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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合时代挑战　创新专题策划
———以《计算机教育》杂志为例

奚　春　雁

清华大学《计算机教育》杂志社，１０００８４，北京

摘　要　阐述当前计算机教育面临的挑战，介绍《计算机教育》

杂志在迎合专业挑战中担负的责任和具体作为，即通过创新专

题策划，以服务于计算机教育领域为目标，积极跟踪前沿动态，

深入报道最新教学模式，以配合教学改革为己任，以创新的典

型引领行业，有效发挥专业期刊的作用。

关键词　《计算机教育》；专题策划；教学改革；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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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专题策划栏目构想

　　作为专业期刊，最能体现其特色和亮点的内容应

该属于专题策划。专题策划在期刊策划当中处于一个

灵魂的位置，能够很好地体现期刊的特点及其创新能

力，直接对期刊的学术质量产生影响［２］。一个好的专

题是期刊品牌化运作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专题策划的

创新也是栏目创新的重要途径［３］。《计算机教育》从无

到有，从月刊发展为半月刊，专题策划一直是一项重中

之重的工作：依托清华大学的品牌资源、学术资源和专

家资源，利用计算机教学的优势策划栏目，建立刊物的

品牌地位，形成刊物的特有视角。专题策划具体定位

于３个方面
［４］：

１）专业性。立足高校，以高品位、深层次、多视角

交流计算机教学经验，研讨ＩＴ人才培养策略，

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

推介计

后，我们还将借鉴国外的经验，采取调查临床医生在科

研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根据受培训人员的基础和

需求将学员细分、制订系统和长期的培训计划等方式，

提高他们的科研能力和写作水平［７］，为本刊吸引更多

实用价值较高的论文。

５　结束语

　　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影像学专业期刊，立足本

土的国际化战略是我们一贯的办刊理念［８］。为广大临

床医师服务是我们的责任。在选择稿件时，要采取稿

件的创新性与实用性并重的原则。临床研究领域中真

正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文章才是广大临床影像医生

真正的需要和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游苏宁社长对本文作了指导和

修改，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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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形成独特而显著的专业影

响力。

２）权威性。依托清华大学学术资源，集聚国内外

计算机界优秀学者，由享有崇高威望的业界专家组成

编委会，监督和促进杂志的办刊内容与方向，保证杂志

的严谨性和权威性。

３）实用性。贴近现代ＩＴ教育前沿，迎合社会发

展趋势，打造教与学、学与用的互动平台；促进校企结

合，指导学生就业，构架ＩＴ教育与产业联系的桥梁。

２　典型专题的策划与实施

　　面对各种挑战，近几年《计算机教育》有计划、有针

对性地策划了一些面对教学热点和焦点的专题，交流

探讨的许多问题都在实际教学工作中得到验证，归纳

总结的许多观点被教学实践所采纳，取得了良好的教

学效果。

２１　贯彻教育部和计算机类教学指导委员会的精神

　１）为了推动计算教育教学改革，更好地适应社会发

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要，本世纪初，教育部高等

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结合国际上工

科计算机专业教育的发展，经过深入调查和征求意见，

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编写了《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及规范》，教育部高教司于

２００８年批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规范办学试点”

立项，试点工作由１４所高校参与，从２００８年初开始启

动，３年执行期满进行检查验收。在这３年中，《计算

机教育》一直跟踪报道该项目的研究进展情况，参加项

目研究会议，组织项目实施交流沙龙，与各试点高校的

项目负责人进行持续深入的沟通，并开辟专题，分期连

载各校试点工作的成果、经验和体会，使项目成果能为

全国的计算机工作者共享［５］。

２）面对软件行业人才供需结构失衡，一方面企业

需要大量人才，另一方面ＩＴ高职在校生规模庞大而

就业率低的现象，教育部高职高专计算机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进行了长期的调查和分析，形成了“教育部

高等院校高职高专计算机类专业目录调整调研报告”

和“ＩＴ职业分类课题研究成果及对职业院校课程设置

和学生择业与就业的引导作用”等调研报告。为此，

《计算机教育》与该教指委联合，邀请政府部门、行业、

企业、院校等各界有关人员撰文，共同探讨，谋求产业

人才需求与院校人才培养达到动态平衡的最佳途径，

特别出版了一期专刊———《官产学互动，聚焦人才培

养，寻求供需平衡之路》［６］。

除了这种专刊策划，还择期开辟专栏《权威看台》，

关注教育部和教指委的最新发展规划，及时报道有关

院校的执行情况，如刊载《教育部高校计算机专业教学

指导分委员会工作总结》和教育部关于“工程教育改革

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指示［７］等。

２２　系列报道来自计算机大师的声音　随着教育改

革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模式在计

算机教育行业得到交流和推广，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

育，从研究型人才培养到工程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

《计算机教育》先后策划了“清华学堂计算机科学实验

班”“培养创新型和应用型人才”等专题，聘请图灵奖得

主、美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姚期智先生撰文，介绍

创新班实行精英教育的教学理念，先后发表了颇具指

导价值的论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思路》《谈计算机

科学人才培育》。此外，我们还特别约请了２００２年图

灵奖得主、以色列的 ＡｄｉＳｈａｍｉｒ博士和１９８６年图灵

奖得主、美国康奈尔大学的ＪｏｈｎＥ．Ｈｏｐｃｒｏｆｔ博士先

后为杂志撰写论文，介绍各自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和

先进的理念，为科研和教学提供借鉴。

２３　与国际接轨，宣传犆犇犐犗工程教育模式　ＣＤＩＯ

作为先进的工程教育理念和模式，从２００５年开始被我

国高校引进，教育主管部门开始有组织地进行研究和交

流，还为此成立了专家组，以便指导各学校进行试点工

作。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与产业的合作，探寻

人才供需的最佳契合，《计算机教育》与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产学合作教席共同策划了一期ＣＤＩＯ专刊
［８］，报道

