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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形势下高等院校新工科建设有更高的要求，本课程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融合 OBE 理念进行课程教学

改革与实践，形成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三位一体”教学模式，从目标设定、内容设计、实施策略、教学

方案、考核评价、课程思政方面阐述具体改革，结合近三年来教学实施情况验证，本课程教学改革方案可行且能够较

好的提升教学效果，学生满意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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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has 

higher requirements. This course revolves around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talents, integrates 

the OBE concept for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and forms a "three in one" teaching model of 

knowledge transmission, ability cultivation, and value shaping. Elaborate on specific reforms from the aspects of goal 

setting, content design,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teaching plans,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and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verification of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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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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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数据库系统与安全课程是新时代高等院校计算机

类专业的重要课程，培养学生掌握数据库基本知识和

安全防护策略，具备数据库管理和运维能力，牢固树

立数据安全意识，因此，该课程的开设具有重要的意

义。 

根据教高司函〔2017〕6号《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

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知》，以新技术、新业

态、新模式、新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对工

程科技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需要加快工程教育

改革创新。新工科研究和实践围绕工程教育改革的新

理念、新结构、新模式、新质量、新体系开展。因此，

新时代高等院校课堂教学不能仅限于知识传授，更要

注重综合能力的培养和更高素质的养成，尤其是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叉融合创新能力
[1]
。在此背

景下，各高校对数据库领域课程教学开展了大量的教

学改革，并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2-7]

。结合近 3年来

数据库系统与安全课程教学情况，以课堂知识讲授为

主的传统教学模式重知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已

经不能够满足现实需求，因此，数据库系统与安全课

程教学改革与探索势在必行。 

2  数据库系统与安全课程现状分析 

2.1  课程概述 

数据库系统与安全课程是信息工程大学（以下简

称我校）某计算机类专业开设的专业背景选修课程，

本课程开设在大三春季学期，总学时 20，其中实践学

时 10。前修课程有：C 语言程序设计、大学计算机基

础、计算机网络、数据结构、操作系统等，前修课程

已经帮助学生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先导知识体系。本课

程是后续专业课的支撑，也是岗位任职能力的必备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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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以学生为主体的学情分析 

大学情：由于前修课程的学习，大三下学期的学

生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备的先导知识结构，在学习兴趣

和就业压力的双重推动下，当代大学生的学习热情高

涨，对知识怀有无尽的渴望。不足方面，一是课堂犯

困难以避免，当代大学生经常会有熬夜的情况，熬夜

会对隔天精神状态产生巨大影响，导致听课效率下降。

即使精神状态良好，课堂上大脑长时间处理和吸取知

识，会通过犯困来屏蔽信息的输入进而进行自我保护
[6]
。二是当代大学生随身携带手机、ipad 等便携式智

能设备，可以随时查看时政热点、娱乐新闻等内容，

导致课堂容易出现分心、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三是

数据库管理系统像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老朋友，

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都会用到，例如：12306 订

票、外卖平台、购物平台等，但是，由于其往往运行

在后台，学生不会直接接触，缺乏感性认识。 

小学情：重点分析与当次课紧密结合的前修内容

的掌握情况，通过课堂表现、随堂测验以及课后交流

等方式展开，对单次课教学设计和实施起到指导性作

用。以本课程教学中第二次实验课为例，实验内容为

SQL 实践——数据查询，要重点分析学生对关系数据

库理论、关系数据库标准语言 SQL的掌握情况。 

3  融合 OBE理念的课程教学改革 

3.1  以人才需求为导向的教学目标设定 

根据 2017 年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发布

关于《新工科下人才培养“OBE”模式》通知，新时代

高等院校教育应当坚持以能力培养为导向，即 OBE

（Outcomes-based Education，简称 OBE）教育理念
[9]
。教学全过程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教学设计、实施重

点关注通过学习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如何高效的取得

这些成果；以及如何有效利用这些成果。根据计算机

领域任职需求和该专业人才培养要求，本课程设定以

下三维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帮助学生建立数据库知识体系，掌

握数据库系统的基本知识与安全防护策略，能够熟练

通过数据库管理系统进行数据组织、管理。 

 能力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数据

库管理系统开发、运维及安全管理的能力，强化分析

和解决数据库问题的能力，提升综合创新能力、逻辑

思维能力。 

 素质目标：引导学生树牢数据安全意识，养成

严谨务实、精益求精的学风，发扬勇挑重担、攻坚克

难的作风，坚定科技兴国、强国有我的决心。 

3.2  以工程实践为驱动的课程内容设计 

数据库系统与安全课程具有学时少、知识点密集、

实践性强的特点，包含数据库基本知识和数据库安全

防护策略两个方面。因此，依据数据库开发过程进行

内容选取和设计，兼顾基础知识、安全防护以及能力

拔高三个方面。数据库基本知识方面包含从现实世界

的具体对象到信息世界的 E-R 模型，设计成计算机系

统支持关系模式，通过关系数据库语言 SQL 进行数据

定义和数据操作，数据库安全防护方面包含身份验证、

权限控制、数据加密、防 SQL 注入攻击等安全访问控

制技术，如图 1所示。 

 

