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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分组答辩式教学在计算机类

专业课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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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计算机类课程尤其是高年级专业课程突出高级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而学生个体情况参差不齐，针对这

一问题提出远程分组答辩式教学在计算机类专业课程中的创新应用，详细阐述了应用背景和实施方案。实践表明，该

教学方法很好地提高了学生主体的积极性和专业课程的教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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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Remote Group Defense Instruction in Computer Profession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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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uter courses highlight the train of advanced practical application capacity, especially senior professional cours-

es. However, students' individual difference is obviously present. Aimed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 the creative application of remote

group defense instruction in computer professional courses was proposed, which stated in detail the application background and exe-

cute solution. The practice indicated that this teaching method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learning initiative of students and teaching ef-

fect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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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高职计算机类专业，尤其是计算机应用专业，

其课程特点是突出高级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这也

是顺应产教融合、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国家职业

教育发展趋势 [1]。本文结合计算机应用专业的教学

实践，探讨了远程式、分组式、答辩式教学在专业

课程（以《开源CMS》为例）中的创新应用。

二、应用背景

随着网络信息量的不断扩充，网站搭建、维

护、管理的工作量也越来越繁重，继续靠人工手工

的方式来完成是不可能的，而必须要借助于专业的

网站内容管理系统。《开源CMS》课程为专业必修

课，主要介绍了基于微软.NET架构的开源DianCMS
和基于PHP语言的开源DedeCMS的网站开发管理过

程，其前导课程是 SQL Server 数据库、C#程序设

计、ASP.net 程序设计等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能够熟练掌握DianCMS、DedeCMS系统上的开

发架构和模式，并能予以应用来搭建、配置、部署

和管理大/中型网站系统。最终目的是使学生了解开

源CMS平台上的网站开发一般流程，并能掌握一至

两种比较常用的第三方平台使用方法，以提高学生

的Web开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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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往教学所存在问题及原因

通过分析以往几个学期的该门课程教学过程及

效果，发现主要存在如下三方面的问题：

1. 学生积极性不够高，主动参与并解决问题的

意愿也不强烈。内容管理系统（CMS）这一工具虽

然能极大减轻网站维护人员的工作量，且网站开发

阶段也只需要编写很少的代码量，但仍会涉及到较

多的功能设置细节问题，这些都会降低学生主体的

学习积极性。图1所示即为易点内容管理系统（Di⁃
anCMS）的常用工作界面，其中左栏每个菜单项又

可展开为一系列功能参数设置窗口。

2. 学生个人独自完成一个网站的搭建和部署，

图1 DianCMS常用工作界面

对于大部分同学而言难度系数较大、花费时间较

长，不利于提升课堂教学效果，甚至有个别同学的

抄袭现象发生，不能真实考核专业教学质量。

3. 学生完成大作业后，需要导出数据库或模

型、标签等内容以备提交，教师在检查作业时的运

行配置环境与学生所用电脑并不相同，导致出现网

站运行异常或不能正常显示，从而无法反映出最后

作业的真实水平。

针对以往课程教学方式所存在的问题，个人分

析其原因具体如下：

1. 学生能力有高低之分、兴趣点和擅长的方面

也有所不同，如有的对Web代码开发和实现感兴

趣，有的则擅长网页布局效果的设计，而《开源

CMS》这门课程从布局设计到功能实现均有所涉

及，因此学生个人较少有能够独自完成课程大作

业，这样就导致学生有畏难情绪。

2. 一旦产生畏难情绪，学生就会避重就轻，尽量

简化自己的作业任务，从而降低了课程标准要求，甚

至个别同学会有抄袭代做。这样如果单纯从作业上来

评分，不易判断是否本人完成及完成工作量。

3. 学生完成大作业时一般是在个人电脑上进行

的，导出到教师所用电脑上由于CMS配置不同的原

因，除非将教师机CMS配置还原为初始化状态并重

新进行个别设置，否则就可能出现网站运行异常或

教师机与学生机显示不一致的情况。

（二）本项目出发点

高职计算机类专业课程尤其是高年级课程，对

综合实践应用能力的要求较高，但学生个体的理论

基础、动手能力和学习态度都有很大差异，采用分

组教学的优势在于践行因材施教、促进创新教育、

激发学习兴趣、体现学生主体、培养协作能力[2] [3]。

另外对于实操类课程，仅通过在线语言文字很难去

解答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依托现代化信息技术手

段的远程式教学是一种很好的课堂教学辅助手段 [4]，

最好是能形成这类教育的课程教学团队[5]。这既符

合国家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要求，又

能促使学生主动接触了解云计算和大数据等“互联

网+”前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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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创新实践

