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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政策引导的背景下，人工智能课程如雨后春笋般在高等教育中开设，如何开展人工智能的专业基础

Python课程，成为了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使命。本人结合边疆地区师生情况及现有教学资源情况下，进行

了以赛促学、一题多解和混合式教学方面的课程教学设计探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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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licy guida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urses have mushroomed in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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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How to carry out professional basic Python cours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ecome 
a mission with a long way to go. Based on the situation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border areas and 
the existing teaching resources, I have carried out the exploration of curriculum teaching design in 
the aspects of promoting learning by competition, multiple solutions to one problem and mixed 
teaching, and achieved goo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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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Python 课程是计算机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Python 是人工智能的主流编程语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1]。新工科建设对于培养新时代人才具有重要作用，随着教育部积极推进，先后形成了“复旦共识”[2]、
“天大行动”[3]和“北京指南”[4]等一系列文件，推动高校加快体制机制创新，为我国产业发展和国际

竞争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撑[5]。本人结合多年教学经验，边疆地区师生情况及现有教学资源情况，通过以

赛促学方式，对标国内一流院校，鼓励学生勇于和国内一流院校学生进行同台竞技。本人通过一题多解

的教学设计，拓展同学们的发散思维，提升思维的活跃性，为后续的数据结构和算法等课程的教学提供

了蓝本。本人通过混合式教学的课程教学设计，发挥线上线下联动式作用，克服了单一运用线下教学或

线上教学模式的不足，为探索混合式教学的合理使用贡献了一份力量。 

2. 教学设计探索 

2.1. 以赛促学 

以赛促学是一种将竞赛元素融入日常教学，通过竞赛的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促进其全

面发展的教学模式。它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和实践性，通过竞赛的形式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实现知

识的内化和能力的提升。 
以赛促学的核心理念在于通过竞赛激发学生的内在潜能，培养其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

在准备和参与竞赛的过程中，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同时锻炼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 
学习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建构过程，学生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通过主动探索和发现来建构自己

的知识体系。以赛促学模式通过竞赛的形式，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主动探索和发现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其

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赛促学模式通过竞赛的形式，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多元智能，促进其全

面发展。 
结合我校学生的统招本科、专升本和产业学院的生源情况以及我校理工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

特点[6]，为同学们推荐了蓝桥杯、华为 ICT、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等单兵作战比赛项目和广西大学

生人工智能设计大赛、计算机设计大赛、大学生创新大赛、挑战杯等团队协作比赛项目。以蓝桥杯比赛

为例，在 Python课程题库建设中选用了适合课程教学内容的蓝桥杯题目，提升了课堂在线题库题目质量，

提升了学生的认知和理解要求。在课程授课过程中，适当选取 2023、字符串的字母统计、空间、相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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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日期、数字位数、时间显示等编程题目，兼顾了理论学习与实践融合，通过赛题题目培养学生们的

计算思维，也为同学们在蓝桥杯比赛获得优异成绩提供了助力，打消了学生们对比赛的为难情绪，培养

了学生们对算法研究的兴趣与热情，提升了同学们对比赛获奖的信心。同时，注重数学与 Python 课程的

相通性和差异性的讲解与引导，实现了数学知识与专业知识的融合理解与运用。我校学生在蓝桥杯的省

部级竞赛、国赛中都荣获了良好成绩。 
在课堂教学设计中，设计了有限时间内的课堂测试、课堂考试、课堂讨论、课堂编程实践等课堂内

容，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培养学生们的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促进了学

生们的全面发展。以课堂编程实践为例，教学设计了数字猜谜游戏、数字版九九乘法表、汉字版九九乘

法表、自动生成 6 位验证码、自动生成项目目录结构，Django 框架环境搭建与测试等编程实践内容。在

数字猜谜游戏教学设计中，通过同学们在课堂互动中，挖掘需求分析，了解所学的知识储备，一起思考

编程思路，再通过示范代码及程序解读，实现了从想法到实践的落地。最后，启发同学们，运用模块实

现更符合实际的编程应用，拓展了同学们思维方式。通过 Django 框架环境搭建与测试实践操作，同学们

学习了网络资料检索，第三方库的在线安装、离线安装与源码安装等方式，更重要的是通过该实践操作，

将 Web 前端开发、数据库设计和后端 Python 编程实践融合，为同学们参加软件作品类的比赛和毕业论

文系统开发提供了思路，实现了多门课程的资源融合和应用范例。 
不断启发和鼓励学生参加相关专业学科比赛的同时，任课教师也应该参加教育教学软件大赛、青年

教师教学竞赛等相关比赛，参加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系列师资培训、寒暑假研修培训、校企

