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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语言激趣式教学探索① 
江代有 

(长安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西安 710064) 

摘 要：C 语言语法灵活、规则繁多、枯燥难学，课堂气氛沉闷，教学效果低下。要改变这种状况，当务之急是

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进行了一些尝试和探索。 

关键词：C 语言；教学探索；激趣方式 

 
C Language Stimulated Interest in Exploring Teaching 

JIANG Dai-You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cademy,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C language is flexible in syntax and has many rules. It is boring and difficult to learn.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train and motivate the students’ interest and enthusiasm. In years of teaching practice, the author 

conducted a number of attempts and explo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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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语言是高校理工科很多专业的一门实践性和应

用性很强的基础课和必修课，其重要性不必赘述。然

而 C 语言语法灵活、规则繁多、枯燥难学，很容易使

学生产生厌学情绪，教学效果极为低下。怎样才能克

服学生的厌学情绪，改变这种教学状况呢？笔者认为

当务之急是要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因

为“兴趣与爱好是最好的老师”。下面结合自己的教学

实践，对 C 语言的激趣式教学进行一些探索。 

   

1 比喻法 
在 C 语言的教学过程中，很多问题如果单纯地按

照其本义讲解很难理解，学生往往会听得一头雾水。

对于这些难理解的问题笔者通常使用比喻法加以讲

解。例如： 

在 C 语言中，经常要用到变量的交换语句如

{t=a;a=b;b=t;}。语句虽然简单，但对于初学者还是很

难理解。此时，可以将 a、b、t 比喻为瓶子，a 瓶子装

的是醋，b 瓶子装的是酱油。若要将 a 瓶子的醋与 b

瓶子的酱油进行交换，必须借助空瓶子 t。先将瓶子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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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醋倒人瓶子 t 中(语句描述为 t=a)；接着将瓶子 b

中的酱油倒入瓶子 a 中(语句描述为 a=b)，最后将瓶子

t 中的醋倒人瓶子 b 中(语句描述为 b=t)，从而成功地

借助第三个瓶子 t 将瓶子 a 中的醋和瓶子 b 中的酱油

进行了互换。 

在讲到双重循环时，将外循环比喻为时钟的分针，

内循环比喻为时钟的秒针，秒针走一圈分针走一格，

同样的道理是：内循环执行完一个轮回，外循环才执

行一次。讲到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时，将全局变量比

喻为国家统一的法律和法规，局部变量比喻为各省根

据需要制定的地方法律和法规。 

类似的比喻还有很多，例如：在讲到指针时将指

针比喻为宿舍的房间号或开启房间的钥匙。而指针的

两个运算符号&和*是两个互逆的单目运算符， &运算

符是对其后的操作数求地址，*运算符是对其后的指针

变量求值。也就是说，求&运算得到的是房间号，求*

运算得到的是在该房间的人。讲到二维数组的行指针

和列指针时，将行指针比喻为排长，列指针比喻为班

长，排长“指向”班，他走一步就跳过一个班，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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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班长“指向”战士，他走一步只指向一个战士，即

“列”[1-4]。 

  这些形象生动的例子使得抽象概念具体化，复杂

问题简单化，从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了对

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2 比较法 
C 语言中有很多相似或相近的内容，在教学中笔

者经常用比较法对它们的异同点进行反复讲解，从而

加深学生对内容的理解与掌握，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例如： 

在讲到 printf()函数与 scanf()函数时，讲了它们的

共同点（都可以用 d、o、x、f、c、s 等格式符）后，

着重强调了它们的区别：scanf()函数里的变量前一定

要加取地址运算符&，而 printf()函数则不加；printf()

函数在输出实数时，可以限定输出小数位数，而 scanf()

