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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校针对“Python语言程序设计基础”教学过程中,学生基本学情情况,结合本校实际开课情况和人才培养方案。对Python教学构建以

雨课堂,MOOC,Python123等平台相结合的融合教学模式。实践表明,该课程多平台融合教学模式,有效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了教学

质量。 

[关键词] MOOC；SPOC；雨课堂；Python 

 

当下热门的计算机科学技术,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区块链等方向延升。基础语言大部分以Python为基础学习入门语言。当下

各大高校都开设了这门基础语言。可见其在当下热门专业中的地位。2016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发布了《大学计算机基

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首次建议将Python语言作为程序设计课程的教学

语言,并给出Python语言教学方案
[1]
。2018年9月,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取

消了“Visual FoxPro数据库程序设计”科目(代码：27),增加二级“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科目(代码：66)并进行了首次开考。 

笔者依托中国大学MOOC平台,借助嵩天老师《Python语言程序设计》

国家精品在线课程,开设了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的《Python语言程序设

计》SPOC课程。本次开设课程作为全校公共选修课开设,通过本次SPOC的

开设结合python123平台,学生的教学反馈良好,普遍感觉学习内容丰富,

内容很扎实,同时对学生的turtle课程作品在python123平台上向全国的

朋友作了展示。通过雨课堂、MOOC、python123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得到

了很大的提高。 

Python语言在1989年由荷兰人Guido van Rossum所创造。1989年,他为

了度过圣诞假期,Guido开始编写Python语言编译器。Python这个名字来自

Guido的喜爱的BBC电视连续剧《巨蟒飞行马戏团》(Monty Python’s Flying 

Circus)。他希望新的python语言能在C和Shell之间创建全功能、易学、

可扩展的的场景
[2]
。 

1 教材选用 

本课程选用教材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北京理工大学的嵩天老师等

著的教材《Python语言程序设计基础》。本书提出以理解和运用计算生态

为目标的Python语言教学思想。通过系统讲解Python语言语法的同时,

介绍了14个Python函数库,向初学者展示了全新的学习编程语言的有趣

路径
[3]
。传达了“理解运用计算生态,培养集成创新思维”的教学理念。

同时还有与该教材同步配套的国家金品在线课程,中国大学MOOC平台免费

为全国的学习爱好者开放。目前该课程在此平台开课第10次,全国已经累

计有15万人次学习该课程,在中国大学MOOC平台上,Python语言课程学习

类排名第一位。 

2 依托平台 

当下互联网+教学方式多样化。各大互联网平台应运而生。本课程教

学依托平台主要是从课前,课中,课后考虑。综合应用多平台相融合,相互

补充,全方位为学生学习该课程打好基础。课前借助雨课堂和中国大学

MOOC平台中开设的本校SPOC课程,中国大学MOOC平台截图如下图1所示。 

我们可以根据学生实际教学情况安排教学进度,布置课前预习内容,

发布课前问题,通过借助MOOC平台的SPOC视频学习,课前讨论等形式,让学

生带着问题进课堂。课中借助雨课堂互动,进行上课签到,及时发布课堂练

习,进行现场课堂提问,随机抽选同学回答问题,课堂弹幕等形式,提高学生课

堂内的参与积极性。课后通过Python123平台(https://www.python123.io/),

布置作业,让学生充分的发挥它们的能力,教师作为引导,让学生自己积极

主动去学习。该平台是专注于为中国高等院校教学Python语言而开发的一

款学习工具网站。主要包含教师教学、日常考试自动阅卷、习题训练、计

算生态和计算机等级考试板块等。该平台免费对师生开放。并且可以进行

Python在线环境编译。其中有个板块,turtle画图,同学们参与积极性很高,

通过此窗口,可以向全国的观众展示,自己的程序代码绘制的作品。老师也

可以使用Bloom教学目标分类法,组织教学相关的知识点,发布相关知识点

与习题,测评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进行上机在线考试等。可以说是为老师

减轻教学负担,为学生深入自由学习的利器。 

 

图 1  SPOC课程截图 

3 教研相长 

通过该课程多平台部署,结合优势资源应用教学。同时,与国内院校积

极交流,共同参与了教育部高教司微软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独立学院

基于SPOC的程序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以此为研究基础,主持了全国

高等教育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项目：《基于SPOC、雨课堂混合式教学模

式探索与研究》。对课堂教学新模式,新方法,大胆探索。以科研的精神,

科学的方法,辅助教学,反馈教学。把教学和科研有效的结合起来,形成相

互补充的优势。共同在科学研究和教学改革实践中不断进步。 

4 以赛促学 

基于前期研究基础,参加了第一届“互联网+教学”课堂教学比赛,把

之前的研究基础和课堂教学理念通过比赛的形式传达给师生。以Python

教学为基础,结合雨课堂进行教学展示与学生互动,通过平时研究基础的

积累,做好数据展示。在本届“互联网+教学”课堂教学比赛中,取得第二

名的成绩。这个成绩也是对自己深入课程教学改革实践的一个总结。对科

研的投入和教学的用心付出,我认为是值得的。自己得到了成长的同时,

教学效果和其他产出也水到渠成的。 

5 师徒教研 



教育研究 
第 2 卷◆第 10 期◆版本 1.0◆2019 年 10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67 

