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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专业“软件实习工厂”的研究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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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计算机专业的生产实习主要是一种脑力开发过程，产品大多以无形的软件编码为主，而对硬件环境要求并不高，因
此完全可以在校内建立虚拟的“软件实习工厂”。本文从提出“软件实习工厂”的概念入手，阐述了该平台的设计目标，给出了
将该平台应用到数据结构、软件工程课程的实验教学中的应用过程，同时对比分析了不同模式下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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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软件实习工厂”概述

生产实习也称操作性实习，学生通过参加生产

实习，将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于实际软件设

计开发中，既巩固和充实了理论知识，又培养了处理

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毕业后独立从事专业工作奠定

了基础。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生产实习由于

受实习时间、实习单位场地、项目开发涉密性和资金

等因素的限制，学生实习过程中很难参与到具体实

习单位的项目中去，只能以旁观的角度来学习项目

开发，无法深入进去。这样的实习效果欠佳，也是实

习环节的一个遗憾。考虑到可以利用现有网络资源

在校内搭建一个虚拟的软件实习平台，提供成熟项

目的设计蓝本，辅以教师在线指导，让学生展开自主

学习，学生就像进到实习单位一样先看懂后模仿，这

样可以有效地弥补实习环节中的欠缺，也可以促进

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我们把这一平台称为“软件

实习工厂”。
二、设计目标

“软件实习工厂”的建设有以下两个主要目标。
第一，学生广泛开展自主学习。利用学校现有计算

机实验室的软、硬件或学生自己的计算机设备，在机

房、自习室或宿舍都可以完成自主学习。登录平台，

学生可以先“参观”后“动手”。“参观”就是根据平

台提供的成熟案例来按步骤熟悉项目开发的流程和

设计思路，在吃透了学习模板后，可参照案例自己

“动手”。“动手”则是按照要求项目开发流程完成

老师预先安排好的项目任务，在这一过程中，老师预

先设计合理的用户需求，学生作为项目开发者从需

求分析到项目生成，每个步骤都可以亲身参与，最终

再由老师作为虚拟客户，对项目进行验收检查。在

这两个过程中，既能让学生快速科学地学习并熟悉

项目开发的理念和思路，又能真正有效地锻炼学生

的专业技能，同时充分提高学生团队合作的能力与

组织方式。学生完成该平台的综合训练项目后相当

于经历一次软件公司的“准工作”经历，为毕业设计

做一次预练。通过“软件实习工厂”，使学生把所学

的基础知识与计算机技术在实习过程中更有效地结

合，切实提高实习环节的效果，同时能一定程度地激

发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主动学习兴趣和实

践能力。第二，计算机专业有大量和软件设计相关

的课程，这些课程也都在近几年开设了设计型、综合

型实验，这些实验的开设都是想通过增加学生自己

设计软件的机会，旨在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适应社

会需求。可以将这些课程的实验教学环节放置在

“软件实习工厂”平台上，对计算机专业的生产实习

课程建设及实验教学改革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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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数据结构》课程是设计和开发系统软件及应

用程序的基础，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并重的课程。
通过实验，对理论知识的应用有更实际的认识，并且

为后继课程打下基础。实验教学部分设置了综合型

实验。综合设计实验是全面考察学生对整本书内容

的掌握程度。实验要求学生根据理论课程中讲授过

的四种经典结构，在分析任务中数据的特点后，自行

选择一种数据的逻辑结构，并根据操作特性设计数

据的物理存储方式，利用函数实现各个操作，最后能

在编制的主程序中，使整个任务流畅执行。通过任

务的设计，让学生理解理论知识的同时强化了实际

应用技能。要求以小组为单位，开发一个小型的管

理软件，例如: 电话簿的管理、学生信息的管理、班级

事务的管理等等。对于只有一门语言基础并没有学

过系统软件工程的学生而言，前期的需求分析和概

要设计就变成了难点。利用“软件实习工厂”可以

让学生直接看到相似系统的开发全过程。浏览样

例，可以让学生直观地理解软件开发是怎么回事，模

仿样例，可以让学生快速地熟悉软件流程。这种教

学方法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不受实验

课时的限制，课下可以更好地组织小组讨论，让不同

程度的学生都有自己动手的能力。
《软件工程》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核心

课程，开设本课程的时间在大四第一学期，没有实验

环节。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毕业设计与就业实习，学

生普遍感觉到这门课程理论性强，比较抽象难懂，学

生很难把文字性的描述和自己要设计的软件对应起

来。利用“软件实习工厂”可以让学生把书本上的

抽象描述和实际软件联系起来，书中的各个章节就

是实际软件开发的每个步骤，每个步骤中的难点和

重点都在“软件实习工厂”中有预演。学生透过运

行的应用软件，站在软件分析师的高度来剖析应用

软件。学生有了这样一次经历，后面的毕业设计自

然水到渠成。教师可以利用网络发布“软件实习工

厂”，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在这一平台上自主学习，

在教学过程中设置 2 － 4 个学时来检验学生课下学

习的情况。这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软件工程》课

程没有设置实验教学环节的问题。
四、效果分析

对 2 个年级、6 个班级 200 多名学生的《数据结

构》课程的实验教学成绩进行统计分析。其中第一

组 2 个班是未使用过该平台的班级; 第二组 2 个班

级是只使用该平台完成自主学习的班级，即只“参

观”未“动手”的情况; 第三组 2 个班级是在该平台

上完成实验教学的班级，根据理论授课和实验的接

受情况来看，将 08 级 2 个班分成第一组，将 09 级 4
个班分成后两组。对比结果如表 1 所示。其中满分

为 100 分，合格为 60 － 75 分，中等为 75 － 85，优秀为

85 分以上。
表 1 不同教学模式下的教学效果比较

分组 班级 合格率 中等率 优秀率

第一组 信管 071、计科 082 50． 1% 35． 3% 22． 6%

第二组 计科 091、信管 081 27． 8% 36． 4% 36． 8%

第三组 计科 092、信管 092 19． 0% 23． 3% 57． 1%

从表中可以看出，学生通过该平台“参观”效果比较

明显，第二组计科 091、信管 081 两个班整体课程掌

握情况偏差，但通过“软件实习工厂”的学习，大多

数小组都能自己动手完成综合型实验，而不是直接

从网络上找现成软件交作业应付，实验成绩也与同

等水平的信管 071 班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 第三组

计科 092、信管 092 两个班整体课程掌握情况较好，

通过“软件实习工厂”的学习，明显体现出团队合作

意识，多数小组分工比较明确，各有侧重点，实验检

查过程中还展开了小规模演讲，实验成绩也较同等

水平的计科 082 班有提高，高分值学生的比例明显

增多。
学习是满足个体内部需要的过程。只有愿意

学，才能学得好，作为教学的设计者要考虑在教学过

程中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让学生自己产

生主 动 学 习 的 欲 望，才 能 有 效 地 提 高 学 习 效 果。
“软件实习工厂”给学生提供了自主学习的平台，通

过成功项目的吸引力，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提
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对相关课程的实验教学

模式的改革进行了有效的尝试。下一步要考虑加强

该平台的网络性，鼓励学生通过网络自主学习，将实

习时间扩展到课下，将实习内容扩展到多门计算机

软件设计课程，切实提高学生软件设计的实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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