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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数据结构》课程开展课程思政的建设
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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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高职院校计算机相关专业核心课程《数据结构》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阐述了《数据结构》课程思政

的设计思路，探讨如何设计思政元素将其有机融入教学过程，并探索了为实现思政元素有机融入教学的思政教学方法，以

及有效的课程思政育人考核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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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carrying ou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re course "Data 

Structure" in computer-related majo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pounds the design ideas of the "Data Structure"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nd discusses how to desig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integrate them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 and explored how to realiz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ethods that organically 

integrate into the teaching, as well as the effectiv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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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几年来，全国范围（从小学、初中、高中到职业

院校、本科院校等），都在大力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这是

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2021年4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做出重要指示，明确指

出职业教育要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

大国工匠。所以，不仅职业教育的目前发展前景广阔，而

且职业院校的课程思政建设势在必行，必将大有可为。

《数据结构》是计算机相关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

主要负责研究数据在计算机中的表示方式，以及对数据

的处理方法。其课程理论已经渗透到编译系统、操作系

统、数据库等诸多应用领域，本课程的知识内容对学生

今后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2]。《数据结构》课

程本身理论性较强，而传统《数据结构》课程更侧重专

业知识点的讲解 [1]，鲜少在课堂教学中引入课程思政元

素，也导致学生对《数据结构》课程的学习积极性不高，

更无法适应目前职业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要求，因此，

对《数据结构》课程进行课程思政改革，开展课程思政

建设的意义重大。

2《数据结构》课程思政设计思路

2.1《数据结构》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遵循教育部印发的有关文件要求，《高等学校课程

思政建设指导纲要》[3]中明确了课程思政建设的总体目

标和重点内容，并为高等学校各专业课程推进课程思政

提出了整体性要求；《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

行）》[6]也对职业院校劳动教育提出了阶段性要求。其次，

人才培养方案是高职院校进行人才培养的总体要求，是

进行专业标准建设的重要载体，是各项教学活动有序开

展的基本依据。因此，本课程的育人目标不能脱离计算

机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最

后，本课程育人目标还要结合《数据结构》课程内容自

身的特点，以保证课程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相互融合，

“溶盐于水”。综上结合，实现“整体设计、协同联通”，

最终确立本课程的三条思政育人主线：“四个自信”、“社

会公德”和“工匠精神”。（如图1所示）本课程的育人

目标紧紧围绕三条思政主线展开：1）培养学生的文化自

信、制度自信等；2）培养学生遵纪守法、热爱劳动等社

会公德，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3）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激发学生科技报

国的使命担当。



142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教育发展研究(4)2022,5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图1  《数据结构》课程思政育人目标图

2.2《数据结构》课程思政元素设计

对《数据结构》课程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既能在授

课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思想引领和职业素质培养，又能增

强传统《数据结构》课程的趣味性，促进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改善课堂的教学效果。围绕上述的三条思政主线，

