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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在 Java 核心技术课程中的融入与实践
卢凤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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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Java核心技术课程是计算机类学生课程学习的核心部分，为适应新课程标准的根本要求，重视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培养，很多

Java核心技术课程教师开始根据课程设置情况渗透课程思政核心元素，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文章就 Java核心技术课程思政教学目标、课程

思政在 Java核心技术课程中的融入与实践进行了论述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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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课程思政在 Java核心技术课程中的融入与实践，需教师明

确 Java核心技术课程当前的发展现状与主要教学任务，制定课程思

政的具体融入策略，并根据学生的反馈来调整与优化融入对策，以

此来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德育素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推动其健康稳定发展。

1 Java 核心技术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Java核心技术课程是物联网工程、计算机专业等核心课程的基

础部分，以 Java程序设计课程为例，其是 J2EE、Java Web 等各种基

础课程，通过学习其各项知识，可让学生掌握面向对象编程技术的

整体概念性内容与各种应用原理、掌握 Java当前阶段最新的编程技

术，并可有机结合建模技术，依靠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与技能来解

决其在课程学习中的大部分问题。实现课程思政在 Java核心技术课

程中的融入与实践，其目标在于：实现学生的德育正面培养，提升

其对党与国家的认同感，培养其爱国主义热情，使其逐渐具备坚持、

合作、诚信、严谨等工匠精神，并能促使其在今后走入岗位后能够

爱岗敬业、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实现学生的长远发展[1]。

2 课程思政在 Java核心技术课程中的融入与实践

2.1 设计 Java核心技术课程思政主题活动

设计 Java核心技术课程思政主题活动，通过各种与学生实际生

活相贴合的实践活动来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并在其中融入爱国主

义、职业精神等核心素养，以此来实现课程思政与课程教学融合的

目的。将活动分为以下六种形式，通过互联网平台来传递给学生，

引导其通过各种途径来查询资料并实现活动探究，以此来实现课程

思政融入。具体形式如下表 1所示：

表 1 Java核心技术课程思政主题活动

序号 知识点 思政元素 具体活动形式

1 Java开
发入门

以软件定义社会发展中程序

员担当为主题，展开使命担

当教育与职业认同感教育，

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感与职业

自豪感

观看影片“软件定

义的未来世界”；

分组讨论程序员在

社会发展中的担当

2 Java编
程基础

以 Java编程规范以及行业明

星人物的系列感言为主题，

对学生展开对应的职业教

育，以此来提升其编码标准

化、规范性。

企业 Java工程师招

聘条件；优秀 Java
专业毕业生感言；

华为、阿里编码规

范

3

面向对

象程序

设计

（上）

引入当前社会软件行业热点

事件，实施爱国主义教育，

引导学生树立科技兴国的地

理想。

“华为事件”背后；

国外对中国软件企

业的压制与技术封

锁

4

面向对

象程序

设计

（下）

分析 Java在各个阶段发展的

历程并列举其中涉及的关键

人物，以此来为学生树立正

面典型

中国软件行业发展

现状、优秀软件案

例、行业领军人物

奋斗史

5
Java实
际应用

（上）

以身作则以培养学生的敬业

精神、工匠精神

带领学生参与各种

形式的软件设计赛

事

6
Java实
际应用

（下）

树立学生正确、积极的技能

观，规范学生行为，使其不

以专业技能做危害国家、公

众的活动，比如攻击网站、

黑客行为等，促使其谨遵职

业道德。

珊瑚虫侵权案件；

360 与百度著作权

纠纷案；汉王网上

软件侵权案

2.2课中融入

