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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等教育新时代，实施课程思政是高校构建“三全育人”新格局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

在国家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形势下，实现理工科课程思政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大数据和计算机

专业核心课程“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为例，基于自身的教学实践经验，首先阐述了实施课程思政的意义和作用，然

后剖析了在当前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存在专业教学与课程思政缺乏统一、教师教育教学水平有待提高、课程思政

案例亟需完善等问题与不足，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培训学习提高教学水平”“巧妙设计案例激发学习动机”“创

新方式方法提升教学效果”“完善评价体系促进有序发展”“创建校园文化营造建设环境”等对策和建议，以期为今

后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有力有序有效推进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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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new era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build the new pattern of “Three-All Education” and accomplish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 Character and Civic Virtue”. Under the situation that government comprehensively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aliz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urse. This work 

takes the core course "Data Warehouse and Data Mining" of big data and computer science specialties as an example 

and based on authors’ teaching practice. Firstly, the significance of implementing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expounded. Secondly, th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process of promoting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cluding the mismatch between professional content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inadequate teaching 

level of teacher and insufficient teaching case. Lastly,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such as strengthening training to 

improve teaching level, designing cases to stimulate academic motivation, innovating methods to impro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mproving evaluation to promote orderly development and creating campus culture to construct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This research is hop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effective promo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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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

业发展新局面。2020 年教育部发布了《高等学校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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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强调要利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

道，将思政教育融入每一门课程的教学工作和人才培

养体系中，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2022 年党的二十

大更是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推进

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是全面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的重要路径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

要求。至此，全国高校积极投身课程思政工作，课程

思政建设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
[1-3]

。思想政治教

育不只是文科或思想政治专业的任务，而应融入到各

类课程的教学过程，解决好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

张皮”的问题
[4,5]

。对于理工类课程，更要在教学过程

中将政治理论的学习和科学精神的培养相融合，注重

培养学生勇攀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6,7]

。具体而言，

对于理工科的课程思政建设，如何将课程思政内容巧

妙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去，如何将专业理论教学与思想

政治教育有机结合，这值得也亟需开展大量的研究与

实践工作。 

2  实施课程思政建设的意义 

以“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课程为例，作为大数

据及计算机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通过这门课程的学

习，学生需要掌握数据仓库以及数据挖掘的基本概念，

决策分析和知识发现的基本技术，以及其在现实生活

中的应用。此外还要锻炼学生分析问题、建立模型、

编写代码、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

课堂是课程教学内容开展的主要途径和场所，在“数

据仓库与数据挖掘”的教学过程中融入课程思政内容，

能够鼓励和引导学生建立学习自信，锻炼学生理解问

题和探索创新的能力，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同时，

培养学生千锤百炼的大国工匠精神，增强学生爱国意

识，令学生成长为立志用科技报效祖国的有志青年。

因此，在传统的教学工作中实施课程思政建设，能够

弥补传统教育中存在的不足，是对于现有教育教学方

式的改革和创新，同时对于助力国家现代化产业发展

也具有重要意义
[8]
。 

3  当前课程思政建设的不足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作为一门典型的理工科

课程，该课程一方面涉及理论知识的讲解，另一方面

需要上机实训。对于承担该门课程的教师而言，将课

程思政内容融入到专业理论知识的教学中去是一项挑

战，而且当前也鲜有针对该门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的具

体实施方案。总体来说，在现有课程教学中，课程思

政的开展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3．1  专业教学和课程思政缺乏有机统一 

课程思政需要植根于具体讲授的课程，探索该课

程本身蕴含的思政元素，不能为了思政而思政。在教

学过程中，盲目加入与课程内容无关的思政内容，就

会令专业内容的教学和课程思政的引入相互脱节，无

法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
[9]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是

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课程，教师要引导学生在掌握

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开展广泛的应用实践。因此，在本

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绝不能单纯地讲授专业知识，

而应该注重对学生自我认识的培养和引导，在教学中

引入我国科技发展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将专业内容

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在一起，以此来激发学

生的爱国情怀，从而帮助学生牢固掌握理论知识，并

立志通过专业技术实现科技强国。 

3．2  教师思政教学水平有待逐步提高 

通常作为高校理工科的专任教师，因其主修课程

多为理工科的专业课程，故教师的计算和逻辑思维能

力较强，而思想政治理论水平有待提高，如果教师自

身对于课程思政的理解不到位，就很难进一步将课程

思政内容融入到专业课的教学过程中
[10]

。往往教师只

关注讲授专业课的相关内容，以此来完成每学期规定

的教学任务，教学过程的设计也比较枯燥，教育教学

能力有待提高。而课程思政则要求教师在完成专业知

识讲解的同时，引入德育教育，并将德育教育和专业

知识技能进行巧妙的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

高课程的吸引力。 

3．3  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尚需不断完善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需要在每一门课程中都融

入课程思政，但总体而言，当前全国课程思政建设仍

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因此，往往会存在课程思政内容

在不同学科教学中高度重合，教学案例与专业课程内

容契合度不够的问题
[11]

