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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新工科背景下的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课程为例，详细探讨了如何在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

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本文首先阐述了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基础，包括教育目标、教学内容、思政元素、

思政方法、思政效果等方面，指出课程思政建设应该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课程为载体，以

实践为平台，以质量为保障，以效果为评价的多元化教育理念，从而实现专业知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

的有机结合，实现知识、能力、情感、价值的全面培养。然后本文介绍了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课程思政

建设的实践探索，主要围绕该课程的课堂教学、课后作业、课程项目设计三个方面，展示了课程思政建

设的具体实践过程和教学效果，包括思政主题的提出、思政案例的展示、思政问题的引发、思政方法的

运用、思政元素的渗透、思政互动的促进、思政要点的梳理、思政收获的分享、思政启示的引出等，最

终体现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效果，包括知识效果、能力效果、情感效果、价值效果等。本文的研究和实

践，能够为新工科教育的发展以及新时代的人才培养工作，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和方法，具有重要的

借鉴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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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machine learning and data mining cour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
gineering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in detail how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achiev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Firstly, this article 
expounds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curri-
culum, including educational objectives, teaching cont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metho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ffects, etc., pointing out tha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curriculum should be student-centered, teacher-led, 
curriculum-based, practice-based, quality-guaranteed, and effect-evaluated diversified education-
al concept, so as to realize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achieve the comprehensive cultivation of knowledge, abil-
ity, emotion, and value. Then this article expounds on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machine learning and data mining course, mainly focusing 
on three aspects: classroom teaching, homework, and curriculum project design of the course, 
showing the specific practical process and teaching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curriculum, including the proposa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mes, the dis-
pla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ses, the trigger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roblems, the ap-
pli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ethods, the penet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he promo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raction, the comb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key 
points, the shar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ains, and the elici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nlightenment. Finally, this article reflects on the teaching impa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
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including its effects on knowledge, abilities, emotions, and values.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presented here offer a potential path and metho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in the new era, which is of significant referenc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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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深刻变革，工程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求，

我国提出了新工科建设的战略，旨在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创业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工程人才[1]。
新工科建设的核心是以工程问题为导向，以工程实践为基础，以工程创新为目标，以工程思维为特征，

以工程素养为要求，实现工程教育的理念更新、内容改革、模式创新和质量提升。其中，机器学习与数

据挖掘是新工科建设的重要支撑和引领领域，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核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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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是解决工程问题、推动工程创新、服务工程实践的重要手段和工具[2]。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课程

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专业的核心课程，是培养新工科人才的基础课程，是提高新工

科人才的工程能力和工程素养的关键课程。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课程不仅涉及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授，

更涉及价值观的引导、思想方法的培养、人格品质的塑造等方面，是实施课程思政的重要载体和平台。 
课程思政是指在课程教学中，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有机结合，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方法、手段、效果融入到课程教学的全过程，使课程教学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和重要阵地[3]。
课程思政建设是新时代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和方向，是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和效果的必然要求，是培养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保证。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课程思政建设的目的是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

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创新意识、人文素养等，使学生在掌握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的理论和

方法的基础上，能够运用工程思维和工程素养，解决实际工程问题，服务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

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课程思政建设的意义则是在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的同时，提升学生的思想境界，增

强学生的道德修养，塑造学生的良好人格，为新工科人才的全面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提供

人才保障和思想保障。 
近年来，为了探索新工科背景下的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课程思政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国内外已

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和实践。例如，骆世广[4]以《数据挖掘技术》课程为例，采用以项目为导向、以任务

为驱动、以多样化教学为手段、以多元化考核为评价的教学模式，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的全过程，

实现了课程思政的育人功能；魏伟一等[5]编写了《Python 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教材，提供了思政大纲

和思政案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渗透于教学内容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和工匠精神；韦南等[6]以《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课程为例，从课程设计、课堂教学、课后作业、课程

项目等方面介绍了课程思政建设的具体实践，评估了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效果。王倩等[7]以《数据挖掘

与知识发现》课程为例，从师资队伍建设、课程思政实施、效果评价机制等方面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探

索与实践，实现了切合专业特色的全课程育人。 
上述这些研究和实践都为新工科背景下的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

考，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1) 缺乏对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深入探讨，

主要依赖于教师的个人经验和教学风格，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2) 缺乏对课程思政建设的全面评价和反

馈机制，主要依赖于教师的主观判断和学生的客观反应，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3) 缺乏对课程思政建设

的创新点和价值贡献的明确阐述，主要依赖于教师的自我总结和学生的自我感受，缺乏客观性和说服力。 
针对以上这些不足之处，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课程思政建设进

行更深入地研究和探索，旨在为新工科人才培养和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更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 

2. 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课程思政的理论基础与目标 

对于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课程思政的基础与目标，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主线，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以全面育人为根本，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以创新

发展为动力，以服务社会为宗旨，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课程为载体，以实践为平台，以质

量为保障，以效果为评价的多元化教育理念。在课程教学中，要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有机结

合，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手段、效果融入到课程教学的全过程，使课程教学成为思想政治教

育的有效途径和重要阵地。进一步地，该课程教学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要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社会责任感、创新意识、人文素养等，使学生在掌握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能够

运用工程思维和工程素养，解决实际工程问题，服务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如下图 1 所示，本课程要以专

业性、科学性、创新性的思维方式，围绕课程知识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以及学习效果如何评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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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结合思政要素融入到课程教育教学中，通过精心设计的项目式教学环节，以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的方式巧妙将思政元素自然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中，最终才能达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 
 