Education research 

高校辅导员科研能力提升策略探赜 
 
张倩淑  张婼 
曲靖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DOI:10.32629/er.v2i10.2098 
 
[摘  要] 高校辅导员科研能力的提升是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的必然要求。针对目前辅导员“科研困难大”、“论文质量低”的实际

问题,提升高校辅导员科研能力,须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以创新统领科学研究；掌握科研的规律和方法；增强科研论文的修改能力。 

[关键词] 高校辅导员；科研能力；原因分析；提升策略 

 

这些年来,关于高校辅导员科研能力提升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成果

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但是这些研究还存在着许多不足,还有许多问题亟

待我们去探讨。 

1 问题的提出 

在高校辅导员科研能力提升的研究中,大部分的文献资料形成了一致

的认识,即高校辅导员科研能力存在普遍不足,它已经成为了辅导员职业

化、专业化、专家化发展的“瓶颈问题”。 

为了探究其原因,笔者走访了多所高校的辅导员。一些初涉科研的辅

导员在回答笔者的提问时说：“我们非常想搞科研,但困难很大”。有的则

说得很具体：“没有好的选题。”可见,目前高校辅导员的科研现状已经发

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以往,学术界认为高校辅导员科研意识淡薄,而现在,

许多辅导员的科研意识已经在普遍的增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科研困

难大。 

初涉科研的辅导员如此,那么,对于那些已经久涉科研的辅导员来说,

他们的状况也不容乐观。众所周知,科研论文质量的高低反映了辅导员科

研能力的强弱。笔者对大部分高校辅导员的科研论文进行统计后发现：全

国高校辅导员的科研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凤毛麟角；发表在一般刊物,

或更低一级刊物上的比比皆是。与专业教师相比,高校辅导员科研论文质

量普遍偏低已成不争的事实。 

由上可以看出,辅导员“科研困难大”和“科研论文质量低”这两大

实际问题已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校辅导员科研能力的提升。深入分析这

两大问题的成因,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是目前高校辅导员能力建设

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2 高校辅导员科研能力不足的原因分析 

2.1辅导员“科研困难大”的原因分析 

学术界这几年来在分析辅导员科研困难大的成因方面,已作了大量的

研究。多数学者认为,高校辅导员科研困难大的原因如下：一是辅导员学

科背景复杂,大多数辅导员所学的学科属非专业学科,因而专业知识及其

相关理论的缺乏致使他们对科研力不从心。二是科研兴趣与工作相冲突。

高校辅导员普遍存在工作事务繁多、压力大,因而辅导员科研没有时间保

障。三是专业指导与科研训练欠缺。目前辅导员明显地缺乏科研训练,缺

乏专家、学者的指导,致使他们难于在科研活动中打开局面。四是辅导员

的科研多属单兵作战,缺乏团队合作,故而科研能力提升不大。五是辅导员

获得课题的机会少,还有科研经费的不足难以支撑科研活动的开展等等。

无疑,以上成因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学术界却忽视了,除上述原因外,

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在影响着辅导员科研能力的提升,这个根本原因就是

辅导员掌握科研的规律和方法不够。 

有数据表明,高校辅导员中理、工、农、医学科毕业的占50%,毕业于

教育学、哲学、历史学、法学、管理学等学科的仅占30%
[1]
。高校辅导员

大部分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出身,他们专业知识欠缺,且没有很好地掌握

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的规律和方法,也缺乏相应的训练,致使分析和解

决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能力不足。因此,掌握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的规律和方法,对辅导员开展科研活动至关重要。 

2.2辅导员“科研论文质量低”的原因分析 

科研成果的质量是高校辅导员科研能力的直接体现,而科研论文的质

量最能反映出辅导员的科研水平。如今,高校辅导员科研论文的数量呈上

升趋势,而质量却令人堪忧。《高校辅导员学刊》的副主编陈九如教授从该

刊2009-2013年五年768篇的发文中发现：一线专业辅导员的作者大约占三

分之一,其余为高校学生管理和学科专家等。陈教授指出：“造成专职辅导

员科研论文选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是论文自身的质量问题”。
[2]
 

从辅导员科研论文的质量来看,许多论文由于不能很好地“以问题为

导向”,因而就不能很好地发现新问题、真问题、前沿问题,以致科研论文 

通过实际课程演练,以及学校自身的工作室的基础。引导学生,积极参

与教研,在学生论文指导,大赛指导方面充分的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取

得初步成效。 

教学改革,是一个常改常新的话题,在不断进步的现代科技下,应用于

传统课堂。不断学习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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