本课程思政元素设计如表1所示。

表1  《数据结构》课程思政元素设计表 

围绕“四个自信”开展的课程思政元素设计主要包

括：1）树的概念。通过引入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族文化里

的家谱图，来引导学生对树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双亲

结点、孩子结点、兄弟结点等）的理解，同时也能向学

生弘扬中国优秀传统的“家谱图”文化，了解中国发展

历史长河中家谱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历程，进而培养学生

的爱国情怀，增加学生的文化自信。2）图的最小生成树

算法。以“一带一路”中的跌路建设为背景设计相关的

任务案例，既帮助学生理解图的最小生成树算法的思想

和实际应用，又让学生从中了解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伟大

的“丝路精神”，增强学生的制度自信和爱国情怀。

围绕“社会公德”开展的课程思政元素设计主要包

括：1）线性表的存储结构。线性表的存储结构包括顺序、

链式等存储结构，因为不同存储结构的线性表适用于不同

的应用场景，从而引导学生在学习、生活，甚至以后的

工作中要学会变通，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处世哲学。

2）栈的操作特点。以日常刷碗的常见做法为例，帮助学

生理解栈“先进后出”的操作特点，让学生理解劳动中的

生活智慧，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要热爱劳动、尊重劳

动。3）队列的操作特点。以食堂排队打饭 [4]的行为为例，

帮助学生理解队列“先进先出”的操作特点，引导学生

讲文明从有序排队开始 [5]，培养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要懂规

矩、守纪律，自觉遵守社会秩序。4）稀疏矩阵的压缩存

储。稀疏矩阵的压缩存储的目的是为了节约计算机中有限

的存储空间，避免造成存储空间的浪费，进而，引导学生

在日常生活中，对待像水、电、煤炭等资源，应该学会合

理利用、杜绝浪费、节约资源，努力为实现我国资源的绿

色发展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围绕“工匠精神”开展的课程思政元素设计主要包

括：1）算法的时间、空间复杂度。一个“好”的算法

的特征之一是高效率和低存储率 [2]，但一个“好”算法，

一个“好”程序，不是一下子设计出来的，而是经过一

步步地优化得到的，从而引导学生，在以后工作中要发

扬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努力为强国建设作出自己

的贡献。2）串的模式匹配。学习了串的模式匹配算法

后，给学生拓展人工智能领域中的模式识别技术，可以

增加学生对新技术的了解，又增强学生的职业自信，增

强学生科技报国的使命感。

3 课程思政教学方法的探索

为实现课程思政“润物无声”的思政育人效果，不

仅要巧妙设计思政育人元素，还要设计如何将思政元素

与专业教学内容的进行无缝衔接或巧妙融合。传统的课

堂教学方式方法已经不能满足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要求，

因此开发出适应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教学的思政教学方

法，才能有效避免思政育人教学过程中出现专业知识与

思政元素脱离较大，思政元素生硬楔入教学过程的现象。

1）情景代入法

教师通过设置与教学知识相关的思政内容情景，让

学生进行情景模拟，在情景模拟的过程中，让学生得到

相应的情感体验，促进学生踊跃参与课堂学习，增加学

生学习的兴趣、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使得学生在进

行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也在思政情景中进行的德育体

验，完成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如：队列的操作特点。

通过设置学生日常生活中熟悉的食堂排队打饭情景进行

模拟体验，从中既能帮助学生理解队列“先进先出”的

操作特点，又能让学生意识到有序排队的重要性，引导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要懂规矩、守纪律、遵守社会秩序的

道德规范。                 

2）案例启示法

教师通过讲解与课程知识相关的思政真实实例、典

故等，引导学生积极思考，探索真实故事中蕴含的知识

和思政，或学习真实人物身上优秀的精神品质。真实的

案例往往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不仅容易引发学生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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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而且能在学生进行知识拓展学习的同时，促进学

生思想品质的提升，实现思政育人。如：学习了图的最

小生成树算法--kruskal算法后，给学生拓展计算机科内

涵学家克鲁斯卡尔发明kruskal算法的故事，引导学生学

习克鲁斯卡尔等科学家们敢为人先、勇攀高峰的创新精

神，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使命担当。

3）  引导渗透法

此方法可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随时展开，但需要专

业课教师找准思政元素融入的切入点，使得专业课教师

在讲授专业知识点的同时，将思政元素巧妙渗透，融入

其中，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理解知识点中所蕴含的思政

内涵，从而达到提升学生思想道德素养的目的。如：稀

疏矩阵的压缩存储。稀疏矩阵如果按照一般顺序存储的

方式存储在计算机内，必定造成计算机存储空间的浪费，

所以，采用压缩存储方式的目的是，为了节约计算机的

存储空间，以此引导学生要懂得，像水、电、煤炭，以

及大自然中的自然资源等，都不是可以无限使用的，所

以日常生活中应该学会合理利用、节约资源，努力为我

国资源的绿色发展尽微薄之力。

4课程思政育人考核评价体系的探索

对高职院校而言，目前《数据结构》课程的考核评

价形式往往比较单一固化，一般由过程性考核和结果性

考核组成，结果性考核占比较高，过程性考核占比较低。

其中，过程性考核主要包括出勤、平时作业、课程表现

等，而结果性考核一般采用期末考试形式。这样的课程

考核评价方式，重在考查学生所学知识及技能水平，而

课程思政的育人内容很难在考核过程中得到体现，导致

很难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探知的欲望，从而产

生考核评价形式与课程思政育人目标脱节的问题。因此，

需要探索改革《数据结构》课程有效融入思政育人的考

核评价体系。

通过“过程与结果、线上与线下、教师与学生”相

结合，形成《数据结构》课程多元立体的考核评价体系，

丰富评价内容和评价方式，优化课程评价标准。1）“过

程与结果”相结合：思政育人更加侧重过程性考核，布

置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思政任务，完成思政任务的同时评

价学生的表现；建立过程性的学生学习档案，客观记录

每一位学生整个课程的日常表现和突出表现。另外结果

性考核，需要进一步改进传统期末考试的考试形式或考

试题型。2）“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无论是线上布置的

教学任务还是线下课堂的教学过程，都应该及时对学生

学习情况或任务完成情况给予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及

时进行反馈，并指导改进后序教学过程。3）“教师与学

生”相结合：落实课程思政育人的主体，更要坚持“以

学生为中心”的原则，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对学

生的表现进行评价，还要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评价环节，

进行自评、互评，形成多种评价方式互补共存的局面。

5总结

加快促进全国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职业院校要

自觉肩负起培养国家所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责任

和使命，而职业院校进行课程思政建设是实现“德技并

举”、“德才兼备”优秀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 本校为推

动课程思政建设，推出一系列的重要举措，本课程教学

团队积极响应本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有关要求，大力进行

课程思政改革。目前《数据结构》课程已成为本校校级

课程思政示范课，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落实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并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得到学生和系部的认

可，学生学习积极性显著提高，与老师之间的互动更加

主动、有效。今后，本课程教学团队会进一步改进完善

本课程思政元素设计，探索更加灵活多样的思政教学方

法，优化思政育人考核评价机制，不断努力提升《数据

结构》课程的教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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