。例如理工类课程都会通过我

国科技发展历程中取得的重大成果来激发学生的爱国

情怀，但不同学科使用的案例几乎一致，不能有效挖

掘课程自身的思政元素。因此，要从专业课程的内容

出发，构建出紧密围绕课程知识体系的思政元素和案

例，降低不同课程之间教学案例的重复，提升学生的

学习兴趣，为课程思政的长期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4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途径 

“课程思政”不同于“思政课程”，其教学目标

不在于增加更多相关的理论内容让学生死记硬背，而

是以“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手段，充分将课

程思政、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有机地结合起来。要

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去感受和领悟，教师通过生动的

案例教学，激发学生探索学习的兴趣，同时结合灵活

的教学方法，增强课堂活力。具体到“数据仓库与数

据挖掘”课程，就是在教学设计中融入课程思政内容，

探索专业知识中与思想政治相关的知识，此外在上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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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的过程中，将课程思政教育渗透到各个实验环节

中去，坚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理念，从整

体上实现课程思政的目标。 

4．1  加强师资培训，提高课程思政教学水平 

教师自身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决定了课程思政建

设的质量，特别是对于专业课教师，不仅要掌握高深

的专业理论知识，而且要提升对于课程思政的认识程

度以及将课程思政融入专业教学的能力
[12]

。 

首先，专业课教师通常在开始阶段对课程思政并

不是足够熟悉，因此学校有必要举办一系列的专题讲

座，对课程思政的内涵、课程思政如何与理工科专业

内容相结合等要点进行系统的讲解和培训，帮助专业

课教师理解什么是课程思政、为什么开展课程思政以

及怎样开展课程思政等。 

第二，组织教师观摩学习本校优秀公开课或其他

高校开设的慕课，学习如何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融入

思政教育。通过具体案例的学习，教师能够更深刻地

领会所教科目的课程思政实施路径，从而在学习其他

教师案例的基础上完善自己的教学设计。 

第三，开展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教学演练，以具

体的课程教学为例，教师在精心准备教学案例并实施

后，由学校思政课教师和本专业资深教师开展评议，

从而将教师的学习落到实处，切实提升课程思政建设

能力。 

最后，专业课教师要树立对思政教育终身学习的

意识，通过新闻、讲座培训、学习强国等途径保持对

于时事政治的学习。要充分利用线上资源，搜集本专

业优秀的课程思政素材，做到与时俱进，及时将最新

的思政教育内容融入课堂教学中去。 

表 1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教学模块 教学内容 思政元素 教学效果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

掘”的基本概念 

“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数

据来源国家”，以此说明中国已经

进入大数据时代，高速发展的科学

技术产生了大量的数据，中国的发

展已经位居全球前列。 

进行荣誉感培养和教育，让学

生认识到祖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不断提高。 

引导学生形成民族自

豪感和责任感。 

“数据仓库与 OLAP

应用” 

“大数据工程技术员:为企业盖起

数据仓库”的故事为例，介绍数据

仓库搭建的全过程，以及 OLAP具

体的应用示范等。 

进行激励教育，让学生了解到

大数据工程技术员的决心和毅

力，以及要为社会作贡献的决

心。 

教育学生时刻保持对

事业的热爱，启发学

生用自身所学为家乡

为祖国作贡献。 

“数据预处理”基本

内容 

AlphaGo先后战胜了两位围棋高

手：李世石以 1：4落败和柯洁 0：

3落败。 

进行挫折教育，让学生明白所

有的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引导学生培养勇于接

收失败，敢于面对挑

战的精神。 

“数据挖掘”的具体

算法 

淘宝“双十一”大数据案例，观察

关联规则分析、分类分析等技术对

消费大数据的具体应用，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了解中国市场消费能

力。 

做好引导教育，学生要及时了

解国内外技术和市场发展趋

势，发扬工匠精神。 

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民

族自豪感，坚定走社

会主义发展的道路。 

数据挖掘技术在现实

生活中的应用 

航天大数据、环保大数据、医疗大

数据实际案例：对疫情数据的可视

化；污染物浓度预测曲线等。 

进行创新意识教育，所学不仅

可以应用于我国科技领域，促

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也可

以服务于民生领域，造福社

会。 

培养学生形成学术创

新的意识和精神，时

刻保持求真务实的态

度，提升学生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 

4．2  注重案例学习，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以“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课程作为课程思政内

容开展的载体，思政教育案例的选择必须紧密围绕其

专业理论知识展开，设计出蕴含课程思政的专业课教

学案例，使得学生在掌握学习任务中规定的学习内容

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指引学生了解思政教育的内容
[13]

。

如此可令学生能够一直保持着对学习的兴趣，并且将

融入的思政教育转化为行动的力量。下面以作者在教

授“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课程时开展的课程思政的

教学设计为例进一步阐述（见表 1）。在引入“数据仓

库与数据挖掘”的基本概念的过程中，介绍“中国已

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数据来源国家”，以此说明中国

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产生了大

量的数据，中国的发展已经位居全球前列，通过展示

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来培养学生的民族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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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授“数据仓库与 OLAP 应用”的内容时，以“大数

