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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4C/ID的计算机通识课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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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计算机通识课的课程目标是培养学生利用信息技术工具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该文剖析了四元素教学设计模

型（简称4C/ID）的内涵，提出了包含课前自主学习、课中合作学习和课后综合应用三个阶段的教学设计模型。结合计算机

通识课的教学内容，从发布学习任务，提供学习内容，开发支持程序，引导专项训练，创设应用情境、进行答疑反馈六个方

面分析了教学模式的实践流程。实践结果显示，采用此模式有利于促进学生重复性技能和创造性技能的同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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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Practice of the Teaching Mode for Computer General Course Based on 4C / ID
XIAO Rui-xue, FENG Ying-wei, LV Guo, MEGN Fan-xing
(Centre for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Hebei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Zhangjiakou 075000, China)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general computer course in colleges is to cultivate students'ability to solve complex problems by mean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teaching mode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4C / ID including three-stage pro⁃
cess, which is autonomous learning before class,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class and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after class. Combin⁃
ing with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computer general knowledge cours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actical flow of the teaching mode
from six aspects of publishing the learning task, providing the learning content, developing the supporting program, guiding the spe⁃
cial training, creating the application situation, and giving the feedback.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practice, it is beneficial to pro⁃
mote of students'repetitive skills and creative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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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素教学设计模型（简称4C/ID）是荷兰开放大学的麦里

恩伯尔教授和温特大学的戴克斯特拉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

一个面向复杂学习的整体化教学设计模型[1]。该模型强调知识

在不同情境的迁移，注重认知、动作机能、情感的协同发展，旨

在促进学习者将分散的知识碎片整合成综合的问题解决能力。

高校的计算机通识课是面向非计算机专业学生开设的公共基

础课，旨在通过“计算机基础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的

教学帮助大学生掌握信息技术工具，提升信息技术素养，养成

计算思维[2]。课程特点是涉及的知识面广泛，但深度不够，注重

知识的实践、迁移与整合应用。本研究在4C/ID模型的教学设

计框架下，构建了高校计算机通识课的教学模式并在实践中进

行了检验。

1理论模型

4C/ID模型把认知技能分为重复性技能和创造性技能两

类。重复性技能是指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反复循环使用的技能，

由规则驱动，在不同的问题情境下具有高度相似性。创造性技

能是非常规的，由认知图式引导的，在不同的问题情境下需要

做出调整和重组。4C/ID的四要素包括“学习任务”“专项训练”

“支持程序”和“相关知能”，如图1所示[3]。“学习任务”是指学习

者要学习的案例、要完成的任务、要解决的问题等，完成任务所

需的技能可以分解为“重复性技能”和“创造性技能”；“专项训

练”是对上述两项技能的补充，指学习者要在复杂情境中熟练

掌握和应用两种技能必须要做出的额外练习；“支持程序”为学

习者掌握的公式、规则等技能提供应用条件，帮助学习者强化

重复性技能，“相关知能”支持学习者在问题情境中进行心智的

锻炼和认知图式的整合，帮助学习者发展创造性技能，二者相

互连接，彼此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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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4C/ID模型

2教学模式

计算机通识课的教学采用基于项目的学习法，强调从“做

中学”，注重问题解决能力在真实任务情境中的提升。教学过

程要先从学生个体的真实体验开始，再通过集体观摩、讨论等

方式分享经验，归纳知识，强化技能，最后在新情境中运用这些

知识技能去解决实际问题，并将问题解决的经验整理和转化成

为结构化的认知图式，带入下一次学习循环。本研究以复杂学

习理论的 4C/ID模型为基础，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为计算机通识课设计了如图2所示的教学模式，共包括课前自

主学习，课中合作学习，课后综合应用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从

“学习任务”“专项训练”“相关知能”和“支持程序”四个方面对

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进行了拆解。下面结合计算机通识课的

课程内容，对模式的各个环节进行详细阐述。

（1）课前—自主学习阶段

课前，教师通过雨课堂等混合式教学工具，为学生提供线

上的学习资料包，指导学生完成自主学习。在此阶段，主要的

学习任务是明确项目目标，并在目标的指引下学习相关技能，

初步拟定完成任务的项目方案。在此过程中，教师采用雨课堂

工具为学生提供文本、音频、视频等多种类型的学习资料，通过

强化问题表征，演示操作步骤、完成测试习题的支持程序帮助

学生了解知识的内涵与外延，注重知识的内化，培养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识记能力和问题检索能力。

