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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语言程序设计教学改革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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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当前高职院校计算机专业IAvA语言课程教学内容扣教学方法的改革需要，本文分析了1AvA语言课程的教学现状，从
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上机实践的等方面结合作者的体会提出了改进学院计算机专业lAvA语言教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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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ernls of the requirement of refonn for current teaclling contem and teac}ling methods in voca石onal洒sdmtes，dlis essay analyses

七he actual teaclling status ofJAVA language desigll．The writer suggests some proposals about how to advance the JAVA language desi印teachmg
for computer major i11 Vocadonal i11sdtutes，combining w“h teaclling memods，teaclling contentS and山e writer’s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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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JAVA语言是一种纯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语言。因为它具

有平台无关性、安全机制、高可靠性、多线程和内嵌网络支持的特
性，已成为2l世纪首选的应用程序开发工具。目前．各类高等院
校计算机及其相关专业都将JAVA语言程序设计作为低年级基
础课程。与其它课程相比较。本课程更要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更

突出示范教学与调动学生创新才干的结合．更强调学生综合素质

的培养。

对高职学生来说．JAVA语言只是工具．不应把它作为纯理论
课程来学习．而应当主要作为一种应用技能来掌握。高职教育的

培养目标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是面向基层．面向
生产服务一线，培养的不是学术型人才．而是技术应用型人才。高

职学生应以应用知识为主．重点是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衡

量的标准不是知不知道．而是会不会干。

2问题的提出
通过多年的实践教学，目前JAVA语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教材内容与课时分配不合理

现在市面上的JAVA语言程序设计教材五花八门．笔者曾经

选用过一本比较好的教材，教材从浅人深，将JAVA语言分析得很

透彻，很清晰，同时也涉及到很多实用知识和工具．这本书的篇幅

达600页。但由于受学科总体学时的限制，学院只能将JAVA语言

程序设计这门课定为64学时(其中含实践40学时)。结果教学中
难以循序渐进．达到教学的效果。如何处理不当，甚至会陷于一个

教与学的困境当中．

2．2没有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由于缺少必要的前导课的知识．直接学习面向对象的程序设

计课程，很多概念难以接受和理解。在目前的课堂教学中．还是以

教师讲授为主．没有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启发式教学没
有得到充分运用，老师不了解学生课前预习的情况．不了解学生
的掌握情况．只是一味地按照教学计划的进程来讲解．挫伤了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和热情。严重影响了后续课程教学工作的正常开

展．

2．3对于实践教学环节重视不够。

JAVA语言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计算机语言．但目前的实践

课教学存在很多弊端。学生不明确上机实验的目的．实验的内容

不清楚，想干什么就于什么．没有相应的实验要求．考核中上机没

有一定的比例，这样，语言课就成了单一为考试的一门课、其结果

有的学生连最基本的实践操作也不会做．有的实践教学学生只是

将书上的程序输入电脑运行一下．并没有去思考为什么会是这样

的结果．如果修改程序会有什么不同等等问题．学生只是机械地

完成了程序的运行，过后就忘了，没有达到练习的目的．更不能做
到学以用。

3教学改革的思想和方法
笔者根据多年的教学对这门课的认知．以及在教学过程中对

学生素质要求的体会，结合我院JAVA语言这门课的教育现状。对

本课程进行了一些思考和尝试．作者认为解决以上的问题主要从

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1教材的合理选择

传统的教学方法都是注重教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按照一般

教科书的编排顺序组织教学，从概念人手先学习标志符、数据类

型、运算符、表达式、语句、方法、类等一般的定义和规定的格式，

然后再通过实例．应用其格式进行程序设计．按照这样的内容安

排，加上实践环节，想把JAVA讲透，至少得100课时以上，而在高

职院校一般的也就60—80课时。其中实践课时占了绝大部分。而

且按照这样的教材内容．大量的语法结构生涩难以理解．使学生

望而生畏，学习效果差．因此合理的选择教材很重要。现在市面上

也有许多的教材采用了项目驱动法．整本书围绕了一个项目展

开．根据JAVA的知识体系将整个项目分割成一个个的模块．通过

这些模块的学习，来掌握JAVA的语法结构，类和类库的使用。这

样的教材更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为项目开发积累经验．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3．2良好的引导入门

笔者发现，学生初期都会对一门新的课程充满了幻想和浓厚

的兴趣，但是随着教学的深入，学生渐渐发现这门课很枯燥．老师

讲的内容空洞无趣，慢慢地他们就失去了兴趣．上课也只是应付

了事，学完以后还是什么都不会，因此，初期的引导非常重要。

在引导入门阶段．首先说明JAVA这门技术在计算机发展历

史中所启到的作用，可以通过suN公司开发机顶盒的故事开始让

大家接触到JAVA语言．并说明学习JAVA语言对掌握计算机技
术和语言有着莫大的意义。同时，要说明计算机语言具有发展快．

应用多，知识周期更新短的特点，指明这些特点对我们学生学习

即是困难挑战的开始也是良好机遇的始点这一本质．

另外．还要切实消除学生对计算机技术和JAVA语言的神秘

感，激发学生的自信心。可以通过举例说明学生们所熟悉的某些

软件或者工具就是通过JAVA语言开发的．比如手机的小游戏等．

从而缩短JAVA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最后就是要制定一个合理可

行的期望目标．学完这门课后．希望学生能够开发一个大型软件是

不切实际的。我对学生的期望是通过学习．能够读懂一些简单注

释的程序．并具有编写2500行左右程序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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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Sub

