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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分析经管类专业学生学习基础和培养目标的基础上，从授课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授课方式和上机实验 

JL个方面对如何教授经管类专业学生数据库课程进行探讨，归纳总结出提高经管类专业学生的数据库课程 

教学效率 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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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udy background and cultivation aim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economy and man— 

agement are analyzed．Then from the depth and extend of teaching content，teaching modes 

and doing experiment on computer，the methods of improving database course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economy and management are discussed and co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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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课程是理工类计算机相关专业及经管类 

管理信息系统和电子商务等专业的必修课程。由于 

不同专业有各 自不同的培养 目标 ，因此不 同专业数 

据库课程的教学都具有各 自的特点 。上述专业开设 

数据库课程的时间 比较长 ，这些专业 的教师对于如 

何教授数据库课程都具有 比较丰富的经验并且开发 

出各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及教学模式[1 ]。随着 

高校通才教育理念的贯彻，数据库课程由某些高校 

经济管理学院的电子商务或管理信息系统专业必修 

课转变为整个学院的 自然科学基础必修课 ，如何教 

授好该课程没有现成的方法可用 ，因此如何提高面 

向经管类专业 的数据库课程的教学效率就成为一个 

需要解决 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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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管类专业的数据库课程授课特点分析 

教授某门课程要根据学生的学习基础、培养 目 

标来因材施教 ，因此如何上好经管类专业 的数据库 

课程首先要分析该类专业学生的学 习基础和培养目 

标 。经管类学生的生源是文科生，他们 的理工科基 

础相对于理科学生来说较为薄弱，不适宜讲授理工 

背景比较复杂的理论知识。经管类学生的培养 目标 

更注重于学生的管理能力而不是掌握计算机技术 ， 

在讲授数据库课程时要从培养经管类学生的管理能 

力出发，考虑数据库课程对培养经管类学 生的管理 

能力能够产生何种影响。学习数据库课程可以帮助 

学生了解组织管理信息 系统是如何建立及运作 的， 

这有助于学生在帮助建立本组织的管理信息系统中 

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并且能够更好地使用管理信 

息系统。学生在了解到数据库课程对他们提高管理 

能力是有切实帮助之后 ，就能够积极主动地学习该 

课程 。 

由于经管类学生学习数据库的目的是 ’『，解数据 

库技术及应用 ，而不是掌握数据库应用程序的开发， 

因此在讲授数据库课程时要和计算机类专业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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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课程有所区别 。经管类学生在数据库课程的教学 

上要注意选择合适的内容 ，教学手段要多样化 ，上机 

实践要易于操作 。数据库课程的授课可分为 3个部 

分 ，即理论教学、上机教学和上机实验 。理论教学部 

分选择合适的授课 内容 ，既注意包括基本的数据库 

相关理论 ，又要注意理论的深度要适度 。在教学手 

段上 ，根据不 同的授课 内容选 择不 同的教学 手段。 

上机实验是为了便于学生了解数据库的基本功能和 

数据库应用程序的编制，实验的难度要小，以免学生 

因为是文科生动手能力相对薄弱 ，而难以实验，进而 

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受到打击。 

2 提高经管类专业的数据库课程教学效率 

的方法 

由于经管类专业数据库课程教学的独特性，要 

从课程内容选择 、教学手段和上机实践三个方面考 

虑如何教学 ，其中内容选择和教学手段是相关的。 

2．1 授课内容 

数据库课程的授课 内容根据授课方式可以分为 

多媒体课堂结合板书授课和上机授课两个部分。 

(1)多媒体课堂结合板书授课主要是讲授理论，授课 

内容要基本涵盖数据库课程的相关知识和其所依据 

的理论，内容包括 ：数据库导论 、关系数据库基本理 

论、E—R模型、数据库设计、关系数据库标准语言 

(sQL)、数据库保护。在关系数据库基本理论中，由 

于一般的数据库设计只要符合三范式即可，因此授 

课内容中范式只需要讲到三范式即可，相应的基本 

理论也只需要讲到三范式需要的理论 即可。难度大 

的范式理论会让学生学习起来更加吃力，从而削减 

学生的学 习兴趣 。数据库查询优 化的 内容可 以省 

略。讲授范式理论 、E—R模 型、数 据库设计 和 SQL 

时，要注意选用企业管理方面的例子。在讲授 SE— 

LECT语句时 ，需要结合板 书授课 ，以便让学生 了解 

该语句如何从最简单的形式 向复杂的形式变化 。多 

媒体课堂授课要辅以板 书，可以深入细致地为学生 

讲解难以理解的内容，同时减缓多媒体课件展示的 

速度 ，让学生跟上教师授课的思路 。(2)上机授课内 

容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某种商用数据库(例如 sQL 

SERVER)的使用方法，二是数据库应用软件的开 

发工具的使用方法。数据库软件的授课包括使用图 

形界面和编写 SQL语句建立数据库、表、索引；使用 

sQL语句对数据库进行数据操纵、数据查询和数据 

控制等操作。开发工具的使用方法主要集中在数据 

库开发相关常用组件的使用、事件的定义和简单代 

码的编制 。 

2．2 上 机 实践 

上机实践的内容是开发某个简单数据库应用程 

序，结合经管专业学生的培养 目标 ，应该选用商业管 

理信息系统，如进销存信息管理系统。实验 目的是 

让学生了解数据库应用程序的基本开发过程，要选 

择合适的开发工具并编制详细的上机课件。开发工 

具选择简单易用的开发工具，例如 POwERBUILD— 

ER、VB或 DELPHI等图形开发工具。以 DELPHI 

为例，可以使用少数几个组件并且只需要少量代码 

就可以开发一个简单的数据库应用程序。学生在上 

机实验时，只需要配置几个常用数据库组件的属性， 

定义常用事件并添加很少的程序代码即可完成程序 

设计。学生通过简单操作即可以看到程序运行结果 

可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上机课件方 

面 ，由于经管类学生学习数据库的课时比较少，学习 

开发工具的时间比较短 ，因而对开发工具 的使用不 

是很熟练，因此要事先写好详细的上机课件。课件 

中每一个步骤要尽可能详细，以便学生能够按照实 

验步骤完成简单数据库应用程序的编制。例如使用 

DELPHI来开发数据库应用程序，在课件中需要指 

明每次上机操作要首先进入 DELPHI界面，然后打 

开工程项 目，而不能不打开工程项 目而直接打开表 

单 ，因为单独打开的表单是不能运行的。在学生上 

机过程 中还需要注意观察和收集实验过程中学生遇 

到的各种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不断完善上机课件，为 

后续学生的实验操作创造更好条件 。 

3 结束语 

本文分析了经管类学生的生源特点、培养目标 

和数据库课程对于该类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所起的 

作用，从该课程的授课内容范围、授课内容深度、授 

课方式、上机实验几个方面提 出如何提高经 管类学 

生的数据库课程教学效率的方法 。本文所提出的方 

法还不够完善 ，还需要在教学过程 中不断观察 和分 

析，对所提出的方法进行改进，才能不断提高经管类 

学生的数据库课程教学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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