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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学年第2学期2021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网络运维管理》课程考核结果分析报告 

 

一、专业学习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中医药学知识背景，掌握信息系统的规划、分析、设计、实施和管理的

知识体系，具有全面的互联网应用开发和网络运维管理能力，具备数据管理和大数据分析应用能力，能

够扎实地完成信息管理系统和互联网应用的开发、管理和维护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二、课程的学习目标 

《网络运维管理》是《计算机网络原理》《网络应用技术》的后继课程，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

业的一门专业课，也是我院“网络与信息系统智能运维”课程体系模块的一门核心课程。 

本课程共计54学时，其中理论30学时，实验24学时。教学内容分为四个板块，分别是混合复杂园区

网构建、网络基础服务管理、网络监控与运维分析、网络安全管理与用户行为分析。内容涵盖有线园区

网组网、无线园区网组网、互联网接入管理、网络设备远程SSH管理、IP地址管理、域名管理、园区网NTP

服务、网络运行监控体系、网络安全、网络认证与用户行为分析、VPN应用等，四个板块既自成体系，又

相互联系，根据网络运维工作的实际开展与复杂度逐步延伸。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基于以太网的复杂园区网构建、掌握园区网接入互联网的方法、掌

握对网络设备的集中统一管理与状态监控、掌握DNS、NTP等基础网络服务的实现与管理、掌握网络安全

管理及用户上网行为分析能力，进一步深入培养学生的网络工程素养，使学生全面理解网络运维与管理

的技术内涵，掌握园区网运维管理的工程实现方法，具备系统的运维管理综合能力，为从事网络与信息

系统的智能运维等相关领域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课程教学应强调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科学思

维方法和求知创新精神 

三、本门课程考核成绩构成情况 

本课程是考查课，考核全部为形成性考核，共分为四部分，其中实验现场考核 60%、阶段性测试 10%、

设计任务 20%、小组汇报 10%。 

1. 小组汇报（10%）由教师出题，学生分组进行讨论，并汇报讨论结果。根据汇报质量及现场回答

问题的情况进行评分 

2. 实验实训考核（60%）：每次实验课结束前，依据实验指导书的内容现场检查考核，根据实验完成

情况及回答教师提问情况进行打分，每次实验满分 100 分，所有实验考核的平均分为实验实训考核的成

绩。 

3. 阶段性测试（10%）：根据教学阶段进行测试，每次测试 100 分，所有阶段性测试平均分为阶段性

测试的成绩。 

4： 设计任务（20%）：根据教师出题，每个学生独立完成设计任务，形成任务报告。 

四、课程考核的整体情况 

整体来看，全班成绩平均分 74 分，最高分 91 分，最低 9 分。90 分以上有 4 人，80 分以上（含 90

以上）有 25 人，占 42%。不及格 4 人，占 6%。形成性成绩分布见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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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组汇报（10%）：本次汇报将学生分为 6 组，围绕设计任务“信息技术学院实验中心网络设计与

实现”的开展情况进行汇报。汇报集中进行，邀请 3 名网络运维领域从业的工程师担任评委。汇报时，

一名同学主汇报，本组其他人补充答辩。从汇报整体情况来看，每组的汇报人都经过了认真的准备，PPT

制作也很认真，回答问题较为明晰。现场评委以每组为单位，根据方案设计、答辩情况、整体情况给每

组打分，任课教师则以评委打分为基准，根据每组中参与答辩程度、任务分工贡献度，并结合平时表现，

给每组中各位学生打出具体分数。本项考核平均分 77 分，80 分以上 38 人，占 65%，成绩分布见图 2。 

结合评委反馈来看，汇报人的答辩表现还是很好的，主要问题在于两点，一是设计方案在科学性、

经济性方面缺少深入调研和分析；二是答辩过程中，小组全体学生的团队意识较弱，缺少团队凝聚力。 

2. 实验实训考核（60%）：为了强化学生实践动手能力，本课程将实验考核的分值设为 60%，即 60

分。要求学生根据实验指导书完成实验内容，每次实验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老师检查，并回答老师提

问。教师根据学生实验完成情况及回答问题情况打分。该项成绩平均 73 分。整体来看，该项考核不仅考

察了学生们的实验能力，也考察了学生们的学习态度。四分之一的学生能够坚持完成全部实验，四分之

一的学生就比较差（其中有 4 人基本放弃全部实验），只完成了少部分实验，剩下的一半学生完成了大部

分实验。实验考核成绩分布见图 3。 

3. 阶段性测试（10 分）：阶段性测试在学期下半段进行，内容涵盖已经学过的全部内容（园区网构

建、互联网接入、设备管理、DNS、网络监控、防火墙部署等）。测试共计 50 道题，包含单选和判断，答

题时间是 40 分钟。测试时，全部学生集中在两个机房（单人单桌），通过课堂派软件集中进行在线答题。

通过设置，使得每个学生在答题时，题目顺序和选项顺序是随机的，有效防止相互之间的“帮忙”。从结

果来看，平均分 71 分，大部分在 60-80 分之间，成绩偏低。从结果来看，对于阶段性测试的重视不够。

 
图 2：小组汇报成绩分布 

 
图 3：实验考核成绩分布 

 

