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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视域下网络技术课程改革与实践研究
朱文娟

（汉口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武汉   430212）

摘 要　网络技术作为一门能解决网络进程实际问题的独立学科，在通信、计算机等工科专业的基础课与专业课间起

着桥梁作用，也是后续数据库课程的理论基础。文中通过分析网络技术课程的特点与现状，针对现行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方案与研究思路，并从课堂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两方面进行了探讨。同时，讨论了如何

加强实验教学和理论教学的有机结合、考核制度和课程达成度的完善等，以期达到提高教学质量，培养新工科背景下高

素质创新型人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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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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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ndependent subject that can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network process, network technology not only 
plays a bridge role between the basic courses of communication, computer and other engineering majors, but also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subsequent database cours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network 
technology cours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eform plan and research idea of the course teaching method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teaching, and discusses the classroom theory teaching and experiment teaching. At the same time, it 
discusses how to strengthen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and theoretical teaching, improve the assessment 
system and curriculum achievement degree,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cultivating high-

quality innovative tal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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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网络技术分为课堂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两部分。由于

其概念和公式多、知识点繁琐、逻辑推导性强、难以展开阐

述，易使学习过程枯燥，这对网络技术的教学方法提出了挑

战。对于普通高等工科院校，实验教学在整个教学内容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1］。通过实验教学，可加深对理论概念和

假设的理解，对巩固学生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

增强学生的计算机通信意识等方面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网络技术教学存在学生理解程度不够、概念和计算方法

容易混淆、没有独立做题的思路、考试成绩不理想等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需开展网络技术的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的

教学方法的改革与研究。同时，本文就如何加强理论教学

和实验教学的有机结合，及考核制度的改革等方面进行了

讨论，以期启发学生对力学学习的兴趣，提升教学质量，助

力新工科背景下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培养。

1　网络技术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1.1　理论教学

网络技术课具有概念抽象、知识点繁琐、实践性强等特

点。在以往的线下课堂教学模式中，主要以教师讲授知识

为中心，教师占绝对主导位置，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授课内容多限于课本知识，在联系通信实际

的应用方面重视程度不够，难以激发与引导学生形成创造

性思维，最终导致教学效果难以达到理想程度。学生往往

被动地接受知识，上课时注意力很难保持长时间集中，学习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强，仅凭机械记忆来完成课后作业，却

未形成相应的力学思维，容易混淆概念或在做题时很难突

破原有的思维定式。另外，大多数学生仅是为了平时成绩

才来上课，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兴趣，且平时作业多以抄袭

为主，以应付老师和考试，对网络技术课程的重视程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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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此外，学生理解能力参差不齐，但理论知识点和实际通