据工程技术员:为企业盖起数据仓库”的故事为例，形

象地介绍数据仓库搭建的全过程，以及 OLAP 具体的应

用示范等。当阐述“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的具体技

术时，引入淘宝“双十一”大数据案例，通过观察关

联规则分析、分类分析等技术对消费大数据的具体应

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了解中国市场消费能力。

而在介绍数据挖掘技术在现实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时，

引入航天大数据、环保大数据、医疗大数据等实际案

例，使学生坚信学好该门课程不但能够应用于我国科

技领域，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也可以服务于民

生领域，造福社会，进而提升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4．3  创新教学方法，提升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带来了信息技术的普及，在教

育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但要熟练使用多媒体等基础的

工具和手段，还要不断引入网络上的众多先进技术来

提升课堂教学效果，构建数字化时代课程思政教育新

格局
[14]

。例如，教师可以使用各类流行的视频制作软

件将传统的图片和文字资源转变为更形象的视频资料，

拓宽课程思政的教学渠道。除了上述教学手段之外，

教师可以使用超星学习通、智慧树、雨课堂等平台，

建立更加丰富完备的教学体系，还可以在平台上联合

其他教师共同探讨课程思政建设的途径。在课堂教学

中，教师要做到一边讲授理论原理一边进行相应代码

的演示，学生则要一边聆听一边动手实践，教师要着

重培养学生在遇到问题时独立探索解决的意识和能力。

而在课堂后，教师应为学生布置进一步的学习任务，

令学生对所学内容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解，同时提升学

生主动学习和应用的能力。此外，在上机实验课上，

通过对编程语言的应用实践，帮助学生养成严谨的学

习态度，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编程实现，培养学生的创

新和合作能力，从而实现育人的目的。 

4．4  完善评价体系，推动课程思政有序发展 

随着学界对课程思政建设的不断研究和实践，相

应的评价机制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目前还处于探索

阶段
[15]

，对专业课程中课程思政教学的有效性评价是

推动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教师和学生作为教学和学

习的主体，同样也是课程思政评价的主体。对教师来

说，评价内容包括教学方案的设计、课堂教学内容的

实施情况、教学经验总结等，重点评价课堂教学内容

中的思政教育是否契合专业主题，教学手段和教学方

法是否具有多样性等；对学生来说，评价主要从课程

思政是否对学生的价值引领、知识探究、能力建设等

方面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开展，此外，还可以从学生是

否具备主动学习的能力，对于知识能否做到创新性的

应用等方面做出评价。总而言之，对于专业课课程，

要想持续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并取得预期效果，就必须

尽快建立和完善多元评价体系。首先，课程思政建设

的评价主体要多元化，不只是课程教学设计者本人，

还包括其他专业课教师、实验课教师、思政课教师以

及学生都应该成为评价的主体，从而保证评价的客观

性和全面性。其次，评价内容要多元化，既要对教学

过程中采用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行评价，也要评

价课程思政内容是否贴合教学内容，课程思政的融入

是否对学生的学习起到了正向引导作用，还要评价学

生对教学实施过程以及师德师风的满意程度等。最后，

评价目标要多元化，既要有对过程的评价，也要有对

结果的评价，还要对在学生的价值引领、知识探究、

能力建设等多个方面发挥的影响进行综合的评价。 

4．5  建设校园文化，营造课程思政建设环境 

课程思政教学的有效开展不光要靠教师的努力，

学校层面也要积极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
[16]

。首先，

学校要加大对开展专业课课程思政建设工作的宣传力

度，让学生深刻地感受到国家和学校对于课程思政工

作的高度重视，逐步转变对思政教育的固有态度，面

对专业课学习过程中课程思政的教学时从以往的被动

接受变为有意识地、主动地思考领悟，进而加深对课

程思政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其次，学校要紧扣课程思

政主题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激发学生

探索与本专业课程相关的思政内容，让学生更深切地

体会到课程思政已融入到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最

后，学校要建立相应的专业课课程思政的激励和保障

制度，极大程度地激发师生参与课程思政建设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深入推进课程思政高质量发展。 

5  结束语 

课程思政是一种先进的教育理念，也是新时代中

国高等教育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更是构建“三全

育人”新格局的重大举措
[17]

。课程思政旨在实现各类

课程与思政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育人效应，落

实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对于理工科更是如此，

在教学过程中融入课程思政内容，可以帮助学生培养

勇于探索的精神，激发学生的使命担当，潜心科研，

矢志报国。本文立足当前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

的背景，以理工科大数据及计算机专业的必修课程“数

据仓库与数据挖掘”为例，阐明了课程思政建设的意

义，分析了当前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专业教学

与课程思政脱节、教师思政教学水平不足、课程思政

教学案例缺乏等主要问题，并基于作者自身的教学实

践提出了提高教师思政教学水平、设计完善教学案例、

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完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营造教

育教学环境氛围等对策建议，以期为今后高校课程思

政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论文主要是对自己的创新和

自己工作的描述，尽可能减少对前人工作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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