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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解决大一新生公共课学习困难、自学能力欠缺等问题，合理的分组机制在公共课的教学上，尤其是实

践环节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文中以大一公共课的《Python语言程序设计》实践课为例，通过两个班级

采用不同方式教学对实践课表现和期末考试成绩进行对比。从结果可以得出，进行分组练习的班级，学

习积极性和期末成绩整体都比另一个班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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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ddress the difficulties in learning public courses and the lack of self-study abilities among 
freshmen, a reasonable grouping mechanism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eaching public courses, es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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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lly in practical sessions. Taking the practical course of “Python Language Program Design” for 
freshme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performance in practical sessions and final ex-
am scores between two classes using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lass 
with group exercises shows better overall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final exam performance com-
pared to the other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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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新时代的接班人，各国都提出了对 21 世纪人才的核心素养要求，我国更是提出了以培育“全国

发展的人”为核心，综合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维度，文化基础包括人文底蕴和科学精

神，自主发展指向学会学习和健康生活，社会参与涵盖责任担当和实践创新。对于刚进入大学的大一新

生来说，不仅需要适应新学校的规章制度，还要开始为自己以后的人生进行规划，因此，自主发展尤为

重要。 
众所周知大一主要学习一些公共课和专业基础课，而组成一个班的同学可能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大

学之前的学习经历不同，学习内容也有不同，因此对于公共课的态度也不一样。以《Python 语言程序设

计》为例，浙江省的大部分同学因高中学过信息技术，学过一些 Python 语言，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这门

课就比较简单，而省外的同学因没有接触过这门课，有些甚至没有接触过电脑，对于他们来说就比较吃

力。 
随着计算机教育的改革深化和教育观念的更新，程序设计基础课程的课时数大幅减少，导致许多学

校在教学内容上面临“知识点繁多而学时有限”的挑战。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常常遇到“无法全面

讲解、深入探讨或透彻解释”的难题，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则常常感到“难以记忆、难以应用和难以解

决问题”。简而言之，课程内容繁多、学时有限，教师难以全面深入教学，学生也难以有效学习和应用

所学知识[1]。 
Python 语言因其语法简单、解释性强、可移植、可扩展、面向对象等特点，在数据科学、机器学习、

系统自动化等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广泛应用，逐渐成为各高校程序设计基础课程的首选语言。网上资

源也很丰富，如中国大学 MOOC 平台、哔站、PTA 平台等都有很多有关 Python 语言的资源。在授课中

除了借助网上资源进行正常的授课外，针对实践课还选择了一个教学班进行分组设置，因宿舍是六人间，

为了方便课后大家交流，小组也是按 6 人划分，因班级共 35 位同学，所以有一组人数为 5 人，共计 6 组。

另外，小组制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与能力[2]。 

2. 小组导向的实践课教学设计 

2.1. 组长的选择与考核 

实践课主要以学生练习为主，因此分组后先选择组长，组长的选择标准尽量以高中学过 Python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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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为主，经过推选和自荐的方式把组长敲定。当然组长并不是从始至终不变的，每个月都要对组长进行

考核。考核内容分两部分，即组内成员对组长的评价和组内所有成员的实践成绩排名。如果组内成员对

组长的评价不高，或者组内成员尤其是组长的实践成绩排名下降，那么就需要重新选择该组的组长。因

此，组长的责任不只是监督自己的学习，还需要提高本小组其它成员的成绩，互帮互助才能实现共赢。 

2.2. 小组导向的实践课详细设计 

我们学校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依托于 PTA 平台进行开展，因此老师需要事先把与上节理论课的教

学内容相关的经典练习题放在 PTA 的实验题目集，然后由学生在实验课完成。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课时

数减少为 48 学时，其中理论 16 学时，实践 32 学时。一次理论课需要对应两次实验课，因此理论课所讲

的知识点就要偏多，而且第二次的实验课距离上次的理论课更久一些，因此练习的题目应尽量贴近生活，

有利于学生的理解，如随机点名、计算水费电费、计算函数、计算 BMI 值等实验题目，这样才会引起学

生的兴趣。每次实践课除了练习 4~6 题难度正常的基础程序设计题外，还会加入 1~2 题稍微难度的程序

设计题目，以供学习能力强的同学练习，同时也满足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两性一度”的授课目

标[3]。 
课内学生需要登录 PTA 进行题目练习，如果练习时遇到什么问题，首先要在组内进行讨论、解决，

此时可以锻炼学生的沟通能力，能力强的同学可以锻炼自己的总结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组内所

有成员都解决不了，此时可以向其他小组请教，或者咨询老师，这样老师就可以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解

决共性问题上，花更少的时间解决更多的问题。在组内讨论时，组长还需要维护组内秩序，以防干扰其

他同学，另外还需要监督组内成员完成练习，速度和质量并存，同时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课后学生还需要练习课本上的练习题。因此组长还需要监督组内成员的练习，帮助成员进行练习，

以确保下次上课前之前学习的知识不会全部忘记。如果练习中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借助网上资源进行解决，

同时培养了学生知识迁移的能力[4]。 
在该教学设计中，学生被置于课堂活动的核心位置。他们不仅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

而且在确定最优算法的过程中，学生既参与团队合作，也进行个体思考。这种教学方法能够有效激发学

生在课堂学习中的积极性，促进他们的主动参与和深入思考。简而言之，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团

队协作和个人努力，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课堂学习中，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和质量。 

3. 小组制的实践课教学效果 

教学成果检验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对比。 
1) 课堂表现。划分小组的班级在实践课时大家都积极讨论，教室里的声音连绵不绝；而没有划分小

组的班级在实践课时，只有几个别同学进行交流，其余的都在埋头练习。另外可以从每次实验课的成绩，

以及实验所需完成时间可以看出划分小组的班级比没有划分小组的班级表现好。划分小组的班级与不划

分小组的班级实验成绩对比如下图 1 所示，从图 1 可以看出划分小组的班级的实验成绩均比不划分小组

的班级的实验成绩高。 
划分小组的班级与不划分小组的班级实验所需时间对比如下图 2 所示，从图 2 可以看出划分小组的

班级的实验所需时间均比不划分小组的班级的实验所需时间少。 
2) 期末考试成绩。 
划分小组的班级学生为 35 人，不划分小组的班级学生为 34 人，将两个班级的期末卷面成绩进行对

比，如下图 3 所示。从图 3 的结点可以看出划分小组的班级的期末成绩均比不划分小组的班级的期末成

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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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omparison of experimental results between classes divided into small groups 
and those without divided groups 
图 1. 划分小组的班级与不划分小组的班级实验成绩对比图 

 

 
Figure 2. Comparison of the time required for the experiment between the class divided 
into small groups and the class without divided into small groups 
图 2. 划分小组的班级与不划分小组的班级实验所需时间对比 

 

 
Figure 3. Comparison of the final grades of the class divided into groups and those without 
group 
图 3. 划分小组的班级与不划分小组的班级期末成绩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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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高中的学习方式已经不适合大学了，学生也应该学会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协作学习转变，老师

更应该多给学生提供机会进行自学能力的提升，注重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学习过程，以学生的主体性和自

主性为核心，促进他们的积极参与性和深度学习。基于小组导向的教学设计理念强调了教师在学习过程

中的指导作用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的角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习过

程的引导者和促进者，他们通过深入理解 Python 语言，能够在关键点上给予学生适当的指导和启发。而

学生则被鼓励成为积极的学习者，他们不仅勤奋学习，而且享受学习的过程，并且能够有效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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