必须照顾到他们计算机专业知识欠缺的特点，我们在

授课时语言力求通俗易懂。用学生懂的东西来解释一

些深奥的技术问题，同时尽可能地多举例子，使学生

更易理解。例如，在讲解“逻辑”与“物理”这两个

计算机中经常用到的词汇的含义时，我们举了日常生

活中的例子：“学校开学时，校方要在学生证上盖注

册章，以证明学生到校了。某学生没有到校，而是请

其他同学代为盖章，校方就认为该同学已经到校了。

这就是逻辑上到校了，物理上并没有到校。” 

3.5 紧跟时代潮流 

我们注重知识的先进性，紧跟时代潮流。对于学

生日常使用的无线局域网、流媒体与 P2P 等这些较新

的内容，我们都一一介绍，使学生觉得学有所用。至

于那些已经过时淘汰的内容，如 ISDN、X.25、帧中继

等内容，则不介绍。 

3.6 授课形式新颖 

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提高学生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我们授课时以案例为主线，所有内容围

绕一个校园网的解决方案展开。所谓案例教学法，就

是教师根据教学目标的需要，选用典型案例，组织、

引导学习者分析案例，进行学习、研究，让学习者在

具体的问题情境中，积极思考，主动探索，以培养学

习者综合能力和素质的一种教学方法[2]。在第一堂课

上，提出一个小型校园网的基本情况与需求，以后每

一章的授课内容都侧重描述解决该校园网的一部分问

题，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校园网解决方案。 

现在很多教材都存在一个问题，即介绍的内容给

人凭空出现的感觉，并且严重缺乏它的应用现状。为

克服这个问题，我们在讲授一个新内容时，都介绍它

的来龙去脉、出现的原因、用处与优缺点，并重点介

绍它的应用现状，这使得学生能够对知识全面、系统

地理解和掌握。 

4 总结与思考 

以上教学改革的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生

的学习兴趣大大提高，选修学生数量持续增长，出勤

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对学生的调查问卷显示，学

生普遍觉得计算机网络课程用处大、愿意学，对课程

的满意率比改革前有了较大提高。 

计算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人们越来越离不开计

算机，学习计算机类课程的其他专业学生越来越多。

这要求我们不断改变思维方式，从以课堂与教师为中

心的模式转变为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重视

学生综合能力提高的新型模式[3]，才能不断提高其他

专业学生的计算机类课程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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