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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中“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和《关于引导部分地方

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长治学院计算机专业

以培养“适合信息产业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目标。该成

果依托山西省教育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新建本科院校计算机类专

业离散数学实验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开展研究，围绕长治学院

计算机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按照《中国工程教育认证标准 2015

版》规定的毕业要求，确立了“基础知识掌握、应用能力培养、

实践创新能力训练”的递进式教学目标，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积

极开展线上线下教学，并通过“课堂导引式教学、案例演示式教

学、课堂讨论式教学、项目参与式教学”四个维度的教学方法将

实验教学融入到离散数学教学中，以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实践

创新能力，如图 1 所示。 

一、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教学内容高度抽象,内容之间逻辑分散 

计算机专业的离散数学包括数理逻辑、集合论、图论、代数结构

四部分相对独立的内容。这些内容大多建立在数学概念基础上，以定

义、定理、证明等形式呈现，内容抽象，跨越性强。 

2．离散数学教学课时不足 

应用型本科院校计算机专业的离散数学大多控制在 48-68 课时。

而离散数学内容繁多，且是许多专业课程的基础，如数据结构、编译



2 
 

基础知识掌握 

应用能力培养 

实践创新能力 

开放性实验 

学科竞赛 
 

大创项目 

课后练习 

课堂讲授 

线下自主学习 

课外科技活动 

实验项目 
 

课后练习题 

知识拓展 
 

自制教学视频 

课堂讨论式教学 

课堂导引式教学 

案例演示式教学 

项目参与式教学 

教学环节 教学目标 教学方法 

图 1 离散数学教学体系 

原理、信息安全等，要与这些课程有机地衔接起来，课时显得严重不

足。 

3．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远离工程实践 

离散数学课程一直被视为一门纯数学课。在教学中，教师侧重于

用数学的方法推导公式和证明定理，忽略了实际案例和算法的应用，

更谈不上将离散数学知识与实际计算机工程项目相结合。 

4．学生缺乏学习离散数学的兴趣 

地方院校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更注重于计算机应用技能的获得，认

识不到离散数学与其专业的相关性，把离散数学作为一门纯粹的数学

课学习，学习兴趣不高，缺乏学习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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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完善课程资源建设，建立离散数学教学内容与其他课程的关

系，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颁发的

《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实施方案》中关于应

用型人才培养的离散数学教学要求，以及工程认证中与离散数学相关

的毕业要求，完善课程资源，构建思维导图。充分挖掘离散数学知识

在计算机学科中的应用案例，构建实验教学体系，并在教学平台上建

立以知识单元为单位知识拓展模块。 

2．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建立离散数学教学内容与计算机工

程问题之间的联系。 

综合运用了“课堂导引式、案例演示式、课堂讨论式、项目参与

式”教学方法，在离散数学教学中融入了实验教学环节，建立离散数

学知识与计算机工程实践之间的联系。 

3．采用基于 spoc平台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拓展学生的学

习空间和时间。 

为了解决课时不足问题，项目组成员积极开展基于超星“一平三

端”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并积极开展基于超星“一平三端”的线上

线下混合教学，科学安排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的学习任务，取

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4．加强师资培养，提高教师综合素质，满足离散数学高质量教

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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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教学质量最根本的保证是教师对教学内容的深刻理解和把

握。项目实施以来，项目组先后派出 1名教师国内访学、1名教师企

业挂职锻炼，4名教师参加计算机学会举办的暑期课程导教班，参加

国内教学或学术研讨会 30人次，为离散数学的教学改革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三、主要研究内容及成果 

1. 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完善课堂教学资源 

离散数学是计算机相关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其教学内容与计算

机硬件和软件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但为后续课程提供必须的理论基

础，而且可以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根据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颁发的《高等学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实施方案》中关于应用型人才培

养的离散数学教学要求，以及工程认证中与离散数学相关的毕业要求，

对离散数学的核心知识点进行了梳理，制订了长治学院计算机专业

《离散数学》课程标准，课程教学标准分析了地方本科院校学生的学

习能力，确定了离散数学“基础性、提高性、拓展性”三个层次教学

内容，给出了教学内容的组织方式、课时分配及教学要求，建立了分

层次的实验教学体系和提出了相应的实验教学方案。优化了《离散数

学》课程教学大纲。 

为了便于学生理解抽象概念，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和时间，构建

了思维导图，录制了微教学视频，建立了题库。为了帮助学生建立离

散数学与专业知识的联系，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围绕离散数学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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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学科中的应用，构建了“基础性实验、应用性实验、研究性实验

