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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当前机器学习课程思政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首先分析了机器学习课程特点和思政教育元素挖掘的关键环

节，然后通过分析机器学习课程中重要知识点所蕴含的思政元素，从民族自信、团队协作、厚积薄发和实事求是等视

角提出了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方法，并给出了多个具体的案例介绍，最后将课程内容和思政元素有机结合，给出了课

程教学模式、课堂交流和课程考评环节的实现和融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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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sider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machine learning cour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chine learning courses and the key links of min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lements are 

first analyzed. Then, by analyz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ontained in important knowledge points in 

machine learning courses, the mining metho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s propo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ational self-confidence, teamwork, accumulation, and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several specific case introductions 

are given. Finally, the course content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re organically combined, and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ntegration plan of course teaching mode, classroom communication, and course evaluation is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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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2023 年教育部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

要》中强调，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全

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

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1,2]。课程思政建设有助

于培养既具备技术实力又具有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

感的优秀人才，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进而实现

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有机结合。 

机器学习作为一门先进的技术学科，其应用领域

涉及众多社会和个人层面。在机器学习课程中开展思

政教育可以引导学生探索科技与人文的关系，推动科

技与伦理的结合。课程思政教育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技术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塑造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和人文素养，从而使他们在未来的科技发展中能够更

好地为社会和人类做出贡献。 

2  机器学习课程特点及思政教育分析 

2.1 机器学习课程特点 

作为计算机学科的核心课程，机器学习旨在系统

地介绍机器学习的基础知识和主要算法，帮助学生掌

握机器学习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并学会如何将其应用

于解决实际问题。课程涵盖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

模型选择评估等内容，并通过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

理等案例分析帮助学生理解算法在不同领域的应用。

机器学习课程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依赖理论基础。机器学习算法的建立和优化

不仅需要优化理论、概率统计、微积分等数学工具，

同时算法的设计和分析也需要一定的计算理论和算法

分析基础。例如线性回归需要用到矩阵运算，神经网

络训练需要用到梯度下降法。 

＊基金资助：山西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研究生教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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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重实践应用。课程中会深入讲解各种机器

学习算法的原理和实现细节，学生需要掌握算法的数

学原理和编程实现。此外，大部分课程都会安排编程

作业和项目实践等环节，以加深对算法的理解并提高

应用技能。 

（3）跨学科性质。机器学习涉及计算机科学、数

学、统计学、神经科学等多个学科。例如神经网络就

是受大脑结构启发而产生的。此外，机器学习被广泛

应用于各个科学和工程领域，如医疗诊断、金融风控、

自然语言处理等。 

（4）关注前沿技术。近两年内涌现了一批以

ChatGPT、Stable Diffusion、Sora 为代表的大模型，它

们通过在文生文、文生图、文生视频任务中的惊艳表

现给很多领域的多模态内容创作和应用带来了机遇和

挑战。 

2.2 机器学习思政教育分析 

目前已有一些有关机器学习思政教育的研究。文

献[3]从思政育人目标、思政案例主题、思政融入方法

和思政实施举措等方面系统构建课程的思政教学模式。

针对当前机器学习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文献[4]从

教师思想政治素养、课程教学安排和教学模式等方面

提出机器学习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诸多方案。文献[5]

提议教学过程中渗透机器学习中蕴含的各种哲学思想，

从而实现专业知识教授、能力培养与思想政治引领的

有机统一。 

根据已有研究，目前机器学习课程在思政教育方

面还存在以下问题：（1）思政教育元素融合不够深入。

根据《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各专业课程

应当系统地融入思政教育内容。但目前对于机器学习

这类技术类课程而言，思政元素的融合还较为表面化。

大多停留在课程引言或案例分析中简单地涉及相关内

容，缺乏深度挖掘和全面贯穿[6,7,8]；（2）教学方法单

一。机器学习课程通常采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即教

师单方面讲授相关理论和算法。这种教学方法缺乏互

动讨论、案例分析等有利于思政教育的教学手段。学

生被动接受知识，缺乏对知识和案例的主动思考，难

以内化思政元素[9,10]。 

3  机器学习课程思政元素设计 

为了有效提升机器学习课程的思政教育效果，课

程思政的设计环节尤为关键。机器学习课程思政的设

计需要紧密结合专业特色和人才培养目标，针对性地

将课程内容和思政元素有机结合，并渗透到在教学模

式、课堂交流和课程考评等环节。机器学习课程思政

教育的总体设计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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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机器学习课程思政总体设计 