《开源CMS》课程是一门综合前端设计和后台

开发的技术性课程，需要学生熟练掌握网页设计与

制作、.Net和Web前端开发技能，要求最后能创建

一个贴近实际的企业网站。

（一）教学实践方案

为了解决上述分析所存在的问题，达到课程既

定的教学目标，准备采用基于远程演示练习的分组

答辩式课堂教学方法。将学生按 2人标准分为若干

小组，针对课程所学内容每组分配一个取自实际的

网站项目，要求实现预先设定的功能和效果。开始

前每个小组撰写网站结构设计和任务计划/分配书，

完成后再提交项目报告并指定本组答辩人，负责向

答辩老师讲解及演示网站。

具体实施方案阐述如下：

1. 日常教学时让每位学生申请远程服务器空

间，教师与学生通过远程桌面连接的方式来登录进

行互动。平时有问题了不再只是通过QQ或微信等方

式来简单交流，而是以实际操作的方式来及时呈现

给学生，完成练习与演示批阅。在本案例中，学生

自行注册申请的是腾讯云+校园计划推出的面向学生

群体的免费云空间，网址 http://www.qcloud.com/act/
campus，学生优惠套餐申请界面如图2所示。

2. 期末测试时先让学生按 2人标准进行分组，

再给每组分配一个联系实际的网站项目或自主选

择，并每组设定一个远程服务器空间，组员共用该

空间来完成各自部分的任务，作业提交以后教师也

可登陆该服务器空间来进行远程批阅和演示，从而

保证所有操作均在同一环境下完成。下图 3所示即

为本校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1502班学生分组情况，

其中个别优秀学生可以独立完成，并申请了公网域

名地址以方便浏览和批阅。特别是该班班长为方便

统计本班分组情况，又另开发了一个简易信息提交

用网站，并上传到上述同一公网服务器中，其提交

界面中的内容包括图 3 中的信息和各组成员的学

号。此过程中可结合录屏软件来辅助操作，最终搭

建和部署一个能实现预定功能和效果的完整网站。

3. 项目开始前每组指定一名组长，经过集体讨

论后负责撰写网站结构设计和任务计划/分配书，以

及协调完成最终作品。项目完成后每组再指定一名

答辩人，负责讲演本组作品的功能和效果。讲演结

束后，需要对答辩老师的提问进行回答或解释，并

能明确下一步可继续完善的应用，当中可利用录屏

软件提前录制操作步骤，以作为答辩辅助材料。图

4所示即为某组作品演示的录屏截图。

4. 本课堂创新项目参与人需在前期进行相关课

程教学资料的收集和分类整理工作，主要是教学案

例和实践案例的操作视频录制，因为根据以往教学

实践过程，学生反映最多的问题就是设置步骤多且

细、不易掌握和记忆、不能很好地实际应用，这一

点可针对不同类型的开源框架来完成，并共同探讨

图2 腾讯云+校园计划学生优惠套餐申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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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分组答辩过程中的实施细节，以达到较好的教

学实效。

（二）实践应用成效

在《开源CMS》课程中采用远程分组答辩式教

学后，最明显的一个成效就是学生对完成作业的信

心更大，所以学习积极性更高，遇到问题后愿意主

动去解决。尤其是在分组情况下，各自事先安排好

自己的任务和进度，当遇到小组成员都无法解决的

问题时，学生和教师之间会通过远程方式及时地进

行沟通和答疑，能够实际有效地解决当前问题。特

别是在采取答辩考核形式后，一小部分实践应用能

力强的学生会尽力将网站系统做得更完善，并申请

了外网空间去进行公开展示，既能提高自身水平又

能促进其他同学，形成一个良好的教、学、用循环。

（三）实践创新点

该实践项目的课堂教学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方面：

1. 学生需要按组申请服务器空间，同一小组共

用该空间来远程完成课程任务，这样既能保证任务

期间运行配置环境的一致性，而且最后教师本人也

能通过远程桌面登录来批阅作业，避免了学生提交

作品的运行异常或不能正常显示问题。另外当任务

期间有问题时，还能通过远程方式或录屏软件来进

行演示，可及时地解决学生困惑，以便于后续步骤

的操作。这样，很好地适应了信息化教学的发展趋

势。整个教学方案的框架设计如图5所示。

2. 学生分组后，能充分发挥和调动个人的积极

性和兴趣特长。以往学生通过CMS独立完成一个网

站系统的配置、部署和维护，通常都会觉得非常困

难，现在让大家基于自愿原则和兴趣互补来灵活组

队，这就要求每个成员都要各尽其职、各尽所能，

从而提高学生主体的课程参与度以及专业课程的教

学质量。

3. 采用分组答辩的方式，同时结合录屏软件，

图3 班级部分分组申请情况

图4 分组作品演示时的录屏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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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申请并

使用云服务

器空间 

教师根据分组信息

提交结果，通过远

程连接登陆云服务

器空间来答疑和批

阅 

指导教师 

学生A … 

班级核心成

员搭建的信

息提交平台 

设置服务器上操作系统的版

本，并安装项目所需要的集

成开发环境，以完成作业 

图5 远程分组答辩式教学方案的框架设计图

给予学生一个展示其开发作品的平台，一方面有助

于教师快速了解其网站项目及存在的问题，另一方

面也可以借此方式鼓励学生发挥创意，提高自身交

流能力和团体协作能力，使作品具有自身的鲜明特

色并予以展示。

四、问题反思

本教学创新项目作为计算机类专业课程课堂教

学的辅助手段，一方面确实起到了提高学生积极性

和课堂教学质量的作用，但同时仍要注意到以下两

个问题的存在：

1. 项目分组基于自愿原则和兴趣互补，虽然充

分尊重了学生本人意愿，但仍难保证合理组队，最

典型的问题就是组与组之间的成员水平相对不均

衡，这样就必然会抵消弱队成员的参与积极性。因

此，可以考虑由任课教师来进行分组的适当调整，

以起到帮带作用。

2. 非考试的考核形式都普遍存在着难以制定考

核方案的问题，尤其是在分组完成的情况下，虽然

让学生通过答辩来展示了各自的工作成果，但由于

答辩过程的延时性而难以客观公平地予以评价，目

前只有通过加大教师自身的工作量来完善。

五、结束语

远程分组答辩式教学方法顺应国家职业教育发

展趋势，在对综合实践应用能力要求较高的高职计

算机类专业课程中的创新应用，很好地提高了学生

的主动学习意愿，但也存在一定问题，主要是分组

和考核方案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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