培训等，不断学习新的教学方式方法，在竞赛和培训中找到新的灵感和思路。以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为例，

通过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来进一步梳理教学目标，明确课程教学单元的重难

点，构思适用于教学单元的教学方法，通过教学内容与设计意图的设计，实现了教学教案的生动化，更

合理设计课堂互动、小组讨论、教学演示、阶段性总结、课堂提问、课堂作业、教学板书设计、教学反思

等相关内容。例如，在 Python 函数的教学设计中，通过思维导图，明确教学内容及重难点。通过对前面

学习的列表、字符串、字典等内容的编程实践的总结，引出通过函数编程的优势，导入 Python 函数教学

内容。同时，树立了编程的可读性、可维护性等编程规范意识。在通过教学案例，运用前面学习的条件

语句、循环语句等内容，进行代码阅读与分析，通过小组讨论总结 Python 函数编程与其他编程语言的不

同之处，再通过课堂编程实践，加深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与运用。在此期间，进行课堂巡视，辅导遇

到问题，并通过尝试未解决问题的同学，对于遇到问题，没有思路的同学，通过引导对错误信息的解读，

辅助学生完成问题定位与分析，提供参考思路。当讲解形参、实参、位置参数、关键字参数、默认参数、

参数组等内容时，通过新生宿舍安排，图书馆学习座位等生活案例，辅助同学们的理解，通过代码示例

加深其概念的理解。通过关键字参数和默认参数的形式相同，设计课堂提问环节，在同学们抢答过程中，

逐步总结与区分关键字参数和默认参数。本单元教学完成后，和同学们一起总结并书写板书，布置之前

编写过的斐波那契数列、列表元素偶数之和、删除列表中的重复元素等题目，但要求学生使用刚学习过

的函数内容，进行代码重构，同学们能够更快的掌握函数的定义、调用、形参、实参、位置参数、关键字

参数、默认参数、参数组等内容，加深了同学们对函数相关概率的理解与运用。 

2.2. 一题多解 

一题多解，即针对同一问题提供多种解法，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拓宽解题视野、激发学习兴趣的

有效教学方法。一题多解作为一种创新的教学方法，通过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方法解决同一问题，

不仅有助于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还能有效锻炼其思维灵活性、批判性和创新性。 
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学生的认知发展是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一题多解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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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多种与知识互动的机会，有助于他们在不同的认知阶段中构建和重构知识体系，从而促进认知发

展。建构主义强调学习的主动性和情境性。一题多解通过创设多样化的解题情境，鼓励学生主动探索、

发现和应用知识，符合建构主义的学习理念。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智能优势

领域。一题多解为学生提供了展示不同智能的机会，有助于他们发现和发挥自己的潜能。 
一题多解要求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尝试不同的解题方法。这种训练有助于打破思维定势，提

升学生的思维灵活性，使他们能够更快速地适应和解决新问题。在对比和分析多种解题方法的过程中，

学生需要评估每种方法的优劣和适用性。这一过程锻炼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使他们能够更客观地看待

问题，做出合理的判断。一题多解鼓励学生尝试新的、非常规的解题方法。这种探索性的学习方式有助

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一题多解的教学实施中，需要选择具有代表性、开放性和探究性的题目，其是一题多解教学的基础。

教师应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的实际情况，精心挑选题目，确保题目既具有挑战性又不过于复杂。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应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勇于尝试。对于学生提出的每一种解法，无论是否正确，都应给予

积极的反馈和引导。同时，教师应鼓励学生尝试创新解法，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教师应及时给

予学生反馈和建议，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明确改进方向。例如，在讲解“删除列表重复元

素”的编程题目，分别通过集合的不重复的特性来实现功能，通过字典的键的唯一性来实现功能，通过

排序比较相邻元素来实现功能，通过列表的 count()方法和 index()方法的组合来实现功能等，而且提醒同

学们集合和字典具有无序性，在平时学习中，注意审题，选择合适的方法来实现功能。对于上黑板书写

代码的同学，进行当场批阅与点评。对于已实现的内容，进行表扬，对于不足之处进行提醒，例如 Python
的缩进、语法等内容。 

2.3. 混合式教学 

线上教学是指利用互联网、多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现师生异地、异时进行教学活动的一种

教育模式。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以及全球范围内对教育资源均衡分配的追求，线上教学

逐渐成为教育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疫情期间，线上教学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保障了

教育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在当今教育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下，线下教学依然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尽管线上教学以其便