在课程设计中，通过深入分析和挖掘机器学习基

础课程中重要知识点所蕴含的思政元素，我们可以更

好地在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实现全方位的人才

培养。具体如何将思政案例融入机器学习课程的教学

内容，可通过表 1 中的概况展示。 

 
表 1  机器学习课程具体思政元素设计 

序号 课程内容 思政知识点 思政元素 教学方法 

1 国产新技术 国产大模型Vidu、MOSS 民族自信 讲授+讨论 

2 大模型发展 经典大模型ChatGPT、Sora 与时俱进 案例讲授 

3 多分类学习 一对一学习、一对多学习 问题转化 实操+讨论 

4 集成学习 AdaBoost、随机森林 团队协作 分组讨论 

5 支持向量机 线性不可分、核函数 问题转化 讲授+讨论 

6 深度学习 BP算法、深度信念网络 厚积薄发 翻转课堂 

7 贝叶斯模型 独依赖估计、超父依赖估计 实事求是 实操+讨论 

3.1  国产新技术增强民族自信 

国产新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仅彰显了我国在科技

创新领域的强劲实力，也极大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

民族自信。清华大学团队研发的 Vidu 视频大模型支持

一键生成长达 16 秒、分辨率高达 1080P 的高清视频

内容，不仅能够模拟真实物理世界，还拥有丰富想象

力，具备多镜头生成、时空一致性高等特点。此外，

Vidu在熊猫和等中国元素的理解和视频生成方面具有

一定优势。Vidu 在模拟现实物理规律、生成高清视频

等方面的卓越表现，生动诠释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

的技术优势，不仅提升了我国在国际科技创新中的地

位，也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自信和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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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u 等国产新技术的成功，体现了党和国家长期

以来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投入。在国家战略

的正确引领下，我们不仅建立了完整的创新体系，还

取得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这无疑加强

了人民群众的“四个自信”。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这些

国产新技术成果的宣传，让青年学生了解其在提升国

家综合实力、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的重要意义。通

过生动讲述这些科技创新的发展历程和应用前景，激

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引导他们为实现伟大

中国梦而不断奋进。 

3.2  集成学习倡导团队长期协作 

集成学习作为机器学习的一个重要分支，不仅体

现了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也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

值得我们在思政教育中予以关注和探讨。AdaBoost 和

随机森林都属于集成学习算法，其核心思想是通过整

合多个基础模型，共同完成复杂任务。在实际应用中，

这需要团队成员持续协作，共同努力。这种集体智慧

的发挥，体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也对参与者的责

任心、沟通协调能力等提出了更高要求。从 AdaBoost

和随机森林中我们可以看到集成学习倡导的团队合作

精神，对于培养大学生的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具有

重要意义。 

从思政教育的角度看，集成学习所倡导的团队协

作精神，对于培养大学生的职业素质和社会责任感具

有重要意用。我们要引导学生认识到，无论是在学习、

工作，还是日常生活中，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需

要团队的凝聚和协作才能取得更大成就。通过生动解

读集成学习模型背后的团队协作逻辑，激发学生的团

队意识，增强他们的责任心和合作意识，为未来投身

社会奠定坚实基础。同时，集成学习的发展也昭示着

科技创新的必由之路在于开放、融合。我们要引导学

生树立开放、包容的创新理念，主动融入到国内外知

识共享、资源整合的创新网络之中，为实现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贡献青春力量。只有将集成学习所蕴含

的团队协作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我们才能培养

出更多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 

3.3  深度学习在波折中厚积薄发 

深度学习在曲折发展中不断突破，体现了科技发

展的规律和创新精神，对于培养大学生正确认识科技

进步、锻炼坚韧品格具有重要意义。回顾神经网络的

发展史，可以看到其前进道路从未一帆风顺。从最初

的萌芽，到多次高潮与低谷，再到最终的突破，这一

曲折历程无不彰显了科技创新的不易。特别是当

Minsky 和 Papert 发表《Perceptrons》一书，明确指出

单层感知机的局限性，神经网络研究一度陷入长达十

多年的低谷，这正是科技发展的规律性体现。然而，

即使在寒冬中，Hinton 等学者依然坚持不懈，最终在

1986 年和 2006 年分别取得了反向传播算法和深度信

念网络等关键性突破。这种在越挫越勇中厚积薄发的

精神，正是我们要在思政教育中大力倡导的。我们要

引导大学生认识到，科技创新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常常需要经历重重阻力和挫折。但只要保持不懈的追

