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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特别是我国加入 WrO后 ，我国与国际接轨的进程加快 了，社会 的信息化使得计算机的 

应用更加普及、更加深入，各个领域对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需求愈来愈高。本文主要介绍了目前国内外计算机基础教学 

的现状 ，参照各国标准及各高校改革经验，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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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at full speed I)f the computer，especially after Ofina joins wro，the process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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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随着信息 技术 的发展 ，各 个领 域对 汁算 机基 础 

知识 和基 本技能 的需求愈来愈高 。 目前 大部分高校 

根据教育 部[1997]155号文 件 以及教 育 部工科计 算 

机基础课程教 学指 导委 员会 的 明确要 求 ，将 工科 非 

计算机专业计算 机 基础 教学 分成 三个 层次进 行 ，即 

第一层 次的计算 机 文化 基础 ，第 二层 次 的计算 机技 

术基础 ，第三层 次 的计算 机应 用 基础 。其 中第 一层 

次 的计算 机文化基 础 主要包 含 的教学 内容 有 ：计算 

机 基础知识 、Windows操作 系统 、Word文字 处理 、Ex． 

cel电子表 格 和计算 机 网络 基 础几个 模 块 。这 些 内 

容 与 中小学 的信息 技术教育课程相重叠 。如何将普 

及计算 机基础知识 、基本 技 能 的培养 目标提 升到信 

息 素养 的培养上来 ，也是摆在 我们 面前 的紧迫 问题 。 

二、国内外高校计算机基础教学的现状 

1．美 国信息素养 的标 准 

2000年 1月 18日 ，美 国高 等教 育 图 书 研 究 协 会  

(AcruL)在德克 萨斯 州的圣安 ·东尼 召开 了美 国图书 

协会仲冬会议 ，参加 这次会议 的 1 1位理事 分别是来 

自全 美 高 等 学 校 的校 长 、副 校 长 、图 书 协 会 的理 事 长 

等 。会议 审议并通 过 了“美 国高 等教 育信 息 素养 能 

力 标 准 (Information Literacy Competency Standards for 

Higher Education)”。该标 准分 为三个 模 块 ：标 准 、执 

行指标和效果 。有 5大标 准 22项 执行 指标 和若 干 

个 子 项 。 

标 准一 ：具有信 息 素养 能力 的学 生 能决定 所需 

要 的信息种类 和程度 。具有信息素养 能力 的学生 能 

选定并连通所需 要 的信息 ；能确认 各 种不 同类 型 和 

格式 的潜在 的信 息 源 ；能考 虑获 取所 需要 信 息 的成 

本 和利益 ；能重新 评价 信息 需要 的特 点 和信 息需 要 

的扩 充 。 

标 准二 ：具有信 息素养 能 力 的学 生能 有效 而又 

高效地获取所需要 的信 息 。具有信息 素养能力 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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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选 用最 适 当的探究方 法或检索系统获取所需要 

