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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我校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经济管理特色，即在教学实践中初步形成以数学理论为基础，

以经济管理类各专业为依托，以数学软件为工具的教学模式，分析了实践环节教学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并介

绍了该专业实验教学体系、实验课程教学和实践教学内容方面的改革思路及已经初步取得的实践教学改革

的成绩; 最后探讨了实践教学改革在加强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锻炼和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方面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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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在教育部的领导下，调整了数学学科专业的数量与名称，将原来的七个专业合并为两个专业，

即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简称信计) ，原统计学部分与经济类的统计学合一形成统计

学类的统计学专业，从而为进一步淡化专业、拓宽培养口径奠定了基础。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涵盖或涉及

了信息科学、计算科学、运筹学和控制论 4 个主干学科，可见本学科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在学科发展、专业

建设、教学环节中都应该紧密联系信息技术与计算技术的实际; 在确定专业方向上，应紧密结合本校的实

际，努力使之与学校定位相适应、与本校教师特长相适应、与地区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相适应。

1 专业特色以及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003 年 2 月教育部数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发表了“关于《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办学现状与专业建设

相关问题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根据调查中反映出的问题，明确地提出了:“强基础、宽口径、重实际、有侧重、创
特色”的办学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考虑到我校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学生的具体情况、就业市场现状以及我

校得天独厚的经管类师资力量的优势，从 2010 年级开始，我们将信息与计算科学的专业方向调整为经济管理，

在教学实践中初步形成以数学理论为基础，以经济管理类各专业为依托，以数学软件为工具的教学模式。
我校于 2004 年开办了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该专业经过六年多的建设和发展，在专业规范、专业方向等

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 但由于专业形成时间短，其他高校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又加之受到师资力量、办
学条件等多方面的影响，目前我校该专业的实践教学环节存在一定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实践教学从属于各门理论课，导致师生对其重视程度不够。目前专业的实验课均从属于各门相应

理论课程，实验操作方法连续性不强，而且有关的实验方法都可以找到详尽的叙述，实验过程变成了重复的

复制和操作的过程，实验教学效果不理想，达不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的目的。
( 2) 实践教学环节与实际问题脱节，基本流于形式。由于师资力量的不足、教学时间安排，使得实践教

学环节很难与实际问题很好地结合，而是仍然围绕着书本上有限的几个问题开展，存在知识老化，不能够了

解掌握在实际工作中所能解决的问题和技巧; 有些实践课安排在学期期末，导致学生对实践课重视程度不

够，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基本流于形式。
( 3) 实践教学环节各自独立分开，缺乏知识的持续性和连贯性。当前的实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实



践环节各自独立分开，基本上结合课程开展，缺乏知识的持续性和连贯性。不能达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提
高学生综合素质的作用。

( 4) 重理论、轻实践、低投入，导致实践教学低水平徘徊。长期以来，高等教育中一直存在有重理论、轻
实践的倾向，导致在实践教学环节的经费投入相对不足。学生的实践环境得不到保证，使得有些实践内容

无法得到实现，从事实验实习教学和管理的教师积极性不高，导致实践教学在低水平徘徊，影响了学生的创

新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培养。
而实践教学能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提高素质教育，适应社会需求的一专

多能的复合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需要，是全面培养和提高学生素养，使学生顺利就业、持续良性发展的

需要。因此，加强该专业的实践教学的探索和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2 实践教学改革的思路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数学素养，掌握信息科学与计算科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

本方法，受到科学研究的初步训练、能运用所学知识和熟练的计算机技能解决实际问题，能在科技、教育和

经济部门从事研究、教学、应用开发和管理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要达到上述的目标就必须加强实践教学

体系建设，使其始终围绕着培养目标和专业定位进行，与此同时还要密切关注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及时

调整有关的实验课程和实践内容以适应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2． 1 改革实验教学体系

科学、系统和可行的教学体系是达到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前提，因此在明确经济管理专业定位后，设计

包括选修课程实验在内的如下实验教学体系，计算机应用基础实验→程序设计与算法语言实验→C#． Net 高

级程序设计实验→管理学基础实验→SAS 与数据分析方法实验，SQL SERVER 实验→经济数学模型实验→
管理信息系统实验、经济统计分析实验、网络管理实验、客户关系管理实验。
2． 2 加强实验课程教学