求、勇于开拓创新的勇气，梦想终将照进现实。我们

要以深度学习发展的曲折历程为鉴，帮助学生树立直

面困难、坚韧奋斗的价值观，培养他们勇于探索、永

不放弃的创新精神，最终才能在坎坷中厚积薄发。 

3.4  贝叶斯模型的实事求是理念 

半朴素贝叶斯分类器作为一类重要的概率图模型，

其参数估计方法蕴含着丰富的思政教育价值，值得我

们深入探讨。在半朴素贝叶斯模型中，我们可以采用

不同的假设条件来设计参数估计方法，如独依赖估计、

超父依赖估计、平均独依赖估计等。这些方法的核心

在于寻求一种最佳平衡，在保证模型拟合效果的同时，

尽可能使得假设符合实际情况以降低过拟合风险。这

种在理论假设和实际效果之间权衡取舍的做法，体现

了贝叶斯理论的实事求是本质。 

贝叶斯模型所体现的这种实事求是理念值得我们

引导大学生深入思考和实践。首先，它彰显了以事实

为依归的科学精神。在选择参数估计方法时，我们要

审慎评估不同假设的合理性和预期效果，而不是固步

自封地沿用某种固定模式。只有树立实事求是、善于

变通的发展理念，我们才能在变革中开拓新局。这种

实证主义态度，对于培养学生客观认知世界、勇于实

践的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4  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的教学设计 

4.1  教学模式 

为了在机器学习课程中有效地实施思政教育，可

以设计如下教学模式。 

（1）将思政元素与机器学习专业特点相结合。机

器学习作为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其应用广泛并深刻

影响社会生活。因此，在课程中可以侧重探讨机器学

习在社会公平、隐私保护等方面的重要性，培养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 

（2）创新教学方法，增强课堂互动。在讲授机器

学习原理和应用时，可以设计头脑风暴、案例分析等

互动环节，引导学生思考技术发展对个人和社会的影

响，激发其价值观思考。 

（3）丰富教学资源，丰富思政元素。除了课堂讲

授，还可以通过视频、科技前沿报告等多样化的教学

资源，让学生了解机器学习在不同领域的应用，认识

到技术创新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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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重过程管理，强化全员育人。在机器学习

课程的全过程中，教师要时刻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

及时进行思政引导，让思政教育融入教学的各个环节，

实现全员育人的目标。 

4.2  课堂交流 

为了将思政教育元素融入机器学习课程，可以设

计以下课堂交流方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运用小组

讨论的方式，让学生集思广益，探讨机器学习在社会

中的应用和影响，引导他们思考科技发展与人类良知

的关系。学生可以分享自己的见解和思考，激发对伦

理道德和社会责任的重视。另外，可以通过案例分析

的方式展示机器学习在不同领域的应用，让学生进行

讨论和思考。这样的案例讨论可以帮助学生从实际问

题中理解道德决策和价值观的重要性，引导他们思考

科技发展的道德边界和社会影响，如分析大模型的使

用场景和规范。此外，可以设计一些思考性问题或者

角色扮演活动，让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参与，体验不同

立场下的道德决策过程，培养其综合分析和判断能力。

通过这样的活动，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技术发展与道德

选择之间的关系，引导他们在学习机器学习的同时，

注重个人品德和社会责任的塑造。 

 
图 2  课程改革与实践效果图 

4.3  课程考评 

本课程考核的主要目标包括：考察学生对机器学

习基础知识和前沿技术的掌握程度；评估学生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检

验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情况，培

养其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本课程采用闭卷考试和过程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

卷面考试主要测试学生对机器学习基础知识和前沿发

展的掌握情况，包括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等。试

卷中也适当加入思政元素相关的论述题，考察学生对

机器学习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认识和应用。过程性考

核包括课堂表现、小组讨论、实践操作、期末报告等。

其中，小组讨论和期末报告将重点关注学生对机器学

习技术在社会、伦理等方面的思考与认识，以及他们

对国家科技创新、技术发展趋势、民族复兴等方面的

理解和态度。 

在考核过程中，既要关注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也要注重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对于体现思政元素的

题目或环节，要给予适当的加分鼓励，以引导学生将

专业知识与社会责任紧密结合。通过多元化的考核方

式，全面评估学生在机器学习领域的专业素养和思想

政治素质。 

5  结束语 

在机器学习的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是计

算机教育的一项重要课题，这不仅可以培养学生严谨

的科学态度和创新思维，更重要的是可以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让学生思考

技术发展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培养具有崇高理想和人文情怀的新型工程技术人

才。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不断发展和应用，未

来将更加需要具有思想政治素养的工程技术人才。未

来的教学设计将更加注重技术与伦理、技术与人文的

结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更加符合时代需要的

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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