捷性和灵活性日益受到关注，但线下教学在面对面交流、情感互动、实践操作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使其

成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不可或缺的一环。 
线下教学的核心价值在于其能够提供直接的师生交流、即时的反馈机制以及丰富的实践活动。在教

室这个物理空间里，教师可以直接观察到学生的反应，及时调整教学策略，确保教学内容的有效传达。

同时，学生之间的面对面交流也有助于构建学习小组，促进合作学习。然而，线下教学也面临着一些挑

战，如教学资源分配不均、学生参与度不高、教学方式单一等问题。 
师生互动是线下教学的灵魂。教师可以通过提问、讨论等多种方式激发学生的思维，鼓励同学们主动

发言和提问。这种双向交流不仅有助于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还能增强学生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生生互动是合作学习的基石。通过组建学习小组、开展项目式学习等方式，学生可以相互学习、共

同进步。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兴趣进行分组，确保每个小组都能进行有效的合作。 
虽然线下教学强调面对面的交流，但技术的融入也能为互动增添新的维度。例如，在面向对象教学

设计中，教师可以引导进行面向对象编程技术的讨论，在线设计课程讨论内容，引导学生进行互动交流，

教师在这一过程中给予适时的引导和反馈，提高了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热情，不仅增强了专业知识，

而且有助于增加师生和同学们之间的交流，有助于后续开展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等课程的学习和专业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2305


刘东起，刘超英 
 

 

DOI: 10.12677/ae.2025.152305 751 教育进展 
 

比赛团队合作等。 
混合式教学模式将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充分发挥了两者的优势。在线上阶段，学生通过自

主学习、在线讨论等方式获取知识；在线下阶段，教师则通过面对面的讲解、实践操作等方式深化学生

的理解和应用。这种教学模式既保证了学习的灵活性，又加强了师生之间的互动和反馈。 
在线上阶段，学生通过观看教学视频、阅读资料等方式进行预习；在线下课堂，教师则主要解答学

生的疑问，引导他们进行深入探讨和实践操作。这种教学模式将学习的主动权交给了学生，提高了他们

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学习能力。 
线上教学为协作式学习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通过在线讨论、小组合作等方式，学生可以跨越地

域限制，与来自不同背景、不同观点的同学进行交流和合作。这种学习方式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

协作能力，还能拓宽他们的视野，促进思维的碰撞和创新。 
在我校超星网络教学平台上，建设课程资源，如图 1 所示，提供授课课件、视频、文档等课程资料

方便学生利用课下时间进行课程预习、复习，与课堂教学形成互补，加深学生们对所学知识的掌握与理

解。通过线上课程作业，系统有效提醒学生按时完成作业，并在线提交作业，在线记录了学生的学习情

况和作业完成时间。通过课堂活动和话题讨论等，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同时，有助于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增进彼此之间的情谊。在题库建设方面，注重列表、字符串等数据结构专项建设；在题型上，

注重分类建设，例如选择题、判断题等题型，为自动随机组卷和手动建设试卷，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 
 

 
Figure 1. Python course statistics 
图 1. Python 课程统计数据 

 
在课程考试方面，提倡学生们诚实考试，考前提交个人信息，并在线手写签名；同时，通过题目乱

序，选项乱序，考试过程中切屏控制，学生作答不允许复制题干，学生作答不允许粘贴答案等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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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考试截止后才允许查看答案，保证考试过程的公平性，并且任课老师在课程上进行巡视课堂，保障

了考试成绩的真实性，能够给学生们反馈出学习的情况，为后续课程学习和课程考核提供参考及提醒。 
在线考试完成后，允许学生考后查看试卷，允许学生查看分数，允许学生查看题型分数，允许学生

查看考试等级，允许学生查看排名，并在学生考试完后向学生展示提示信息，进行鼓励加油。通过在线

考试，及时掌握了学生学习情况，并及时进行考核情况反馈，加深了学生们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通过对考核满分的同学，进行课堂表现加分，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通过对疑难点的及时讲解和学

生互动讲解等形式，让同学们更好的理解的学习内容，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 

3. 结论 

Python 是新时代的主流编程语言，也是后续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等人工智能系列课程的专业基础

课程，也是人工智能领域、大数据领域、大语言模型的常用编程语言。Python 课程兼顾理论与实践，对

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要求较高。为了更好地开展 Python 课程教学，本人通过以赛促学、一题

多解和混合式教学探索，有助于提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们的学习效率与质量，对深度学习、Java 
EE 框架技术、JSP 程序设计等课程的教学探索，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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