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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课程线下教学改革的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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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据结构》是计算机类相关专业重要的核心专业课程之一，本文针对《数据结构》课程线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就如何重塑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明确课程学习目标和核心技术，引入案例教学，焕发课堂生机活力，加强理论和上机实践教

学的融合，进行了探索研究，为《数据结构》课程线下教学模式的改革与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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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ata Structur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re professional courses for computer-related majors.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offline 

teaching process of "Data Structure"course,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reshape the teaching content, innovate teaching methods, and clarify the learning 

objectives and core technology of the course. introducing case teaching, revitalizing the classroom,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computer-based practical teaching, conducting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the reform of the offline teaching mode of the "Data 

Structure" cours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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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数据结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

网络工程等专业的一门专业技术基础课，主要研究非数值信息处理

问题时所用的各种组织数据、存储数据的方法以及在各种结构上执

行操作的算法，通过熟练地掌握常用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逻辑结

构、存储结构及运算操作，了解典型算法的性能分析，熟悉这些数

据结构在各相关专业中的基本应用，为操作系统、数据库原理、编

译原理等后续课程的学习和进一步的系统开发奠定良好的理论基

础，是本门课程的主要学习任务。 

目前，《数据结构》课程的授课方式主要分为线上、线下及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三种方式。而线下教学模式主要指以面授为主，

以课堂教学作为主阵地、 主渠道、主战场。在此种教学模式下，

如何重塑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打破课堂沉默、提升学生的综

合能力，是《数据结构》课程教学改革需要探索和研究的主要问题。 

1《数据结构》课程线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传统课堂教学方式的优缺点 

传统的线下课堂教学有板书和多媒体两种方式。好的板书是教

学内容的浓缩，板书的内容往往是对教学内容的加工和提炼，一是

理清教学内容的思路，二是将教学内容结构化，三是突出教学的重

点和难点。有助于学生记忆，便于学生理解相关内容，也便于学生

记录和课后复习，教学效果较好。教师精心设计的板书，能使学生

产生联想、类比，得到启发；板书排列井井有条，前后呼应，作图

清晰，直观，使同学看了一目了然，且富于连贯性，还能创造一种

美感，从而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但板书教学最大的缺点是教

学进度偏慢，尤其是在目前课程学时普遍减少的情况下，很难完成

教学任务。而多媒体教学的课堂信息量大，可以有效加快教学进度，

但对于《数据结构》这种学习难度较大的课程，学生很难跟上教师

的思路，课堂教学效果不理想。 

1.2 对课程的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兴趣不高 

《数据结构》的先修课程有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如 C、C++语

言）、离散数学等。学生在学习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时数据类型

比较简单，主要精力集中于程序设计的技巧上，而《数据结构》课

程主要研究非数值信息处理问题中，在数据结构组织的基础上复杂

程序的设计问题 。很多学生对课程的学习目标、课程特点及核心

技术理解不到位，导致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和运用难以适应，出现

畏难情绪，学习兴趣不高。 

1.3 理论学习与上机实践脱节 

有些学生对课堂上讲的内容理解的很好，但一到实践环节，就

感到无从下手，尤其对于复杂的数据结构和操作，调试程序时不能

将理论和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 

2《数据结构》课程线下教学改革的探索研究 

2.1 重塑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 

数据结构包括线性表、栈和队列、树、图等，课程内容不仅包

括这些数据结构的逻辑结构、存储结构及算法的实现和应用，还包

括各类查找和排序的算法实现。在课程讲授过程中，先让学生了解

数据结构的概念及研究对象，再按照抽象数据类型(逻辑结构及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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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存储结构、运算实现的顺序详细讲解每一种数据结构，对于