 
图 1  数据库系统与安全课程内容设计 

3.3  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教学实施策略 

本课程紧密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以学

生为中心
[9]
、以知识传授为主线、以能力培养为导向、

以价值塑造为核心的总体思路，形成 4 条具体策略，

即转变思想、变教为导；案例牵引，层层递进；讲练

结合，强化实践；思政引领，润物于心。课堂教学通

过讲授式结合案例式、启发式、引导式等教学方法开

展；课后，通过教学实践情况进行总结、反思、评价，

动态调整实施策略和教学方法，该策略让整个教学环

节真正“动”起来，如图 2所示。 

3.4  以学生为中心的“三步走”教学方案 

传统教学模式将课堂作为知识传授的“主阵地”，

课前预习、课后作业往往流于形式，教学效果收效甚

微。融入 OBE理念的课程教学重在能力培养，将课前、

课后纳入教学流程，放在与课堂一样重要的位置，形

成“课前、课中、课后”的教学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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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作为教师要详细分析学生对前修知识的掌

握情况以及下次课的教学目标，一方面做好预习任务

的发布，预习任务不仅要有助于学生知识的巩固，更

要突出自学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科学制定教学计划，

抓住教学重点，突出教学难点，设计提问、交流、思

考等环节。作为学生要根据预习任务充分利用线上资

源完成自学自练，如中国大学 MOOC平台，找到找到知

识盲点，带着问题走进课堂。 

 
图 2  数据库系统与安全课程总体策略示意图 

课堂：教师与学生要形成良好的互信机制，课堂

教学不再以教师“喋喋不休”的讲授为主，充分发教

师主导作用，激发学生的积极性，教师课堂职能重在

引导思考、答疑解惑、知识串联。学生作为课堂教学

的主体，要主动学习思考、参与交流互动，教学实施

重过程、重思考、重探索、重能力，让课堂“生动活

泼”起来。 

课后：课后重在交流、反思，教师通过课前预习、

课堂表现、课后交流等情况综合评估教学效果，总结

反思有针对性的优化教学设计，调整教学实施手段。

学生可以自我反思质疑，也可以通过小组进行讨论辨

析，完成对知识内容得加深和知识脉络的形成。 

 
图 3  以学生为中心的“三步走”方案 

3.5  全周期、多维度的考核与评价方式 

课程考核重点关注学生对于数据库知识的掌握、

以及数据管理能力提升，旨在通过课程考核结果促进

教学改进，通过考核结果调整具体策略，进而选择更

有效的教学手段，最终实现“以评促教”。结合教学

实际情况，本课程采用“形成性考核＋终结性考核”

的全周期、多维度的考核方式，如图 4 所示，包含学

生课堂表现、日常测验成绩、实验报告成绩、终结性

考核成绩，结合课程教学目标进行考核评价，其中形

成性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 30%，终结性考核成绩占总

成绩的 70%，如表 1所示。 

4  构建“目标清晰、内容合理、元素多

元、方法有效”的四位一体的思政设

计 

2019 年 3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我们党立志于中

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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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这为新时代高等院校人

才培养指明了方向。根据教高[2019]8号《教育部关于

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和教高[2020]3号《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专业教育课程

要深度挖掘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

精神内涵，结合专业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要

深入梳理教学内容，结合不同课程特点、思维方式和

价值理念，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

学，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10-11]

。数据库系统与安全

 

图 4  数据库系统与安全课程考核评价设计思路 

表 1  数据库系统与安全课程考核评价设计 

评价 
方法 评价标准 

成绩 
比例 

总成绩
占比 

出勤率 共计 10 次课，无故缺勤一次扣 5 分，病假、事假缺勤扣 2分。 30% 

30% 

课堂提问与讨论
辨析 

专注认真，主动思考，积极参加互动，不走神、不做与本课程学习无关事
情，出现无关事宜扣 1 分。 20% 

实验报告撰写 

共 5 次实验，实验内容分为基础、进阶、高阶三个难度： 
满分 10 分：完成全部实验，实验报告格式整齐、表述准确、内容全面； 
6 分：完成中阶及以下内容，实验报告格式较为整齐、表述较为准确； 
4 分：只完成基础实验内容，实验报告格式一般、表述一般； 

5*10% 

课程考核大作业 

实验内容分为基础、进阶、高阶三个难度，具体评分规则如下： 
满分 60 分：独立且高质量完成全部实验内容； 
50-59 分：独立完成大部分高阶、中阶及基础内容； 
40-49 分：完成中阶及基础内容； 
30-39 分：完成部分中阶及基础内容； 
20-29 分：完成基础实验内容； 
10-19 分：完成部分基础实验内容； 
9 分以下：态度恶劣，不积极完成考核。 