与设计性实验”四个层次共 19个实验项目，供课堂演示分析或课外

实验，并在教学平台上建立以知识单元为单位知识拓展模块，知识拓

展模块中包含相应知识的应用背景、案例和实验项目。 

为了进一步推广成果的应用范围，项目组成员编写了《离散数学

及其应用》，该教材于 2020年 8月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发行。 

2．以应用能力培养为目标，改革教学方式 

认真研究工程认证中与离散数学相关的毕业要求，我们确定了

“基础知识掌握、应用能力培养、实践创新能力训练”三级递进式教

学目标，综合应用了“课堂导引式教学、案例演示式教学、课堂讨论

式教学、项目参与式教学”四个维度的教学方法，在离散数学教学中

融入了实验教学环节。在教学中，通过引入优秀的应用型和设计性实

验项目案例、演示项目、分析项目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思考

用数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布置阅读材料、讨论研

究性实验的解决方案、分析原理，使学生理解如何使用离散数学知识

解决工程问题；通过课后完成基础性实验作业、参与并完成设计性实

验和竞赛项目，使学生掌握利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方法，

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3. 以学生为中心，优化教学模式 

项目研究过程中，建立了离散数学学习网站，全部教学资源存放

在网站上。为了降低网站维护和更新成本，也为了更加灵活地使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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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教学资源，2018年开始，将所有教学资源转移至超星泛雅平台上。

在此基础上，围绕离散数学培养目标，认真分析学情，设计课前、

课中、课后、课外”四个教学环节的学习任务，开展基于超星“一

平三端”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4. 研究论文及相关课题 

项目组成员对地方院校计算机专业离散数学教学及离散数学相

关知识点在计算机学科领域的应用问题及教学模式进行深入研究，撰

写了一系列教学研究论文，先后刊登在《计算机教育》、《中国电力

教育》和高等院校校报上。申请离散数学方面的教改项目 3项，与离

散数学相关的其他课题 4项，这些课题的研究为改革离散数学教学方

式、拓展教学内容奠定了基础。 

（1）教改论文 

① 张剑妹,李艳玲,吴海霞.结合计算机应用的离散数学教学研

究[J].数学学习与研究,2014(1): 2-4. 

② 李艳玲,张剑妹.基于建模能力培养的离散数学思维模式[J].

计算机教育, 2014,(4): 76-79. 

③ 郭咏梅,张剑妹.《离散数学》研究性实验的探索与实践[J].

现代计算机, 2014,(8):31-33. 

④ 李艳玲,张剑妹.课堂教学的文化内涵探析[J].中国电力教

育,2014,(18):67- 68. 

⑤ 张剑妹,郭咏梅,赵秀梅.计算机专业离散数学教学研究[J].

长治学院学报, 2015, 32(2):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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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李艳玲,蒙力.基于图模型及直方图匹配的航拍图像拼接技术

[J].弹箭与制导学报. 2018, 38(6): 21-24. 

⑦ 张剑妹,李艳玲,郭咏梅,王宝丽. 新工科教育下计算机专业

离 散 数 学 实 验 教 学 研 究 [J]. 运 城 学 院 学 报 . 运 城 学 院 学

报,2018,36(6):1-3. 

⑧ 李艳玲,张剑妹. "互联网+"背景下对大学教学的探索. 长治

学院学报, 2020(2):80-82. 

⑨ 杜丽美.《离散数学》的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J].长治学院学

报,2017,34(2):84-85. 

⑩ 杜丽美,张剑妹,钟新成.互联网+背景下的《离散数学》教学

改革研究[J].现代计算机，2020,26(21)：93-95+108. 