的信息 ；能建构 和完善有效 的搜 索策 略 ；能运用各种 

方法检索在 线信 息 或个 人信 息 ；必 要时 能优化搜 索 

策略 ；能写 出摘要 、记 录并 管理信息及其来源 。 

标 准三 ：具 有信 息素养 能力 的学 生能评 判性地 

评价信 息及其来 源 ，并 能把所 遴选 出的信息 与原有 

的知识 背景 和评价 系统结合起来 。具有 信息素养 能 

力 的学生能从所 收集 的信息 中 ，概括 出中心思想 ；能 

连通并 能运用原始 的标 准 来评价 信 息及 其来 源 ；能 

综述 中心思想 ，并具有新 的创 新理念 ；能对新 1日知识 

进行 对 比 ，确认新 的知识 的价值 、矛盾性或其他别具 
一 格 的信息特 点 ；能判 断新 的知 识是 否对个 人价 值 

观体 系 的影 响 ，并 确定对 所 收集 到 的观点是 整合 还 

是排斥 ；能够通过 与他人或者某一领域 的专 家 、实践 

者对话 ，验证对 信息 的理解 和解读 ；能确定原始 的咨 

询 应 该 如何 修 改 。 

标 准 四 ：具 有信息素养 能力的学生 ，无论是个体 

还是 团体 的一员 ，能有 效 地利 用信 息达 到某一 特定 

的 目的。具 有信息素养 能力 的学生能用所掌握 的知 

识创 造新 的计划 、新 的作 品和表现形式 ；能修改 发展 

程序 以满 足于作 品或 表现 形式 的需 要 ；能把作 品 或 

表 现 形 式 与 他 人 有 效 地 交 流 。 

标 准 五 ：具有信 息 素养 能力 的学生懂得 有关信 

息技 术 的使用 所产 生 的经济 、法律和社 会问题 ，并能 

在 获取和使用 信息 中遵守公德 和法律 。具有信 息素 

养 能力的学生懂 得 与信 息和 信息技 术有 关 的道德 、 

法律 和社会 经济 问题 ；遵守 法律 、规 章 、团体 制度 和 

有关 获取 和使 用信息资源 的礼貌规 范和 网络行为规 

范 。 

信 息 素养 正 在 引起 世 界 各 国越 来越 广 泛 的重 

视 ，并逐 渐加 入从 小学 到大 学 的教育 目标 与评价 体 

系之 中 ，成为评价人 才综合素质 的一项：重要指标 。 

2．美国卡 内基梅 隆 大 学《计 算机 文化 》教 材 主 

要 讲 授 的 内容  

美 国卡 内基梅隆 大学的计算 机科研 和教学在全 

球一 向享有盛 名 ，其计 算机 学 院 的课 程 多年来在 全 

美最 权 威 的 《美 国新 闻 与 世 界 报 道 》(US News＆ 

World Report)大 学 排 行 榜 上 名 列 前 茅 ，毕 业 生 深 受 

业界 欢 迎 。美 国卡 内基 梅 隆 大学 软 件 工程 研 究 院 

(SEI)主持 开 发 的软 件 生产 能力 成 熟 度模 型 (Capa— 

bility Maturity Mode1)正成为全球通行 的 、评价软件 开 

发企业能 力的标准 ，在 国 内也 引起 了各 软件 企业 的 

重 视 。 

正 是 基 于 此背 景 和 目前 市 场 上 对 软 件 开 发 人 员 

的大量需求 ，美 国卡 内基 梅 隆大学 专 门成 立 了美 国 

卡 内基梅隆大学 软件技术教 育 中心 (CTE)为校 外人 

士提供 高水平 的软件技术 教育服务 。 

CTE自开 办 以来 ，已在 美 国 、巴西 、墨 西 哥 、日 

本 、印度 、韩 国、菲律宾 、南非和香港 等数 十个 国家和 

地 区 开 设 了该课 程 ，深 受 业 界 的欢 迎 和 认 可 。 

中国教育 电子公 司 技术 教育 中心 (简 称 “CEEC 

技术教 育中心”)为创 建 国际化 软 件人 才教 育基 地 ， 

培养 与国际接轨 的软件 专业人 才 ，独 家引 入 美 国卡 