图 1：2021 级信管形成性成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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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测试的题目基本上都是根据教学课件内容、实验操作内容提炼出来的，提前也给学生预留复习的时

间，但是成绩仍然偏低。阶段测试成绩分布见图 4 。 

4.设计任务（20%）：本次设计任务要求学生根据信息技术学院实验中心的实际情况，自主设计实验

中心网络并仿真实现。同时，根据课程教学目标，在设计网络时，也提出了例如全网设备集中管理、NAT

接入校园网、实现全网监控系统的部署、用户上网需要认证等等要求。要求学生独立调研、独立完成。

重点考察学生对整个网络运维管理技术的运用能力。本项考核平均分为 76 分。存在问题：缺少自主调研、

自主思考、创新设计。提交的报告中，从网络拓扑的设计可以看出，一是较为依赖教材上的案例，缺少

创新设计。二是学生相互之间借鉴较多，很多拓扑设计有雷同。设计任务成绩分布见图 5 。 

五、反映出的问题 

1.学习态度前紧后松，造成学习效果前升后降 

以实验考核为例，该项考核不仅考察了学生们的实验能力，也考察了学生们的学习态度。在课程前

半程，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是很好的，但是，随着课程走向后半程，随着实验内容变得复杂，能够坚持

在课堂上完成实验的学生越来越少，特别是实验 9，学生们在这个实验上卡住了很长时间。整体来看，四

分之一的学生能够坚持完成全部实验，四分之一的学生就比较差（其中有 4 人基本放弃全部实验），只完

成了少部分实验，剩下的一半学生完成了大部分实验。 

2.实践过程缺少自主思考创新 

这一点在设计任务考核和小组汇报答辩中较为体现。设计任务的考核要求学生独立调研、独立完成。

重点考察学生对整个网络运维管理技术的运用能力。综合考察来看，学生提交的任务报告，缺少自主调

研、自主思考、创新设计。从网络拓扑的设计可以看出，一是较为依赖教材上的案例，缺少创新设计。

二是学生相互之间借鉴较多，很多拓扑设计有雷同。在小组汇报答辩中，结合评委反馈来看，也存在这

样的问题，一是设计方案在科学性、经济性方面缺少深入调研和分析，更多是参考教材中的案例；二是

答辩过程中，小组全体学生的团队意识较弱，缺少团队凝聚力。 

3. 实验过程中，学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本次课程中，强化了对实验效果的考核，要求学生不仅要完成实验，并且需要当场回答老师提出的

问题，根据实验完成情况及回答问题情况得分。从结果来看，很多学生们能参考指导书完成实验，但说

不清实验内容的深刻含义、说不清原因、说不清过程，通过实践加强对网络通信（协议）原理理解的目

标，实现度有待提高。这也说明学生们对实验结果缺少精益求精和深入思考。 

六、给同学们的学习建议 

1.夯实理论基础 

对于计算机网络的基础理论一定要重视，该背的一定背下来，在记忆的基础上加深理解，这是掌握

后期应用和建设的基础。 

2.大胆尝试，多多实践 

 

图 4：阶段测试成绩分布 

 

图 5：设计任务成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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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怕出错，在实践中出现错误，更能促进多思考；只有多思考，才能加深理解；一句话，只有多

实践，才能真正掌握住。 

3.注意融会贯通 

要善于把《计算机网络原理》、《网络应用技术》两门前导课，与本课程的实践体系结合起来，通过

综合性、设计性的实训项目，把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融会贯通起来。 

4.善于利用设备官方文档 

遇到问题时，特别是在实践中遇到设备配置等问题时，不能仅仅依靠实验指导书，或者在互联网上

百度一下。应该善于利用设备的官方文档来学习、查看相关内容。例如本课程使用的是华为的设备，可

在华为官网上或者课程网站上下载各个设备的操作文档，认真研读，有针对性的学习里面的配置案例，

从而提升自己的能力。 

七、教师在今后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1.加强实验教学的指导 

针对实验教学中，学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下一步要针对每个实验内容，设计一批

思考题，这些题可以帮助学生去理解实验目的、通信原理、要点、难点。数量可以多一些，放在指导书

中，在实验课之前发布出去。从而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实验内容。 

2.持续强化课程管理 

针对学生学习态度的前紧后松变化，学习主动性不够的问题。下一步一是要加强对预习的指导，例

如设计给出预习相关的指导性问题；二是要保持加压状态，可考虑将预习、复习与阶段性测试结合起来

（课前测、课后测）；三是设计一些提升主动性的措施，例如课前测结束后，立即展示前10名学生信息，

让愿意学习的学生发现自己是优秀的 

3.梳理完善理论教学 

对于理论教学内容还需要再精心梳理，对于知识点、案例还需要再次完善。要让学生从“实验做得出

来”到“技术原理能够说得清楚”，再到“工程实践能够用的起来”，真正做到学以致用。此外在引入自主可

控、信创体系等课程思政元素方面，还需要精心设计。 

 

 

 

任课教师：许成刚 

2024 年 7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