（2）教研课题 

① 校级教改项目：基于超星平台的离散数学多元化教学改革研

究，2019年 5月，未结题； 

② 中国高校计算机教育 MOOC 联盟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项

目：离散结构，2019年 9月，未结题； 

③ 计算机基础教育教学研究项目：基于“两性一度”的《离散

数学》教学改革研究，2020年 7月，未结题。 

5. 项目实施效果 

项目的实践切实提高了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近三年，计算机系

学生参赛规模达 2000 余人次，省级以上（含）获奖 328 人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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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22 项，其中项目组成员作为首席指导

教师的竞赛 14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 2项。 

项目组成员的离散数学教学得到了学生认可，与 2017 级、2018

级和 2019 级学生交流调研发现，学生对离散数学课程建设和教学反

应良好，通过多维度的教学，学生不仅系统地掌握了离散数学的知识

体系，还可以用离散数学知识分析、解释、表达或解决相关的计算机

工程问题，切实提升了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实践

能力。 

四、成果的创新点 

1．突破了传统的离散数学教学模式 

多年来，离散数学课程一直被作为一门纯数学课程开设，教师习

惯于采用“定义-定理-证明-习题”的教学模式开展教学，依然窠臼

于数学素养、逻辑思维的培养，没有将离散数学与计算机领域的工程

实践能力联系起来。而结合工程教育认证的要求，围绕“基础知识掌

握、应用能力培养、实践创新能力训练”的递进式教学目标，采用基

于 SPOC 平台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通过“课堂导引式教学、案

例演示式教学、课堂讨论式教学、项目参与式教学”四个维度的教学

方法将实践教学环节融入到离散数学教学中，使得项目有了很强时代

性与现实性内涵。 

2．拓展了离散数学的教学内容 

计算机专业的离散数学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数理逻辑、集合论、

图论、代数结构中的基本定义、基本定理及基本的证明技术，几乎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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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与计算机应用相关的内容。我们既重视离散数学的基本知识和

基本能力的培养，又重视信息产业发展对计算机专业人才要求的能力

和素养的培养，突破了传统的离散数学教学认知定式，增加了相关知

识在计算机领域的应用背景、案例及算法实现等内容，改变了部分作

业的完成形式。使学生学会了利用数学知识分析专业问题、解决专业

问题的基本方法，提升了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3．打通了课堂教学和第二课堂活动之间的联系 

课堂教学是学科/科技竞赛的前提和基础，学科/科技竞赛是对课

堂教学质量的重要检验，同时也是促进课堂教学的重要抓手。在离散

数学教学中综合运用了“课堂导引式教学、案例演示式教学、课堂讨

论式教学、项目参与式教学”教学方法。通过演示成功的竞赛项目或

实验项目激发学生参赛兴趣，通过讨论项目设计方案、分析项目实现

原理，引导学生掌握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项目实施以来，计

算机专业参加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取得了较好的

成绩。 

五、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课堂教学资源的使用 

项目实施之初，项目组编写的《离散数学实验指导及习题汇编》，

先后三次修订了《离散数学课程教学大纲》，在长治学院计算机系各

专业使用，同时还将《实验指导》和《大纲》的电子版提供给了北京

城市学院、忻州师范学院、吕梁学院、运城学院等省内外地方本科院

校进行交流。教学资源上传至超星泛雅平台之后，长治学院计算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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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级、2018级、2019级近 800名学生在平台上完成了学习任务和

课外实验，同时，数学系相关专业学生学习了知识拓展模块的内容。 

2．教材推广情况 

项目组编写的《离散数学及其应用》2020 年 8 月在电子科技大

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被山西师范大学、湖南城市学院、浙江万里学

院等学校采用。 

3．研究论文 

项目组成员在《计算机教育》、《中国电力教育》和高等院校校

报上发表离散数学教学研究方面的论文 10篇。 

4．经验交流情况 

2018 年暑期，项目组成员参加了 CCF 举办“离散数学与 Python

导教班”，参加导教班的大多是地方院校计算机专业的离散数学任课

教师。在导教班的讨论课上，项目负责人介绍了课题的研究成果，得

到了大多数地方院校教师的认可。2020 年，大同大学计算机与网络

工程学院的领导和教师一行 10 人来我校考察，项目负责人介绍了离

散数学教学经验，得到了大同大学领导和教师的认可，并表示在他们

学校推广我们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