( 1) 调整课程实验内容和形式，突出学生专业应用能力。培养在原有含有实验的课程基础上，进一步加

强实验学时的比重，调整相应课程实验内容，增加设计性、综合性实验比例，单独设立实验课程。
( 2) 加强课程设计的管理，不流于形式，注重培养创新能力。提前确定课程设计课题，学生可以利用课

外时间，结合课程设计课题方向具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做好课程设计的基础工作，集中两周时间完成课程

设计，提高效率和质量。
( 3) 数学建模。制定一整套培训计划，成立兴趣小组，利用双休日、假期，加强数学建模培训，组织该专

业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2． 3 拓展实践教学内容

( 1) 加强学生专业应用意识，改革毕业设计方式。毕业设计选题应该与经济管理中的实际相结合、与指

导教师科研相结合。可从以下方式开展: 实行双向选择，由教师提供选题范围，也可以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

自己选题，目前信计专业的三届毕业生均采用了此方式，效果较好; 让学生参与教师的实际科研项目，在协

助教师实际科研工作时去发现问题，确定毕业设计课题，比如 2006 级信计班肖名山、曾小龙及孙鹏飞 3 位同

学的毕业设计“移动飞信管理系统”、“基于 c#． net 的网络管理系统”及“基于 c#． net 的村民信息管理系

统”，是在参与张天永老师的项目的同时完成的，实用性强; 与企业合作，使学生能够到企业进行毕业设计。
结合企业的实际工作，由学校教师和企业工程师共同指导学生进行毕业设计。

( 2) 参加假期社会调查、申报并开展学生创新实践项目。推出带薪实习、挂职锻炼和兼职助学等新的社

会实践项目，增加市场调研、经济实践、管理实践等在社会实践中的含量，引导学生创业成才。2009 年经学

院领导及师生的共同努力，与广州富垠黄金交易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位于南岸区四公里) 和广发证券建立

了友好关系，并分批送 2006 级信计专业毕业生到两个单位去带薪实习，学生从中受益匪浅。
( 3) 强化开放式实践教学意识，加强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转变观念，强化与本专业相关的企业、培训机构

的合作意识，建立稳定的实习实践基地。2009 年我院已经在广州富垠黄金交易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重庆吉之

源饮食文化有限公司和广发证券成功建立了 3 个稳定的实习基地，2006 级信计专业的学生在 3 个实习基本完

成毕业实习后，并有部分同学和这 3 个单位签署了工作协议。且定时邀请在企业第一线工作的技术人员来我

院指导，也可以定期邀请企业工程师来学校开展专题讲座，或让学生去培训机构进行专业技能高级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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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践教学改革的意义

在信息与计算专业的教学中通过实践教学加强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锻炼，对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高素

质人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1) 启发学生的思维，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在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必须要分析和解决实际

问题，就是要求学生运用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进行思考、分析、运用，以加深对所学理论知识理解，发现自己

在理论学习方面所存在的不足，及时加以弥补。
( 2)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应用能力。学习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创新。学生

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可以将多学科的知识融合在一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理论知识的能力，而

且在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过程中所得到的启发进行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知识创新能力。
( 3) 提升学生专业素质，提高就业竞争力。对信计专业 2008 届和 2009 届毕业生的就业前景调查显示，

应用能力不足是毕业生对就业前景不乐观的主要原因。在此情况下，学院加强实践教学就成了弥补学生应

用能力不足的有效途径。同时，学院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几个实习基地，提前输送学生进行实习实践，提升

学生的专业素质，从而提高了就业竞争力。

4 结 论

目前我校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大家群策群力，将该专业人才培养成为真

正能对社会做出贡献，符合信息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在此对该专业的实践环节教学模式提出一些改革

思路，希望能够对我校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建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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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Reform of Open Practical Teaching for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Science Specialty

LI Huan-rong
(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67，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science specialty in our university on the
teaching mode to take mathematical theories as the foundation in teaching practice， to take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pecialty as the support and to take mathematical software as tools，this paper analyzes all kinds of
problems in practical teaching， introduces the reform ideas on experimental teaching system， experimental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practical teaching contents of this specialty and the initial achievement in the reform of
practical teaching and，finally，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practical teaching reform to consolidating the training of
students’practical ability and cultivating high quality talents fitting for the demand of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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