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计算机教学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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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就如何改革计算机教学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了对学生进行计算机教学应充分利用多媒体、大屏
幕投影、网络等先进的教育技术手段，着重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及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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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日益受到新的科学技术的冲击，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海
洋开发技术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新科技群。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造成信息量剧增，这就要求21世纪需要的人才不仅要具
备渊博的学识，更要具备独立接受新信息、处理新信息的能力。怎样教育下一代能学会学习，进而学会生存，已经
成为教育工作者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曾多次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相比最大差异是∶中国学生虽能在
考试中获得较高的分数，但缺乏创造力、动手能力，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是给学生一头猎
物，还是给学生一杆枪?"每位有远见的教师都会选择后一种答案。因为猎物总有被吃完的时候，而学生一但有
了"一杆枪"，它就可以靠自己不断地去捕猎，而继续生存下去。由此可见，改革现行教学中的弊病，培养富有创造
性的人才，对我们中等专业学生就业具有深远的意义。 

1、旧的计算机教学模式 

计算机课程即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它要求学生不仅要很好地掌握理论知识，而且还要
把所学的知识应用到操作实践当中去，并在操作实践中不断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在培养学生动
手动脑能力上具有很好的作用。然而，在传统的教育理论中，教育实践的主要目标是传授知识。在这种理论指导
下，计算机学科的教学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教师在课堂上讲很多理论，虽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但学生面对计算
机却手足无措。有的学校教师只管上课，而上机却由实验员负责或教师只备上课、不备上机，使原本很重要的实践
活动变成了搭配。这种理论和实践相脱离，或只重视理论而忽视实践的做法，势必导致学生学习的效率低下，学习
死板，难以面对和解决新的问题。在计算机这一现代化的学科中，在面临21世纪的挑战面前，从事计算机教育的工
作者不能不引起深思。 

2、改变教师观念，改革教学模式 

国外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预言，21世纪最伟大的产品不在科学技术，而在新型的学校教育。早在1983年，
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作为一名培养夸世纪人才的计算机教师，在面
临"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再用陈旧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和教育手段就难以培养出智能充分发展的创造型人才。
因此，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不断学习现代教育思想、现代化教育手段、方法，有着紧迫的现实意义。 

在《学记》中有这样的文字记载∶"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这也是我国古代的教育家推崇的教学
过程。实践也已证明，""开而弗达"、让学生参与探索的教学策略，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潜能，有利于培养他
们确立科学的态度和掌握科学的方法。我国当代的一些教育理论家也认为∶"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应是让学生在体验
和创造的过程中学习"。在计算机教学中，我们的作法是，利用计算机多媒体、大屏幕投影、网络等先进的教育技
术手段代替传统的粉笔和黑板。在课堂上，教师着重问题的创设，提供氛围，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发现问题，着手
解决问题，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老师则成为学生的"协作者"。例如在学习DOS命令时，把先由老师讲解理论，
改为在老师的指导下边实践、边学习；在学习Windows时，更是每堂课都离不了计算机。例如在讲解Word软件时，
首先把学生带到计算机旁，使每一名学生都面对Word软件的界面。老师先让学生熟悉Word界面，再帮助学生学会阅
读"帮助"，然后观看老师编写文档的过程，最后让学生自己设计一个图文并茂的文档。学生在刚开始操作时，感到
困难重重，每进行一步操作都会遇到新问题，此时教师要亲切和蔼地耐心指点，鼓励学生去发现新问题，大胆地让
学生去试验，并提供可行的处理办法，使学生在不断的操作中，总结出有规律性的方法。在文档设计中，学生倾注
了自己的心血，使得版面非常美观、精致，很多老师看后都赞叹不已。在五节课的Word软件学习中，学生们不断进
行着自我评价、自我完善，最终不但能全部掌握要求的内容，而且对学生来说，感到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一种应用
软件的使用方法，为学生今后能独立使用其他工具软件奠定了基础。 

当然教学模式有多种多样，如讲解接受模式、自学辅导模式、引导发现模式、实验模式等等，在诸多种教育



模式中，没有哪一种模式是最完美的。在教学中，采用哪种教学模式，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去摸索总结。当
然，教学的目的不在于追求完美的模式，改革教学模式不是目的，而是通过某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全面地贯彻教育
方针。 