60% 

70% 

课程小论文成绩 

30-40 分：有独到见解，格式整齐，内容完整，表述准确； 
20-29 分：观点正确，格式整齐，内容完整，表述准确； 
10-19 分：观点正确，格式较为整齐，内容较为完整，表述准确； 
9 分以下：观点错误，格式潦草，内容敷衍。 

40%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成绩评定为 0： 
（1）无故缺勤 3 次以上； 
（2）平时作业全部不提交； 
（3）自行放弃该门课程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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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作为计算机类专业必修的课程之一，思政设计坚

持以能力培养为导向、以价值塑造为核心，从爱国情

怀、政策法规、时政热点、优秀传统文化、领袖教诲、

人生哲理等多方面进行有机融入，通过厘清思政目标、

内容选择合理、元素多元化、融入方法自然等方法达

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如图 5 所示，表 2 中展示本

课程部分典型思政案例。 

 
图 5 “四位一体”思政设计 

表 2  数据库系统与安全课程思政典型案例 

思政 
目标 

思政
元素 

具体案例 融入方法 

爱国情
怀 

责任
担当 

对比国内外数据库技术发
展存在差异，深度激发爱
国情怀，以青年担当兴科
技强国。 

课堂讲
授，隐性
思政 

优秀传
统文化 

古诗
词 

通过“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强调数
据库实验的重要性；通过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
废”说明课前预习的重要
性。 

实验讲
解，隐性
思政 

勇担使
命 

习近
平语
录及
用典 

通过习近平主席语录及用
典进行课程总结及升华，
牢记领袖教诲，激发青年
人为党和国家奋斗的决心
和斗志。 

课堂讲
授，显性
思政 

安全意
识 

政策
法规 

从国家总体安全观及相关
安全法律引出数据安全的
重要性，说明具备数据库
管理能力的重要性。 

课堂讲
授，显性
思政 

奋斗当
下 

励志
人物 

通过关系数据库之父埃德
加·弗兰克·科德
（EdgarF.Codd）的传奇人
生激发斗志，走好人生
路。 

课后作
业，隐性
思政 

 

5  教学实践与反思 

本课程近三年来教学效果显著，学生对数据库基

本知识及安全防护策略掌握扎实，数据管理、综合创

新等岗位任职能力提升明显，数据安全意识、爱国奉

献精神、严谨务实作风养成良好，较好的达到了相关

专业人才培养要求，学生整体满意度较高。根据

2024年春季学校教学实施情况，从知识掌握度、数

据管理能力、学习热情、创新能力、职业素养五个维

度开展详实调研，共 60名同学参与，评定较好以上

平均比例为 93.67%，结果图 6所示。 

 

图 6  教学效果调研 

结合本课程近三年开设情况，从理论教学、实践

教学、思政教学以及综合满意度四个维度进行满意度

调查，结果显示满意度逐年升高，教学改革效果明显

提升如图 7所示。 

 

图 7  近三年来教学满意度调查 

结合教学实施过程有如下 3点反思： 

第一，“教研一体”是提升教学效果的关键因

素，当前是信息化、智能化时代，高科技发展新日新

月异，传统“跟随式”、“老掉牙式”教学内容已经

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教学内容必须要紧跟前沿，甚至

要引领。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教师的修养》一文提

出：“要想给人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可见，

教师只有具备广博的学识才能够教书育人。他还说：

“教师不仅要有一桶水，而且要有一桶活水，不仅要

有活水，而且要有清水。”新时代高等院校教师必须

自身走在科研前端，掌握前沿领域知识，才能反哺教

学，为党和国家培养新型信息化人才。 

第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是影响教学效果的直

接因素，学生是教育教学的核心，高校教育教学要充

38

28

40

29 32

19

27

16

26 26

2 3 2 4 11 2 2 1 1

知识掌握度 数据管理能力 学习热情 创新能力 职业素养

显著 较好 一般 较差

75%

80%

85%

90%

95%

100%

2022年（16人） 2023年（45人） 2024年（60人）

理论教学 论践教学
思政教学 论合论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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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尊重学生的学识基础、个性需求、兴趣爱好等多方

面的差异，坚持兴趣引领、任务驱动的原则，从传统

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激发学习兴趣的“投石者”和探

索知识海洋的“领航者”，以能力培养为中心开展教

学活动。 

第三，正向激励的考核评价方式是高等教育的核

心所在，考核评价是高等教育教学的关键环节，对学

生来时至关重要。2020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高校必

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综合施策、

协同发力，为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创造更多新动

能
[13]

。考核评价要打破“看结果、唯分数”的传统形

式，形成“看过程、重能力”的正向激励的考核评价

方式。 

6  结束语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新时代高等

教育要始终围绕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根本任务展开

教育教学活动，以专业课程教学为载体，培养具有高

素质、高水平的新型科技人才。 

数据库系统与安全作为新时代高校计算机领域专

业重要课程，需要在教学全流程不断探索和改革，创

新教学方法、引领教学内容、探索更有效的考核评价

方式，直击学生内核，激发主动性、积极性，培养有

理想、有文化、有担当、有能力的党和国家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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