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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心理学在计算机科学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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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阐述了如何把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和原理应用于计算机科学的教学中． 处理好基础理论与技术实践相结台的 

关系，使得各个教学环节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发展l出交叉结台的教学方法。井利用认知心理学中的激励机制克分诃动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以提高教学效率．使学生更牢固地掌握基础理论知识．加强实践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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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计算机教学质量，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 

综合型人才，我们将认知心理学原理应用于计算机 

教学，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

、教学过程是一个信息深Jm m过程 

在计算机科学教学中．传统教学方法——先学 

基础理论知识．再进行实践和应用，学生难以理解计 

算机科学中的许多概念，难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和教学目标，很难保证教学质量。这种从认知走向 

感知的教学方法，与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和认 

知规律是相反的，因此学生学习起来感到很困难。 

如果让学生先有一些感性认识，在讲授理论知识的 

时候，注意与学生感知观念结合起来，使学生认为理 

论知识是他们感性知识的提高、深化和抽象，他们就 

会觉得理论知识和许多理论概念并不那么深奥．容 

易接受。 

计算机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根据当 

代信息加工的认知理论，先让学生对实践应用有感 

性认识．再进行理论学习，使学习理论的过程变成一 

个信息加工和深化的过程，则理论变得易于理解。 

我们在管理学院和计算机科学系本科生的计算机课 

程和现代管理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在给93级学生上 

数据库原理和设计这门课程时，采用先理论后实践 

的方法．结果发现学生对数据库理论中的一些概念 

难于理解；而在给 94级学生教学时，采取实践先走 
一 步的方法，让学生先上机自由操作(教师在旁略加 

指点)几小时，这样，在理论教学中，所涉及的概念太 

部分均有学生已操作过的实例可例举，学生便较易 

理解。如由于学生对数据库文件的关键字概念在实 

际应用中理解比较透彻，在讲到有关数据库规范化 

过程时，诸多难于理解的概念，如主属性、非主属性 、 

完全函数依赖等(均与关键字有关)就易于理解了． 

就能有把握地进行把数据库规范化到第三范(3NF) 

的工作。 

二、利用激励机制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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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认知心理学中的学 习动机激励机制，我们 

从外部动机、社会动机、成就动机和内部动机几个方 

面来激励学生的学习动机，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和求知欲。 

每门课程开始时，首先介绍该课程的概况和与 

其它课程的相关性，引发学生的好奇心誊求知欲。 

介绍该课程的理论和技术在社会实践中的广泛应 

用，调动学生学好该课程的社会动机。为激励学生 

学习的内部动机，我们尽力让学生学有所得，使学生 

觉得所学到的许多基础理论知识和应用技术可以很 

快地在计算机上实现，把自己的创意和想法在计算 

机上变成现实。同时，我们要求学生进行一些独立 

的设计和一些专项技术演示，并让学生白行进行评 

比，以激励学生学习的外部动机，使他们感受到学习 

的成就感。我们还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在应用设 

计中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提出略有差别的要求．尽可 

能使每个学生在课程学习结束时都获得自我效能 

感，以增强他们进一步学好后续课程的自信心。 

我们在给本科生讲授数据库原理和设计时．首 

先向学生介绍数据库技术在现代计算机科学中的重 

要性和在社会实践中特别是在现代化管理中的广泛 

应用，以及数据库技术与其它计算机软件技术和管 

理知识的相互关系。课程一开始，就明确要求学生， 

在本课程结束时，每人需独立完成一个小型信息管 

理系统的设计与编程，而且任何两个系统不能完全 

相同(避免抄袭)。在设计完成后，每个学生都必须 

进行演示，并由学生白行进行评比。然后用尽可能 

简捷的办法让学生基本熟悉 FOXBASE、FOXPRO 

等的实际操作及应用。在多种因素的激励下，学生 

迅速进入了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应用设计阶段。 

三、各个教学环节之间的有机联系 

我们在本科生的数据库原理和设计、现代管理 

理论、软件工程等理论课程和应用课程的教学与指 

导毕业设计的过程中，根据系统理论中的整体性原 

理，强调计算机科学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注意各门课 

程之间的有机联系、承前启后、相互交叉以及应用实 

践性强的特点，采取了基础理论课程与技术实践相 

结合的交叉并行开课的教学法．收到了较好的教学 

效果。 

数据库原理和设计这门课程中涉及数据库的设 

计方法及相关的应用程序的设计方法等内容，该内 

容是软件工程课的重点内容之一，而应用程序又与 

现代管理理论密切相关。数据库原理和设计、现代 

管理理论等课程尚未结束时，软件工程这门课就开 

始进行了。这样，我们要求学生馓小型信息管理系 

统的设计就成为这几门课程搭接的桥梁。在软件设 

计原理及方法和现代管理思想的指导下，学生又进 
一 步检查、修改和丰富他们已近完成的小型信息管 

理系统，使之在理论指导下达到更高的水平。在数 

据库原理和设计这门课程结束时，每个学生都独立 

完成了一个小型的信息管理系统，如档案管理系统、 

商场管理系统、银行服务系统、工商税收管理系统、 

邮电服务系统、监狱管理系统、住宿管理系统 、民航 

预订机票查询系统、个人股票系统、图书馆管理系 

统、中西文期刊管理系统、汽车管理系统、超市管理 

系统、百货公司售货系统等。 

在软件工程等课程全部结束时，我们指导全班 

进行了一次理论联系实际的讨论会，要求每个学生 

写一份书面总结，其内容是如何用数据库原理和设 

计以及软件工程中所学的理论知识并结合现代管理 

理论和技术来指导完成小型信息管理系统的．且现 

场抽一个问题作答，限时 l5分钟。对于这-N开生 

面的学习总结讨论会，学生十分投入。他们认真准 

备了发言稿．作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发言。每位学生 

不仅总结了自己的得失，也从别人的得失中获得教 

益。 

四、学习与走向社会求职相结合 

由于学生各自独立地完成了一个可供演示运行 

的小型信息系统，有些学生在对外求职时也带上了 

自己编写的软件去演示．以表明白己所具有的能力。 

有的学生在进行毕业设计之前就联系好了工作单 

位，而该工作单位就要求学生设计编写该单位需要 

的信息管理系统。如某生与北京市出租汽车公司签 

汀协议后，为该公司编写了北京市出租汽车公司人 

事管理系统．该生毕业后就去了这家公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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