内基梅 隆大学软件技术教 育 中心 (c胍 )的享誉 世界 

的 SSD 系 歹U课 程 (Software Systems Development 

c0urse)，其 中《信 息系统概 论》课程所 推荐 的教材 《计 

算机文化》主 要讲授 如下 内容 ：Chapter 1 Using Com— 

putem ：Eaaential Concepts；Chapter 2 Software and Multi— 

media；Chapter 3 Clocurnent昌l，W orksheets ，an d Dataha a- 

es；Ch apter4 Computer Files an d Data Storage；Chapter 5 

Computer Architecture；Cha pter 6 The Co mputer l~lAll-ket- 

place；Cha pter 7 Local Area Netw orks an d E —— mail； 

CAmpter 8 Th e Intem et；Cha pter 9 Data Seeuri哆 ；Chapter 

10 Data Representation；Cha pter 1 1 Communications SYS — 

terns；Chapter 12 Information Systems in Organizations； 

Cha pter 13 Developing Effective Information Systems ； 

Cha pter 14 Managing  Databases；Cha pter 15 Computer 

gr8mming。其所讲授 的内容体现 了对 学生 信息 素 

养 的培 养 。 

3．韩 国 的信 息技 术教 育 

韩 国信 息技术 教育 总 目标 ：培养学 生 的信息 素 

质 ，并把 它能动地 、创造性地应用 在 自己的生活 中。 

韩 国的教育信息化 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末 。进 

入 90年 代 ，韩 国确 立 了 “国 家信 息 化 促 进 基 本 计 

划”，以此为契机 ，其教 育信 息 化 的开展更 加 具体 化 

和 系 统 化 。 到 2OOO年 末 ，韩 国 已完 成 了对 所 有 中 小 

学计算机 的普及 、因特 网的链 接等 物质 设施 建设 以 

及教 师培训等第 一阶段 的“教 育信 息化综合计划 ”。 

韩 国的教 育信 息化 ，包括 以提 高 国民对教 育信 

息化 的认识为基 础 ；完善教 育信息化 的法律 与制 度 ； 

教师信息 化进 修 ；开发 培 养计 算 机 软 、硬 件专 业 人 

才 ；促进教育环 境 的信 息 化 。这 一过 程可 分 为 中小 

学教育 的信息 化 、大学 教育 的信 息化 和教 育行 政 的 

信 息化 3个方 面。其 最终 目标是实 现开放 式教育 并 

建立适 应终身 学 习的教 育体 制 ，培养 适应 知识 信 息 

社会的创造性人才 。为了使 全体公 民有效 地面对信 

息化社会 ，向每个 公 民 明确 提示 必 要 的信息 素养 及 

其 内容和水平 ，引进 了必 要 的信 息素养 认 证制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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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教育改革方 案 中特别 提 出 ，把 学校 建成 体验信 息 