函数则不能。 

在讲到冒泡法、选择法与插入法排序时，笔者用

具体实例进行比较。叫学生做 10 张卡片，每张卡片写

上大小不同的数字并把卡片一字排开放在桌上，然后

将相邻的卡片两两进行比较，小的放前，大的放后，

这样经过反复比较交换后才能排好序，这就是冒泡法。

而选择法则是从第一张卡片开始，找出身高最高的卡

片与第一张互换，再从第二张卡片开始找到身高次高

的卡片与第二张互换，依此类推直至完成。插入法排

序则是先从无序的卡片中拿出第一张放在别处，然后

再从剩下的无序卡片中拿出第一张亦即原第二张与刚

拿出的进行比较，若原第二张身高高于原第一张，则

插入在前，否则插入在后。可以看出选择法速度较慢，

插入法不适用于大量数据的排序[5]。 

在讲到指向数组行的指针定义 int (*p)[]与指针数

组的定义 int *p[]，指向函数的指针定义 int (*p)( )与返

回指针的函数定义 int *p( )形式时，很多学生会混淆它

们的定义。笔者重点讲了它们形式的异同：如果*p 加

上括号就表明它们是指针，是什么指针呢？如果指针

后面跟“[]”则表明是指向数组行的，如果后面跟“（）”，

则表明是指向函数的。经过这样的比较讲解，学生记

忆起来更加清晰。 

在教学过程中，笔者还经常通过对程序进行小小

的改动来启发学生思考程序改动前后的运行结果，比

较改动前后的源程序及运行结果的变化，从而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例如：下面的程

序运行后会得到九九乘法表。 

  main() 

  {int i,j; 

  for (i=1;i<=9;i++) 

     for(j=1;j<=i;j++) 

    {printf(“%d”,i*j); 

     if (i==j) 

           printf(“\n”);}} 

如果将该程序的两个 for 循环语句改为如下语句： 

for (i=9;i)=1;i--) 

for(j=9;j)=i;j--) 

其它语句不变，程序的运行结果会发生什么变化

呢？同学们纷纷讨论，气氛十分活跃。 

下面程序的功能可以实现两个字符串的连接：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char s1[10],s2[10]; 

  int i,j; 

  gets(s1);get(s2); 

  for(i=0;s1[i]!=’\0’;i++); 

   for(j=0;s2[j]!=’\0’;i++,j++) 

      s1[i]=s2[j]; 

        s1[i]=’\0’; 

        puts(s1);} 

  在讲解上面的程序时，笔者让学生把程序进行小

小的修改以实现两个字符串的复制。课堂气氛很快活

跃起来，相互讨论的有之，抢先回答的有之。有的学

生很快就想出了答案：把第一个 for 循环括号后的分号

删除，再把其后的三行语句加上花括弧（{}）即可。

学生普遍反应这种教学效果极好，过后印象深刻。 

   

3 启发法 
启发式教学是从学生的知识基础和接受能力出

发，通过教与学的互动，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创

造性。在教师的启发诱导下，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积极

思考。在教学过程中，笔者经常应用启发式教学方法，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实际动

手能力。  

例如，讲循环的概念时，笔者先设置问题“编程

计算 1+2+3 的和”。根据前面所学的知识，学生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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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需要定义 3 个变量用于存放 1、2、3。再进一

步要求：“编程计算 1+2+3 +……+100 的和”。如果再

定义 100 个变量来存放这 100 个数，很显然是不现实

的。此时可顺理成章地引入循环的概念、循环语句等，

并进一步启发学生什么情况使用 while 循环，什么情

况使用 for 循环。 

讲到数组的概念时，笔者也先设置同题“编程计

算 3 个同学的平均成绩”。很显然需要定义 3 个类型相

同的变量用于存放这 3 个同学的成绩。再进一步要求：

“计算 10 个同学的平均成绩”。此时引入数组的概念、

性质等，学生不仅能很容易记住数组概念，还能知道

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数组，事半功倍。 

讲到结构体时，笔者把上述问题改为“计算 10 个

同学的平均成绩并可根据姓名查询成绩”，以此引入结

构体的概念，启发学生比较数组与结构体概念的异同。

从而得出结论：数组只能存放相同类型的数据，而结

构体可以存放不同类型的数据。例如：一个学生的姓

名、性别、年龄、成绩等，就需要用到字符数组、字

符型、整型、浮点型等多种数据类型。 

讲到函数时，笔者先让学生“利用选择语句编程

求出两个变量中的最大值”，问题很简单，学生很快就

做出来了。笔者进一步要求“编程求出 5 个变量的最

大值”，如果还按原有的方法将变量两两进行比较，程

序需要很多步骤，非常烦琐。此时因势利导地引入函

数的概念，先编写比较两个变量大小的函数然后再进

行调用，启发学生掌握函数的定义、调用等格式。 

   