3)使用计时器(Timer)控件制作计时器，程序运行后界面如图
3。编写本程序的关键是获取流逝时间，从中提取分、秒和毫秒并
标签中显示出来。相关事件代码如下：

图3

7计时过程中显示时间
P矗vate Sub Timerl耶mern

Dim sec As String

Dim second As IJ0ng

Dim point As Integer

7获取流逝时间．从中提取分、秒和毫秒并标签中显示出来

sec：CStr口imer—starttime)
point=InStr(sec，”．”)

mse=Mid(sec，point+l，2)

I血e1MS．C印tion=Fo珊at(mse，”00”)
Ifpoint>1 nen
。second=CImg(Left(sec，point一1))
se=second Mod 60

mi=(Second—se)，60
EndⅡ

If se<>cInt(Labels．caption)Then
IJabelS．Caption=FonIlat(se，”00”)

EndIf

If mi<>CInt(IabelM．Caption)Then
LabelM．C印tion=Fo丌11at(mi，”00”)
EndⅡ

End Sub

以上是笔者在总结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心得与体会．在VB中

制作动画大部分要使用Timer控件．我们还可以引导学生设计出
更有趣的动态效果，增加程序的趣昧性。通过案例式教学．加强教
学效果。以上程序代码均在VB6．0中运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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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教与学互动

教学过程是教师与学生以课堂为主渠道的交往过程．交往

、是教学的本质。互动是交往的途径．只有按照师生互动的思路去
组织教学．才能深刻地把握教学的本质。因此．师生互动教学方式

是JAVA课程所要求的主要教学方式。概括地讲．JAVA语言互动

式教学就是通过方法驱动进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通过互动使学生循序渐进地获取新的知识；通过互
动达到掌握算法语言学习方法的目的。

教与学的互动不仅仅是上课的时候老师让学生回答几个问

题，课后布置作业让学生来完成那么简单。比如说：在运行JAVA
程序前，我们必须在电脑上下载JAVA语言的运行虚拟机．配置

JAVA语言的运行环境．这个时候老师可以和学生一起从网站上

下载JAVA开发包并安装到指定磁盘目录中．设置环境变量。包
括系统路径和类路径：并通过一个源程序的运行来让学生们知道

在运行一个程序前，我们要设置一个语言环境。让计算机能够“读

懂”我们所编写的JAVA程序，运行一个程序我们又需要经过哪

些步骤，通过哪些命令来实现等。通过这种老师和学生的互动可
以使学生的记忆更加深刻．以后他们只要在有计算机的地方都可

以自学。
教与学的互动还可以体现在让学生也参加到老师的工作中

去。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可以参与实验报告和作业的批改、上机

辅导、出考题和参加课题研究等。把容易出问题的一些实验报告

和作业让学生之间互换．让学生认真批改．并在旁边指出错误原

因，上交后教师再抽查。实践证明．这种形式既培养了学生认真负
责的态度．也起到了改错练习的作用。作业中错误的地方可提醒

学生避免以后犯类似的错误。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

学生个性的发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对他们日后
的成长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从而有利于大面积地培养高素质的

创新人才。
3．4实践环节的加强

JAVA语言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上机实验是学生掌握

JAVA语言语法、语义、类和各种机制的重要途径．是提高学生动

手编程能力的有效手段。
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实践环节可以分成入门阶段、基础知识

训练阶段，能力提高阶段和小项目开发阶段。在入门阶段学生需

竭留电脑知识与技术

要掌握JAVA语言环境的配置，能够学会不同的版本的使用。基

础知识训练阶段需要教师精心选择实验内容．让学生能够系统全

面地练习JAVA的基本语法，熟悉常用的类的使用。在能力提高

阶段笔者尝试让学生来读一些小程序，比如一个用JAVA编写的
打潜艇游戏程序．学生通过阅读分析程序中类的作用．类中各种

方法的使用，对于一些系统类可以翻阅帮助文件。等读懂程序后，

让学生自己来修改类中的一些属性和方法．运行后和原来的程序

比较，看看运行效果有什么不同，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在这个阶段
学生慢慢地从能够读几十行的程序到能够读几百行甚至几千的

程序．进步比较明显。在前面的基础上．最后可以进行分组开发一

些小的项目。具体的做法是：老师先针对一个实际的项目．从问题

的提出、分析．方案的设计到问题的解决，给学生全面了解解决问

题的全过程。然后由老师提出相关的项目，由学生按照分组来完

成．锻炼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在整个过程中．老师要对学生

出现的问题即时纠正和指导。这样．不仅锻炼了学生的编程能力，
合作精神．还培养了他们的学习兴趣。

实践环节还需要建立新型的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体系。重视和
加强实践教学在教学评价上既应重视课堂教学效果的评价。也应

重视实践教学效果的评价。既重视理论知识考试．也应重视实践

动手能力考核。在实践能力考核中对学生完成的各类程序都应该

根据工作量的大小、质量的高低给予相应的分值。这样．既为各类

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了更加公平的评价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减轻

了他们的学习心理负担．也为那些擅长动手和创造的学生提供了

空间和时间以及脱颖而出的机会．同时也有利于学校对学生的评
价更客观更全面．更切合实际． ．

4结束语
本文针对JAVA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的特点和现状，从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实践环节几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具体分析。通过实践
结果显示．经过改革，在完成预期教学任务的同时，极大地增强了

学生学习的兴趣．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使学生从枯燥的JAVA语言

学习中解放出来．能够灵活地运用jAVA语言来解决实际问题，为
他们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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