（2）课中—合作学习

学生经过课前学习，带着自学的知识经验、问题难点和拟

定的项目方案进入课堂学习环节。此环节的任务是由教师帮

助学生重新梳理和归纳知识体系，突破重点难点，并将项目目

标进行拆解和细化，将模拟的项目方案由框架式的假想转化为

可落地的思路与步骤。在此过程中，要将教师与学生组成学习

共同体，通过演示、变式练习、协商、讨论、头脑风暴等多种手

段，促进知识的群化，即通过共享经验产生新的意会性知识与

技能[4]。学生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分析能力与协

作能力。

（3）课后—综合应用

学生在课后要将前两个环节学习并内化的知识技能运用

于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执行项目方案，达成项目目标。在此过

程，教师要引导学生对知识进行总结、归纳和分析，进一步强化

操作技能，将具体的操作步骤程序化，在头脑中建立起有关活

动方式的认知结构[5]。学生在项目实践过程中实现隐形知识的

外化和拓展应用，通过在不同情境中的迁移，实现应用能力和

创新能力的提升。

图2 基于4C/ID的教学模式

3实践应用

本研究选取“计算机信息技术基础”课程的“Power Point演
示文稿制作软件”作为教学内容，选取该内容的原因是演示文

稿的制作是一项典型的复杂技能，不仅要求学生掌握软件的基

本操作方法，还要求学生具备良好的信息检索能力、逻辑分析

能力和审美设计能力。围绕培养学生演示文稿制作能力这一

学习目标，根据上文提出的教学模式，将教学任务分为重复性

技能和创造性技能两类。具体的教学过程如下：

（1）发布学习任务：在课程开始环节发布学习任务，即明确

教学目标。目标一是学生要掌握Power Point演示文稿制作软

件的基本功能和特点，能够完成演示文稿的建立、保存、插入应

用对象、放映和打印等基本操作；目标二是学生能够利用所学

知识独立完成一个项目，项目内容是针对某一特定主题的演示

文稿成品。

（2）提供学习内容：课前将导学案、多媒体课件、微课、

MOOC等课程资源以雨课堂的形式在线推送给学生，学生在目

标的指导下完成自主学习。此外，为学生提供课程拓展资源

包，包括PPT优秀案例、PPT模板、PPT论坛等，为学生项目目标

的实现提供支持。

（3）开发支持程序：将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拆解成单

个的知识点，将每个知识点的操作步骤录制成视频，学生通过

观摩和练习掌握操作方法。通过雨课堂的习题功能和机房的

机考软件编制测试题目，考察并强化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掌握程

度。此环节设置的是结构化的题型，有标准答案，支持学生可

重复技能的发展。

（4）引导专项训练：教师组织学生在课堂中进行探讨式教

学，对课前自主学习中遇到的困难进行有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对重难点问题进行变式训练，促进学生在课前掌握的陈述性知

识转化为程序化知识。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分享项目的方案，对

所学的内容进行反思、讨论和归纳，为知识的应用、拓展和创新

奠定基础。

（5）创设应用情境：教师在课后要为学生创设真实的项目

情境，促进学生完成对所学知识技能的应用和迁移。在本案例

中，课程的总体项目目标是每名同学在学期末完成一项大学生

创新创业项目的策划方案。要求在学习文字处理软件内容后

完成项目计划书的撰写，学习电子表格软件后完成时间规划、

人员统计、成本与收益预算等内容，学习演示文稿制作软件后

完成策划方案的汇报PPT。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不仅能使学

生掌握信息技术基础的知识技能，还让学生了解了项目方案的

（下转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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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在单元格 B3中输入公式“=LOG10（B1*B2）”。 Excel函
数 LOG10 可用来求以 10 为底的对数。 B3单元格中显示数

字 。“3”。在单元格 B4中输入公式“=LOG10（B1）+ L0G10（
B2）”。B4单 元格中显示 数 字“3”。 这说明：lg（50 ×20）=lg50
+ lg20，B3单元格的公式复制到 C3到 G3。方法是:选中B3单

元格，把鼠标放在其右下角的填充柄上，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到

G3单元格，松开鼠标左键。对 B4单元格中进行类似的操作。

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我们可以观察表格，并且将从B至G列中的三、四行总体

调换，其整体的结果是不变的，但是我们如果将一、二行的任意

单元格数据改变，如：G1替换层567再观察，如表 3所示。

表3

发现 C3和 C4单元格中的数据都改变了，但它们仍然相

等。还可继续进行上述的验证工作。 从而验证了上面的对数

运算法则。

3结论

在数学函数中，Office Excel的应用尤为广泛，但是Office
Excel在函数教学中的应用还需要大量的验证，包括上文示范

的案例，都需要大量的验证来完成设想，但是Excel可以较为高

效快速的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其强大的功能还可以再数学教学

中完成更多实验、实践、运算等问题，比如再概率问题上，可以

辅助教学进行图表类型的构建，可以根据均值差异进行点线图

来表示等种种问题，数学函数的教学应用应该多元化，不仅仅

通过传统单一的方式，更需要加入一些信息化、数字化的教学

手段，一方面对学生的直观理解有帮助，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学

生带来或直观或简易的学习感官，从而帮助学生再学习过程过

程中可以获得更多方面的学习，从而提高学生对于数学函数的

学习兴趣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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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开发过程，课程项目经过完善和提升后可以作为学生参与

各级各类创新创业竞赛的基本素材。

（6）进行答疑反馈：在整个教学开展过程中，教师要始终作

为引导者、监控者和支持者的身份出现，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

渠道为学生遇到的问题提供解答，为学生做出的成绩提供反

馈，保障教学目标的达成。

4结语

本研究提出了基于4C/ID模型的高校计算机通识课教学模

式，可以适用于“计算机信息技术基础”“高级语言程序设计”等

课程。采用此模式，可以解决线下课时不足、班容量大、无法满

足学生个性化需求、课堂教学效果不佳等问题，促进学生重复

性技能和创造性技能的同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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