4 趣例法 
趣例法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将学生

的被动学习转换为主动学习，从而提高教学效果。在

课程的进行中，笔者就经常举一些趣味性的算例来讲

解必要的知识点，例如“百钱买百鸡”、“猴子吃桃”、

“菲波纳契数列”、“水仙花数”、“汉诺塔”等有趣例

子，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氛围。 

例如，在介绍多重循环的时候笔者就举了以下例

子： 

三对情侣参加婚礼，三个新郎为 A、B、C，三个

新娘为 X、Y、Z，有人不知道谁和谁结婚，于是询问

了六位新人中的三位，但听到的回答是这样的：A 说

他将和 X 结婚；X 说她的未婚夫是 C；C 说他将和 Z

结婚。这人听后知道他们在开玩笑，全是假话。请编

程找出谁将和谁结婚[2]。 

对于这样的问题，可以先进行算法分析：将 X 和

A 结婚表示为 X=’A’，将 Y 不与 A 结婚表示为 Y!=’

A’。按照题目中的叙述可以写出表达式： 

X!=’A’      A 不与 X 结婚 

X!=’C’      X 的未婚夫不是 C 

Z!=’C’      C 不与 Z 结婚 

题意还隐含着 X、Y、Z 三个新娘不能结为配偶，

则有： 

X!=y 且 x!=z 且 y!=z 

代入上述表达式中进行推理运算，编程如下：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int x,y,z; 

  for(x=’A’;x<=’C’;x++) 

    for(y=’A’;y<=’C’;y++) 

        {if (x!=y) 

       for(z=’A’;z<=’C’;z++) 

          {if (x!=z && y!=z) 

          {if(x!=’A’ && x!=’C’ &&z!=’C’) 

         printf(“X to %c\n Y to %c\n Z to %c\n”,x,y,z); 

}}}} 

三个循环分别穷举了 X、Y、Z 的全部可能配偶，

运算结果显示 X 与 B 结婚，Y 与 C 结婚，Z 与 A 结婚。

课堂实践证明，上面的例子既满足学生的好奇心，又

贴近生活，还能充分说明多重循环的使用，何乐而不

为呢？ 

除了上述的几种激趣方式外，在教学过程中，笔者

还经常使用陷阱法和演示法等激趣方式。陷阱法就是在

讲解程序示例时，笔者经常有意将语句输错或漏写语

句，制造一些“陷阱”，通过提问让学生判断对错，提

高他们的观察力和敏锐性，激发他们寻找程序错误的兴

趣，活跃课堂氛围。例如：忘记定义变量，语句后漏掉

分号、定义的数据类型与输出的格式符不一致，scanf()

函数中漏写变量的取地址运算符号，混淆使用符号“=”

与“==”，括号不匹配，数组下标越界等。演示法就是

在教学过程中，借助视频、动画等对一些算法进行模拟，

比如在讲解汉诺塔问题和排序法时，笔者用 flash 做了

模拟动画来进行演示，以此把抽象问题形象化，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下转第 2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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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_nprocs(); // bsp 进程数查询; 

bsp_sync(); // bsp 进程的栏栅同步; 

bsp_store (to, from, data, size, num); 

bsp_fetch (to, from, data, size, num); // bsp 进程之

间最优种群的迁徙。 

求解过程的参数统计如表 1 所示，从中可以看出

随着处理器个数的增加，最优解出现的进化代数明显

降低。 

表 1 并行 GP 实现的参数统计 

处理器数 
最优解出现的进

化代数 
运行时间（秒） 加速比(%) 

1 27 5437 0 

2 24 4056 25.4 

4 21 3121 42.6 

8 23 2417 55.5 

16 14 1879 65.4 

 

5 结语 
本文主要研究了基于 BSP 的并遗传程序设计问

题。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全面分析了基于 BSP 并行计

算的粗粒度 GP 求解方法，二是遗传程序设计是遗传

算法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不够热

烈，借此文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同行的兴趣。 

 

(上接第 214 页) 

 

5 结语 
经教学实践检验，激发兴趣的教学模式效果十分

显著。在发挥教师主导作用的前提下，采用各种方式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主动、愉快地学习，充

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学生融

会贯通地掌握 C 语言，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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