化社会 的场所 ，在所 有科 目中加强信息技术 的应用 ， 

加强 信息素养 以及信 息伦 理教育 。 

4．亚 太 地 区 首 届 “网 络 时代 的 学 与 教 ”国 际研  

讨 会 议 题 

由联合 国教科 文 亚太 总办事处 和 牛1国全委会 、 

华 南 师 范 大 学 和 亚 洲 开放 大 学 协 会 共 同 主办 的亚 太 

地 区首 届 “网络 时 代 的学 与 教—— 实践 、挑 战 与展 

望 ”国 际会 议 于 2001年 1月 在 广 州 召 开  大会 围绕 

着 三个 主 要 议 题 展 开 讨论 。 

第一议题 ：信息 素养—信 息 时代 每个 社会 成员 

的基本 生存能 力。 与会 的中外 专家 一致认 为 ，信息 

素养 不仅 已成 为当前评价人才综合素质 的一项 重要 

指标 ，而且成 为信息 时代 每个 社会 成员 的基本 生存 

能力 ，尽快 将 其 纳入 从 小 学 到 大学 各 学科 教 学 、科 

研 、管 理等各项 工作 中 ，将会有力地推动 学校 教育思 

想和教学 目标 、内容 、方式 、评价 等各个 j不节 的全 面 

变 革 。 

第二议题 ：网络时 代 的学 习、课 程 、教学 与教育 

评 价 。近 年 来 国 内 外 许 多 名 牌 大 学争 先 恐后 地 开 展 

了网上远 程 教育 新 型教 学 模式 探 索 。与会 专家认 

为 ，跨时空 、大信息量 、交互性和个性化 ，是网络时代 

学习与教学模 式 的主要优 势 ；丰富 的信息 资源 和方 

便 的获取方 式 ，是 新 型学校 办学 水平 和实 力 的主要 

标志 ；个 性化 、远 程 化 、智 能化 的教育 评价 和考 试模 

式 则 是 网 络 时 代 教 育 发 展 中 的难 点 。 

·第 三议 题 ：虚拟教育 ：教育 系统须反 恩和超越现 

行 的教 育 模 式 。 网 上 虚 拟 高 等 教 育 的 出 现 ，创 造 出 

一 个全新 的教育 时 空 ，使 大学 在 网络经济 与文 化发 

展 中 的地 位 变 得 越 来 越 重 要 ，大 学 同 中小 学 之 间 的 

联 系 、学 校 与企 业 之 间 的联 系 、学 校 与 政 府 之 间 的联 

系变得更加密 切 ，尤其 是世 界 各 国大学 ：之间 的距离 

正在大 大缩短 ，大学 之间 的合作 与交 流 变得更 加方 

便 、更加重要 。 

5．国 内高校计 算机 基础课 程 改革现状 

目前全 国各高校 也在进行计算机基 础课程 的改 

革尝试 ，如清华 大学计 算机 文 化基 础课采 用 网络教 

学 为 主 ，集 中辅 导 为 辅 的方 式 进 行 ；北 京 理工 大 学 采 

用大 班 (5—7个 班 )课 堂讲 授 理论概 念性 的内容及 

主要 操 作 ，操 作 内 容 的 掌 握 主 要 通 过 学 生 上 机 实 践  

环节进行 ；西 安交通 大学将 计 算机 文化 基础 的课堂 

教 学 压 缩 为 l2学 时 ，提 供 3O个 上 机 课 时 ，再 辅 以交  

互 Web教 学 网站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注 重 培 养 学 生 跟 踪 

发 展 的 能 力 ，以 学 生 为 主 体 ，教 师 为 主 导 ，进 行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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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讲课 ，常年滚 动开 课 ，学生 可 自由选 择 上课 内容 、 

时 间 ，自主选 择 上 机 时 间和 考 试 时 间 ；郑 州 工 程 学 院 

将多媒体教室讲授 和网络化教学相结合 ，讲课 15学 

时 ，网络化学 习 l5学 时 ，上 机 实验 3O学 时 ，在线 参 

加基础知识 的考核 (仅 为选 择题 )，其他 应用 软件 考 

试 由学 生 通 过 E—mail提 交 个 性 化 作 业 实 现 ；汕 头 

大 学 上课 32学 时 ，上 机 32学 时 ，要 求 学 生 参 加 计 算 

机 等级 考 试 ，鼓 励 考 证 ，开 设 一 定 的 选 修 课 ；大 连 大 

学 在 入 学 时 进行 一 次 考 试 ，通 过 者 免 修 该 门课 程 ，该  

门课 不 正 式 上 课 ，未 通 过 者 通 过 辅 导 班 学 习 。 我 校  

尝试采取分 5个模块教学 ，这 5个模块分 别是 ：基础 

知 识 、Windows、word、Excel、网络 基 础 ，学 生 根 据 自己 

的实际水平 和能力 自主选择模块学 习的方式来解 决 

学 生计算机 基础水 平 的差异 。 

三 、结 语 

全国各高校都在进行计算机 文化基础课程 的改 

革 ，在 改 革 中 ，应 注 意 做 到 以 下 几 点 ：一 是 大 学 时 期 

的计算机 基 础 教育 应 是 中小 学 信 息技 术 课 程 的延 

续 ，应从一个较 高 的层 次上起 步 。二是 由于各 地 区 

开展信 息化技术教育 的时间存 在 一定 的差 异 ，因此 

在课 程 的 教 学 方 式 上 应 灵 活 一 些 ，以 适 应 不 同 层 次 

的学生 。三是可开设信息 学 、情报检 索等系列课程 ， 

使学生具备获取 信息 ，加 工 、分析 信息 ，合理 利用 信 

息 和 创 新 的能 力 。 四是 实 现 课 堂 、网 络 课 堂 的 立 体 

化教学 。五是提高教师 的信息素养是改 革成败 的关 

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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