应用则是通过问题分析、非形式算法及算法描述的方式进行讲解，

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层层递进。 

课堂教学采用板书+多媒体+雨课堂的教学方式。每次课的授课

提纲、概念和算法内容通过 PPT 呈现，而难度较大的问题则通过板

书教学，采用画图、推导的方式讲解，学生能跟着教师思路，更好

地理解相关知识，和教师形成有效互动。雨课堂主要用于客观题的

课堂练习。此种课堂教学方式将板书教学和多媒体教学有机结合起

来，既保证了授课质量，又加快了教学进度。 

2.2 明确课程学习目标和核心技术，提高学习效率 

在第一次课，要向学生阐明课程的学习目标、研究对象及课程

的特点，在介绍了关于逻辑结构、存储结构及运算的概念后，要明

确数据结构的核心技术。数据结构的核心技术是分解与抽象。通过

分解可以划分出数据的三个层次（数据、数据元素和数据项）。再

通过抽象，舍弃数据元素的具体内容就得到了逻辑结构。 类似地，

通过分解将问题的处理要求划分成各种功能，再通过抽象舍弃实现

细节，就得到了运算的定义。上述两方面的结合，使我们将问题变

换为数据结构，这是一个从“具体”（具体问题）到“抽象”（数据

结构）的过程。 然后，通过增加对实现细节的考虑，下一步得到

存储结构和运算实现，从而完成设计任务，这是一个从“抽象”到

“具体”（具体实现）的过程。熟练掌握这两个过程，是数据结构

课程在专业技能培养方面的基本目标。 

在后续的课堂教学中结合具体的知识点和实例引导学生分析、

认识，使学生及早适应数据结构课程的学习，提高学习效率。 

2.3 引入案例教学法，焕发课堂生机活力 

在《数据结构》课堂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将理论知识和实

际问题相结合，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引导学生主动思考、自主学习。

在设计案例时，要从实际生活中引出问题，通过启发、引导，让大

家分析讨论，找到解决方案，再结合理论知识的讲授或自学，最终

得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例如，在循环队列的学习过程中，先让学生

分析、找出一般顺序队列的缺点，引导学生分析，认识到真正实用

的顺序队列是循环队列。在学习循环队列算法时，再以钟表为例，

分析循环队列中指针加 1，判断队空、队满，以及求队列中的元素

个数的特殊操作和实现。在哈夫曼树的学习过程中，可通过成绩定

级的例子，引出问题，让学生思考：在数据量很大时，如何降低平

均比较次数，优化算法，从而引出哈夫曼树的概念。 

这种案例教学法始终以学生为主，着眼于能力培养。通过大家

熟悉、简单的案例，由教师引导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让学生自

主分析、讨论，最后得出结论。这种学习方式使学生对数据结构及

其算法的理解更加深入，由于具有一定压力，更有利于调动学生的

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不仅能降低畏难情绪，还能很好地激发

学生的学习热情，焕发课堂生机活力，使学生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

得到锻炼和提高。 

2.4 加强理论和上机实践教学的融合，提升学生综合能力 

理论知识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应用。虽然数据结构实验教学与理

论教学的侧重点和方式方法不同，但目标一致，就是要提高学生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搞好理论教学的同时，必须要

加强实验教学，将理论知识的学习和上机实践能力的培养结合起

来，才能有效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首先，精心设计数结构的上机实践体系，将上机实践教学分为

基础练习、提升型练习以及综合性练习，循序渐进地安排学生开展

上机实践活动；结合具体的实际应用，可在教学过成中更新题目。

另外，对于每一个实验，教师都要精心准备，把所用到的理论知识

梳理清楚，将所用到的算法讲清楚、讲透彻，引导学生进行算法融

合。对于学生，则要求上机课前要完成实验的设计思路、精心准备

测试数据以及预期的结果，以便在上课专心调试程序，分析输出结

果和程序的正确性。 

对于某些实验，也可以采用案例化方式，让学生分组讨论完成。

每组设置一位组长，实验完成后，每组代表轮流讲解程序的设计思

路、代码实现及测试结果，引导学生利用理论知识和自身的实践经

验，分析不同方法的优缺点，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让学生有效地发散思维，开阔思路，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还能培养团队协作意识。 

其次，利用锐格教学平台 openlab 完成《数据结构》的日常练

习和上机作业，让学生及时巩固所学知识，按时完成上机作业。在

锐格平台上布置上机作业前，需要教师先自己完成，确保无误后再

进行发布。锐格的 openlab 平台对程序运行结果的判定非常严格，

这不仅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还能更

好地培养学生调试程序的耐心、细心和严谨的工作态度。 

3 结束语 

通过重塑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明确课程学习目标和核心

技术；引入案例教学法，焕发课堂生机活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创新能力；加强理论和上机实践教学的融合等一系列举措，教学

效果明显提升，今后应继续优化教学内容和线下教学手段，突出计

算思维训练，以培养应用型和创新型人才为目标，全面提高学生的

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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