3、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根据思维探索答案的方向，可把思维分为聚合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发散式思维是一种无一定模式、不依靠
常规、寻求变异、从多方面寻求答案的思维形式，它的特点是思维敏捷、思路灵活、具有创造性。聚合式思维是把
问题所提供的各种信息聚合起来，得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计算机语言具有逻辑性强、处理问题周密、严谨的特点。根据计算机学科的特点和知识体系的内在联系，在
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有目的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是深化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  

3.1抓好课堂教学中学生能力的培养 

在给计算机特长班上课时，经常进行编程训练。这时，我就注意利用程序设计及算法自身的科学思维方法进
行教学，通过分析试题、建立数学模型、确立算法、上机实践、调试程序、优化算法，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和
创造精神。 

例如，做这样一道题目∶ 

把一块4×4的方格巧克力(图略)分给两个孩子，要求俩人分得的巧克力不但大小相等，形状也要一样，问有
多少种不同的分法(旋转或翻转都不算新的方法，分割线必需沿着已有的格线)? 

很多学生采用搜索的方法，从左上角的格子出发，寻找连续的8个格子。当找到一组方案后，立即与以前的所
有方案相比较，若是不同的分法，就把这种分法保留起来。这种方法虽好理解，也能求出所有的解，但算法效率
低，占机时间长。为了使学生充分认识到效率的重要，我把题目改成了分10×10的巧克力方格，这样，再用原来的
算法，虽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实际运行中，却要花费很多时间，甚至难以得出结论。通过对问题的变化，引出
学生的很大兴趣，大大地活跃了学生的思维，有的同学提出，把题目改成分N×N的巧克力方格(N是偶数)，N的取值
范围在2至40之间。还有的学生把N的取值范围扩展为自然数。经过同学们不断分析题目，再经过编程实践，得出一
系列的算法∶ 

[算法一]从格考虑，搜索一个连通的图形(占[N×N/2]个格)，再判断形状。 

[算法二]从格出发，观察到图形为中心对称图形，搜索出一个中心对称图形，再判断连通。 

[算法三]将算法二和算法三合在一起，产生一个连通的图形，图形中的每一个格的中心对称格都不在图形
上。 

[算法四]对算法三进行改进，产生一个连通的图形，图形中每个格的中心对称格不在图形上，且图形必过某
几个定格，图形占[N×N/2]个格。 

[算法五]从分割线考虑，从([N/2],[N/2])点出发，到边界停，倒数一个不在Y=[N/2]线上的点(P，Q)，Q。 

3.2积极开展第二课堂 

课堂教学在形式上虽是集体授课，而实际上则是学生的个别化学习。课外活动小组则打破了课堂教学的局限
性,学生们即可以有自己的学习进度，也可以互相探讨、交流，使每个人的思路更开阔、更清晰。若老师能适当引
导，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就能很好的保持和提高。 

计算机课外活动的内容有编程训练和软件设计，活动宗旨是∶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开阔学生的视野；强化学
生的学习动机，培养学生独立地学习知识、研究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创造性思维品质。 

在小组活动中，老师根据学生的自愿，把学生分成几个组，每组学生可以用老师提供的题目，也可以自己找
题目，利用课堂所学的知识，编写软件，服务于学校的各个部门。在编写软件的过程中，老师不控制每个组的进
度，而是在学生遇到问题时，与学生共同探讨或指点。这样，学生的学习从原来的"老师要我做"，变成了"我要
做"。在这种轻松的学习环境下，学生的创造性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如孟巍等同学给学校图书馆编写了图书管理系



统，给学校的图书管理提供了现代化的手段。还有一些学生利用工具软件为很多学科的老师制作了教学软件。在小
组活动中，我们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因为有了自学本领，就等于掌握了学习的主动权。当然，自学不等
于放任自流，而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去完成任务，老师则着重帮助学生解决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与学生共同研究，启发学生找出解决办法。 

为了把学生培养成21世纪的合格人才，教师要努力掌握教育理论和技术，以此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质
量，达到在传授知识的基础上，很好地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作者单位：黑龙江农垦卫生学校密山市158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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