ＣＤＩＯ工程教育模式在我国高校的实践情况。专刊所收

录文章的作者，有的已经对ＣＤＩＯ模式的应用有了比较

多的研究与实践，有的是初识者，但每位撰稿者都在用

自己的行动投身于我国工程教育的改革中。

经过几年的努力，ＣＤＩＯ工程教育模式的研究与

应用，不仅局限于教育部批准的试点高校，更可喜的是

越来越多的研究型大学、一般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加

入了进来，使课程体系设计、教学内容和方法以及师资

建设等方面产生全面变革，培养出了大批具有产业需

要素质和能力的工程人才。这种可喜的变化，既是改

革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与作为行业媒体的《计算机教

育》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分不开的。

２４　与企业紧密联合，促进科研与教学的结合　１）

与微软公司合作。微软亚洲研究院与中国高校的合作

已有很长时间，从２００２年签署《中国教育部与微软公

司合作备忘录》并开始启动“长城计划”以来，双方在高

校ＩＴ人才特别是软件人才的培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

果，为企业与中国高校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计算机教育》在创刊之初就与微软亚洲研究院建

立了合作关系，在杂志组织召开的“第１届全国计算机

教育论坛”上，微软亚洲研究院便作为支持单位，派高

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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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合作部代表参加会议。从２００５年开始的教育部微

软精品课程、微软高校联合实验室，到教育部微软产

学研合作教育基地，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许多项目都由

《计算机教育》报道过；在２００８年９月微软亚洲研究院

成立１０周年之际，《计算机教育》还特别出版了名为

《构建校企合作新模式》［９］的专刊，全面地反映了微软

亚洲研究院与中国学术界共同成长的历程。

２）与英特尔公司合作。近１０年来，英特尔公司

已经与国内４０多所高校开展了数百个项目的科研合

作，合作研究领域主要包括计算机体系结构、软件技

术、云计算和嵌入式技术等，同时还设立了“教育部英

特尔信息技术专项科研基金”。通过这些项目的合作，

英特尔与高校一同开展信息技术领域最前沿技术的研

究，提高了高校的研发水平，联合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科

研人才。《计算机教育》每年开辟６期专栏，以配合英

特尔大学科研合作计划的开展，先后涉及的课题有嵌

入式技术、多核课程、大学科研合作计划、中国大学峰

会、大学生竞赛等。另外，杂志还与英特尔公司合作，

共同开展计算机教育领域的活动，包括“全国计算机教

育优秀论文评比”“多核课程青年教师培训”等，取得了

良好的成效。

２５　密切跟踪课程改革　要跟上计算机快速发展的

步伐，计算机课程改革是我们要常抓不懈的工作。《计

算机教育》为此开设了《教改纵横》栏目，介绍各高校课

程改革的实施情况，对于一些特别典型的课改，还设专

栏加以报道。

例如：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的改革，其课程体系

改革历时１０年，主要是把数据结构、Ｃ语言和Ｃ＋＋

语言联系在一起，形成一门打破专业界线的综合课程，

还开发了独具特色的多媒体教学软件，建立了以学生

为骨干的教学实验管理机制；他们编写的教材《Ｃ／Ｃ＋

＋与数据结构》被评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为了宣传这种开拓性的改革精神，《计算

机教育》刊登了为期１年的“主编专访”。

不仅如此，对于目前高校中所涉及的计算机专业

课程和基础课程，《计算机教育》几乎无一遗漏地介绍

他们不断改革的进程，目的就是要在教学改革中树立

先进典型，激发教与学的创新力，为我国发展成为教育

强国做贡献。

３　结束语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须不断地进行创新，在这个

挑战无限、创新辈出、人才涌现的时代，创新更是一个

期刊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法。只有不断创新专题

策划，从战略高度把脉教育走势，报道教学成果，挖掘

创新思想，见证教育发展，从专业性和大众化共存、理

论性和应用性兼顾的特征，多角度、全方位地为计算机

教育事业和信息技术产业服务，为培养各个层次的ＩＴ

人才服务，才能迎合时代的挑战，无愧于社会赋予《计

算机教育》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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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有引号（或书名号）的并列成分之间用不用顿号？

　　答　需要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根据 ＧＢ／Ｔ

１５８３４—２０１１《标点符号用法》给出的规则，“标有引号

的并列成分之间、标有书名号的并列成分之间通常不

用顿号”。例如：“双效”“双爱”期刊是办刊人的最高追

求；毛泽东的“老三篇”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

《愚公移山》。但是，“若有其他成分插在并列的引号之

间或并列的书名号之间（如引语或书名号之后还有括

注），宜用顿号”。例如：“双效”（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皆

好）、“双爱”（读者、作者都爱）期刊是办刊人的最高追

求；我们编辑部里订有《人民日报》（海外版）、《科技日

报》、《编辑学报》等报刊。

（褚　仁）

６８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