信情况存在着较强的逻辑性，使其很难理解理论知识与概

念。例如，数据链路层一章，学生除了要掌握数据链路层所

处地位，理清参考模型的底层逻辑（见图 1），还要对数据链

路层中涉及多种协议（如停止等待协议）等进行抽象理解

（见图 2），存在一定难度。

图 1　数据链路层所处地位

图 2　比特交替协议发送方流程

1.2　实验教学

学生在学习网络技术课程之前，会学习 C 语言和数据

库等专业基础课程。在学习网络技术后，以计算机技术专

业为例，还会涉及到操作系统、编译原理等课程。从理论意

义上而言，网络技术课程在部分专业的教学过程中起着承

上启下的作用。因此，网络技术的教学内容中需包含实践

实训课程。但目前大部分高校网络技术课程总学时是 64
或 48 学时，一般实践学时是 18 课时，以完成最基本的实践

教学，如协议、网络设备的工作原理，导致学生只能浅显地

完成基础实践内容，对比实际的应用来说深入性不够［2］。

2　网络技术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改革

2.1　课程理论教学

2.1.1　改革教学计划

网络技术作为一门实用性较强的课程，在实际教学过

程中需要强化实践环节。因此，在修订人才培养方案的过

程中，需参考国内其他工科院校课程的设置及校企合作的

培训课程，从实际应用出发调整网络技术课程的教学大纲，

增加“网络实践实训”等必修课程，前期以理论课程为辅助，

为后续实验课做铺垫。

2.1.2　推进知识点对比教学

由于网络技术课程学时有限，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需

优化授课内容的知识体系与结构，采用类似知识点对比化

教学，可帮助学生理清知识点的差异。以网络技术中 3 种

交换方式为例，利用图形形象化的对比电路交换、报文交换

和分组交换的差别，可加深学生对易混淆知识点的理解

（见图 3）。

图 3　3种交换方式的对比

2.1.3　案例式教学

网络技术作为一门来源于计算机通信，又服务于计算

机通信的课程，具有应用范围广、密切联系计算机通信实际

的特点。案例式教学是网络技术课程理论与计算机通信实

际紧密结合的一种有效的教学形式，其不是简单套用公式

来解决计算机通信实际问题，而是将计算机通信实际问题

抽象为数据结构问题并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再予以解决，

能弥补课后作业的不足，让学生抓住计算机通信实际的主

要矛盾，逐渐树立分析解决问题的意识［3］。还可以从实际

案例中吸取经验教训，养成举一反三与深入思考的习惯，增

加专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就需要授课教师利用课堂基础

知识解决计算机通信专业实际问题的服务理念，关注与专

业相关的热点问题，通过多种途径搜集整理相应的计算机

通信实际案例，从中提取出合适的教学案例，并提供给学生

分析、思考。

2.2　实践教学

2.2.1　开放实验室和教学实验项目  
在部分工科高校或工科院系中，会根据课程性质的差

异设定专有的实验室，如计算机实验室、人工智能实验室、

虚拟仿真实验室等。而实验教师可以在完成计划内学时教

学内容的情况下，按照学生申请需求，有针对性地开放部分

实验空间。学生可在教务平台上选择综合实验课程，利用

已有的资源优势以提高课外实验素养。由此，在设课-选课

的良性循环下，可将以网络技术为点的实验空间发展成工

科为面的科技创新、科研活动、竞赛设计等创新研发的开放

实践学习平台。

2.2.2　完善教学模式

大多高等学校都设置有专门实验岗老师。网络技术实

验课是与理论课分开的，由于实验老师有限，实验课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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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重，采用机械式重复讲授，不利于学生获取新知识。一般

实验课安排在理论课讲授后，当做实验时往往已经相隔很

长时间，理论课的知识点已经模糊甚至遗忘。一个实验项

目基本持续 90 min，实验教师讲授实验、原理、方法，介绍仿

真软件、操作规范以及演示试验等，大约需要 30~50 min，留
给学生消化所学知识点的时间不多，其只能机械地按照实

验步骤，缺少对实验的理解与掌握，达不到实验教学的目

的。因此，需要改变与完善现有的实验教学模式。例如，实

验教师在上课之前，可录制好实验教学视频，提前发给学生

以供学生学习，并布置任务，使其做好预习准备。如此，可

避免实验教师机械式重复教学产生疲劳，既提高了老师上

课的积极性，又留足了时间指导学生操作设备、分析数据

等；学生在熟悉了实验流程、操作步骤和数据处理等后，再

去实验室开展相关实验。

3　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的有机结合

网络技术的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应是相辅相成、相互

促进的，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实验相关的理论知识，为

实验打下理论基础，实验教学则可以加深学生对概念与现

象的理解，促进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学习［4］。然而，目前大多

数高校网络技术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是相分离的，弱化了

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基于上述问题，需要完善和改革现有

的实验教学方式，加强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的有机结合，或

设置同堂开课的教学模式，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改革和规划。

3.1　完善教学平台

在前期网络技术课程的实验教学过程中，使用的网络

仿真平台为 Cisco Packet Tracer，其作为一款成熟的计算机

网络仿真软件可满足设计、配置网络拓扑结构。但随着华

为的发展，由其自主研发的 eNSP 网络仿真平台备受用户青

睐［5］。首先，eNSP 可满足交换机、路由器、虚拟局域网的简

单配置，建立网络拓扑结构，实现通信场景的搭建。即便学

生无相关的实践经验，仍可在理论加持下方便地模拟网络

技术实验。同时，eNSP 网络仿真软件作为一款免费的平

台，便于师生获取。

3.2　优化实验考核制度

传统的网络技术实验考核形式比较单一，以学生完成

实验报告的质量和实验课考勤为主。不重视实验课中学生

相互抄实验报告的现象，既难以对学生实验、动手能力、分

析总结实验数据能力等进行综合评价，又难以调动学生主

动学习的积极性，这导致很难全面了解课程的教学质量。

因此，需采用全面的综合性考核方式对学生的实验进行考

核，转变以结果评价为主的考核方式。实验课的考核重点

为学生对实验的掌握程度、动手能力、分析与总结问题的能

力［6］。针对目前实验课考核的现状，应从实验的主动性、实

验预习情况、动手能力和实验报告这 4 个方面进行综合评

定，加强过程考核，提高实验教学的效率。

4　结语

本文分析了网络技术课程的特点和目前的课程教学现

状，针对目前网络技术中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中存在的不

足，提出了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思路与措施，从对比

式教学、教研结合、案例式教学这几个方面对理论教学的教

学内容与方法进行了改革；从更新教学观念、完善教学模

式、整合教学内容和调整教学方法这 4 个方面对实验教学

的教学内容与方法进行了改革。针对目前理论教学与实验

教学相分离的现状，提出加强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有机结

合的想法，并对目前的考核制度进行了反思。因此，需加强

日常教学的管理，加大过程考核的力度，采用全方位、多角

度和全过程的综合考核方式，综合测评学生最终的课程成

绩，以完成课程目标达成度，为后续课程教学的改革与持续

改进提供建议，培养新工科背景下高素质复合型的创新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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