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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下的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分析

苏亚涛

%亳州学院电子与信息工程系"安徽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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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引入
GY/R

分析工具的原理"构建了基于
GY/R

原理的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
/TYG

模型"从人才培养方案+就业环

境+专业环境+教学环境四个维度对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教学研究提出了新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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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GY/R

分析是指宏观环境的分析"

G

是政治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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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R

分析模型主要用于

对企业宏观环境因素作分析"将其原理引入计算机

应用基础课程分析中"有助于更科学+全面地对计算

机应用基础课程作出分析$

二$基于
GY/R

原理的计算机应用基础

课程分析模型

分析一个企业集团所处的背景的时候"通常是

通过
G

+

Y

+

/

+

R

这四个因素来进行分析企业集团所

面临的状况,

#

-

%如图
#

&$将
GY/R

的原理结合计算

机应用基础课程的特点"重新构建新的模型%如图

!

&"对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进行宏观教学环境分析$

三$

/YTG

模型下的计算机应用基础课

程分析

%一&培养方案分析

#?

人才培养方案

人才培养方案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教科

书("当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方案主要从'以市场需

求%就业&为导向(+'复合式创新型(+'基于人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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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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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R

分析模型

图
!

!

基于
GY/R

原理的
/YTG

模型

发展(+'基于工学结合背景(等几方面去研究和制

订"虽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各有侧重但都以培养

应用型人才为最终目标,

!

-

$如今信息化时代"基本

的计算机操作技能是任何专业的高职学生应必备的

基本技能之一$因此"在不同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

中"都把计算机基本操作技能做为其专业技能之外

的必备重要技能$

!?

课程设置

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各专业的课程设置是否合

理是保证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关键"各高职院校计

算机应用基础课程一般做为公共必修课开设"课程

开设面涉及所有专业"课时安排为每周四至六课时"

该课时相对其他公共必修课时比例比较高$另外"

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与其他公共课相比实用性更

强"而且多数院校要求学生学完该课程后必须通过

全国计算机水平一级考试$

%二&就业环境分析

用人单位对高职毕业生的办公自动化水平有较

高要求"企+事业单位人事+财务+管理等信息化在逐

步普及"特别在现代企业里"人+财+物的管理"产+

供+销的监控都大量运行了信息系统,

&

-

$高职毕业

生不管从事哪方面的工作"都对计算机操作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

熟练使用文字处理软件

在企+事业单位都需要对文件+计划+总结+合同

等材料进行编辑+处理"需要相关人员能熟练使用文

字处理软件进行起草+编辑+排版等工作"特别是从

事文秘工作的人员不仅要具有较高标准地起草文件

的能力"而且还要利用文字处理软件对信息进行编

辑"能够按照相关的格式要求加以美化整理$

!?

具有运用电子表格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的能力

日常工作中"如报表"工资表+销售清单+库存明

细表等数据"常常要制作成
Y1L4-

电子表格的形式"

以便对数据进行计算+筛选+排序+汇总+统计+分析$

在实际工作中"高职毕业生不仅要有熟练使用电子

表格软件的能力"而且还要能在工作中发现问题"找

出问题"进行相应数据分析$

&?

计算机的基本维护技能

计算机已经是工作和学习中必备的工具"但在

日常工作中也会经常出现各种故障而不能工作"找

专业维护人员又不能立即赶来"如果高职毕业生掌

握一些维护常识"如计算机软+硬常见故障的排除

等"将更有助于用人单位的聘用$

%三&专业环境分析

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虽然是一门公共必修课

程"但该课程是学生就业及今后的工作的必备技能"

不同专业的工作岗位对计算机操作能力的要求也是

不同的"这就要求该课程的教学计划应针对不同专

业特点进行制订和教学$如文秘专业对文字处理要

求非常高"在教学中要侧重对学生的高级文字处理

能力的培养"如智能目录+多级编号的目录生成+复

杂的脚注与尾注应用+交叉引用+长文档管理等!财

经相关专业除了要学习
Y1L4-

的基础操作以外"还

应就
I)+L;2(+:

+

E*,

J

0:

+数据透视表+录制宏和

@\=

+

G(Q4*

5

)4*

<

+

G(Q4*G29(;

等进行提高$总之"

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计划应'因专业而制定("侧重

各个专业的特点$

%四&教学环境分析

#?

教学内容滞后

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内容具有应用性+实

践性较强"知识更新速度快的特点$为了使学生能

快速掌握最新的技能"课程的教学内容应随时代的

发展实时更新,

B

-

$但目前多数高职院校使用的为校

本自编教材"教材内容很多都落后技术的发展"教材

即使经过改版"但内容变化不大$另外教材的选定

也有一定周期"这个时间周期长的甚至要一到两年"

这就导致教材内容严重落后于计算机的发展$

!?

教学手段陈旧

当前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已成为计算机应用基础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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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教学的'标配("多媒体教学手段的教学效果和

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但其对促进教学

质量的提高显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主要原因就是

'换汤不换药("虽然形式新了"但核心的教学内容和

模式没有变"无法激发学生兴趣和学习热情"最终教

学质量提升不明显$另外"很多院校在教学过程的

网络化+信息化上也进行了一些尝试"营造'教师主

导+学生主体(的立体化教学环境"提供时时能学+处

处能学的条件"加快和促进知识的传播和创新$但

网络教学化不等教学网络化"多数院校仅停留在网

络教学化"即在网络上简单堆积教学资源"供学生课

后自学"没有真正把教学沿伸至网络做到教学网

络化$

&?

教学模式创新

对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模式的创新很多院校做

的很好"总的来说有如下几方面#

%

#

&问题探究的互动教学模式$建立讨论小组"

定期开展讨论主题"学生课后探究"课上交流"有效

地加强了学生对知识内容的理解"对可以主动发现

问题+研究问题的学生给予'加分(奖励$这种教学

模式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主动思考

能力"训练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

%

!

&任务驱动实践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较

为普遍"主讲教师通过典型案例"以任务的形式设计

教学内容$要求学生在给定的任务要求下"收集资

料+拟定方案+撰写报告"所有环节学生自主完成"突

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

D

-

$这种面向任务的教学模

式给予了学生最大的发挥空间"培养学生自主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扮演了组织者+引导者的角色"突

出了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

%

&

&全开放型的实训教学模式$全开放型的计

算机应用技能实训教学模式"主要对实训资源+内

容+时间+管理开放"真正以学生为主体"全面开放的

课程实训教学$

%五&教学评价分析

大部分院校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评价体系仍然

比较传统"依然采用'笔试
h

上机(的形式"这种教学

评价形式单一"只注重学生对知识掌握程度的评价"

而忽视了学生学习过程+学习能力及学习态度等发

展性的评价$这种评价体系传统+简陋"很难真实反

映出教学活动本质$

四$结论

通过基于
/YTG

模型的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

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如图
&

&#

图
&

!

分析结论图

#?

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都把计算机应用基础课

程做公共必修课进行开设"且有一定的课时做为

保证$

!?

就业环境对课程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教学

内容的开设应该以就业为导向"应该注重学生的实

际操作能力培养$

&?

学生专业背景的不同给课程内容+教学侧重

点带来了新的挑战$

B?

课程教学环境中"多数高职院校教学模式和

手段都在不断探索与创新"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教

学质量有所提升$但在教学内容实时更新+课程教

学评价体系上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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