（1）坚持。引导学生在进行 Java开发、调试时注意各项规范要

求，在遭遇难题时鼓励其不要妥协，可通过查找资料、询问教师与

学生来进行学习，而不是选择放弃。

（2）严谨。在引入面向对象理论相关的案例时，需给学生示范

具体的设计过程，以此来展示软件设计严谨的特性，比如对象转型

应用、访问权限应用、Java语法、重载与重写应用等，以此来让学

生感受程序员严谨精神。在教学过程中还可引入水果超市案例，然

后按照类→几何→文件→GUI→JDBC 流程来进行迭代方式系统化讲

解，该种一环套一环方式的讲解方式，不但功能齐全、用户应用便

利，还可让学生体会到程序员在程序设计时的精益求精精神[2]。

（3）诚信。要求学生独立完成程序设计，严禁出现抄袭行为，

一旦发现，成绩归零，以此来强调诚信精神。

（4）合作。部分比较难的 Java 核心技术课程学习，可安排学生

4人一组，共同探究完成，并给与其足够的自由度，使其能够在组

内选出组长，在组长的带领下合理分工、相互帮助、相互鼓励，逐

渐具备协作意识[3]。

（5）精益求精。要求学生在进行程序设计时严格按照对应软件

产品说明书与流程来展开设计工作，并从用户的切实需求出发，做

到各个设计点的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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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课程思政在 Java核心技术课程中的实践

（1）继承性中进行家国情怀融入

继承性是 Java核心技术课程的基石与基础，其允许构建分等级

层次的类，即允许多层继承，其中“继承”指的是子类可完全继承

父类的行为与属性，让子类对象具备父类的方法与属性，使其展示

出与父类一致的行为，并可在此基础上拓展独属于其自身的方法与

属性。《Java编程思想》有过相关论述：子类对象在具备父类对象

相关特征时，可选择其声明方法，并可调用可继承父类的具体声明

方法。在案例设计中融入课程思政可按照以下方式来进行：

在进行面向对象编程的继承性知识点讲授时，可按照如下方式

来进行案例设计：个人、家庭、国家皆是对象，三个对象间有着层

次间的关联，人→家庭→国家，前者份数后者的子类，国家则是父

类，党与国家普及了法律、道德观念，国民、家庭应继承这一份道

德观念、法律观念以及价值观念，并具备相应的社会责任感，能够

通过各种途径来提升本身的文化素养。通过该种案例设计方式，培

养学生的爱国情怀、责任感以及担当意识。在进行课后作业设置时，

亦可实现课程知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比如可以按照如下方式进行

作业题目设计：传统文化属于父类，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核

心，理应继承与传扬优质传统文化，引导学生在知识积累与探索进

程中继承优秀文化精髓，并拓展其创造性转化、发展行为，保持学

生的健康发展[4]。

（2）异常处理中渗透爱国心、民族自豪感

Java语言异常处理机制可使得学生编写而出的程序在运行时足

够健壮，并提升其友好性、容错性。若是在程序运行、调试进程中

遭遇特殊情况，借助异常处理机制发掘特殊情况出现的原因，制定

个性化解决方案；在业务逻辑遭遇异常状况时，需记录整体情况之

后引入分析机制与处理机制。平时在进行程序异常封装与传递时，

应尽可能处理其中的异常问题，且不能单单地选择调用“print Stack

Trace（ ）”完成异常信息输出，不可“吞噬”异常、抛出异常，需

要在对其封装之后再选择抛出，亦可选择异常链传递，如此可提升

系统的友好度、健壮性。具体处理流程包括：try 块、catch块、finally

块。try 块处理异常程序时不能独立存在，需与另外两个块同存；catch

块能够发出警告、提示，并可检查配置、记录错误、进行网络连接

等，在 catch块执行完毕之后，会交给 finally 块处理资源关闭等后续

工作。在异常处理课程中渗透思政元素时，可如此设定案例：2017

年九寨沟发生 7.0级地震，国家是如何 catch 该项“异常”问题的？

比如迅速组织通信人员、医护人员、武警战士、消防战士、人民子

弟兵等各方力量到现场救灾，救出被围困的受灾群众，抢救伤员，

降低人员伤亡，最大程度保护当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finally”

提交了一份让国人满意的答卷，并在其后帮助了灾区任命进行家园

重建。以此来让学生感受国家力量的强大，激发其民族自豪感，使

其能够在其后的发展中亦能自觉地维护国家尊严与利益[5]。

结语

综述，文章就课程思政在 Java核心技术课程中的融入与实践进

行了论述与分析，探讨了课程思政融入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建议教

师给予其足够的重视，从当前学情出发，实现课程思政的有效深入，

为学生提供一个更佳的学习环境与氛围，以此来保障学生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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