 
Figure 1. Basic framework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lements into the curriculum 
图 1. 融入课程思政要素的基本框架 

 
根据上述课程思政要素的设计理念，本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基本目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知识目标。使学生掌握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的基本概念、原理、算法、技术和应用，了解机器学

习与数据挖掘的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认识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的社会价值和影响，形成对机器学习

与数据挖掘的科学认识和正确评价。 
2) 能力目标。使学生具备运用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具

备运用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的技术和工具，开展工程实践和创新的能力，具备运用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

的知识和技能，参与和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 
3) 情感目标。使学生培养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对科学和技术的

热爱和敬畏，对工程和创新的热情和追求，对自然和人文的尊重和关怀，对生命和健康的珍惜和维护，

对自我和他人的认同和尊重，对学习和成长的自信和勇敢，对困难和挑战的坚韧和乐观，对成功和失败

的平和与反思，形成积极健康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 

3. 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建设 

思政元素是指在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课程教学中，能够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手段、效

果的各种因素，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具体表现和载体。具体而言，对于本课程的思政元素可以从思政主题、

思政案例、思政方法以及思政效果等几个方面进行考虑和设计。 

3.1. 思政主题的设置 

思政主题是指在课程教学中，能够反映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目标的主题，是课程思政建

设的灵魂和核心。思政主题应该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突出时代特征，贴近专业特色，符合学生特

点，体现教育意图，激发学习兴趣，引导价值取向，塑造人格品质。对于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这门课程，

可以根据需要设置以下若干思政主题，以供师生互动，提升课堂氛围。 
1) 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的历史与现状。通过介绍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的发展历程，展示我国在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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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重大成就和贡献，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奋斗精神，引导学生继

承和发扬科学家的爱国主义和创新精神。 
2) 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的原理与方法。通过讲解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的基本概念、原理、算法、技

术和应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态度，激发学生的求知

欲和创新意识，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工程问题。 
3) 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的人文与艺术。通过探讨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的人文与艺术，展示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影响，培养学生的人文知识和人文情怀，激发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力，引

导学生运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和美化工程实践和创新。 

3.2. 思政案例的设计 

思政案例是指在课程教学中，能够反映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容和实际效果的案例，是课程思政建

设的实例和证据。思政案例应该紧扣思政主题，突出思政要点，贴近专业实际，符合学生兴趣，体现教

育目的，激发学习动机，引发思考讨论，促进能力提升，塑造人格品质。同样地，对于机器学习与数据

挖掘课程，通过引入如下的若干思政案例，可以有效活跃课堂气氛，促进学生的学习兴趣。 
1) 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相关领域的专家故事会谈。可以选用我国科学家在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领域

的杰出代表，如李开复、吴恩达、何凯明等，介绍他们在该领域相关的学习经历、科研成果、社会贡献

等，展示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创新精神，激励学生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和崇高风范，努力成为新时代的科

技英才和社会栋梁。 
2) 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的内涵与本质认识。可以选用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的经典算法和技术，如支

持向量机、神经网络、深度学习、聚类分析等，介绍它们的理论基础、算法流程、应用领域等，阐述它

们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并将其与对应的哲学理论知识进行联系结合，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

界观和方法论，掌握和运用这些算法和技术的内在本质，进而实现解决工程问题和创新需求。 
3) 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的价值与影响。可以选用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的典型应用和案例，如人脸识

别、语音识别、自动驾驶、智能医疗、智慧城市等，介绍它们的功能特点、社会效益、发展前景等，分

析它们的价值取向和影响因素，引导学生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评价和指导这些应用和案例，服务

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3.3. 思政方法的拓展 

思政方法是在课程教学中，能够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途径和工

具。思政方法应该紧跟教育规律，突出教学特色，贴合教学内容，符合学习规律，体现教学目的，激发

教学活力，引发教学互动，促进教学效果，提升教学质量。对于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课程，可以考虑融

合以下几种典型的思政方法，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1) 情境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是指在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课程教学中，根据思政主题和思政案例，设

计和营造一定的教学情境，使学生在情境中感知、体验、参与、思考、创造，实现知识的获取、能力的

培养、情感的陶冶、价值的塑造。比如通过多媒体教学的方式，在课堂上给学生播放一些思政相关的图

片、视频、语音材料，或者围绕这些材料设计一些情景表演、访谈等。情境教学法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质量，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 
2) 项目教学法。项目教学法是指在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课程教学中，根据思政主题和思政案例，设

计和组织一定的教学项目，使学生在项目中探究、实践、合作、交流、反馈，实现知识的应用、能力的

提升、情感的升华、价值的实现。比如将课程内容与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数据挖掘挑战赛的实践活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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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实践锻炼，同时遵守公平公正的竞赛精神。项目教学法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动

力和自主性，提高学生的学习深度和广度，培养学生的协作能力和创新能力。 
3) 讨论教学法。讨论教学法是指在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课程教学中，根据思政主题和思政案例，组

织和引导学生进行一定的教学讨论，使学生在讨论中表达、倾听、互动、反思，实现知识的交流、能力

的提高、情感的沟通、价值的协商。比如围绕当前大数据时代下的 AI 技术滥用问题，开展相应的讨论甚

至辩论会，对于科技发展和人文伦理之间可能存在的新问题、新冲突进行分析，探讨科技与人文之间如

何平衡发展。讨论教学法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参与性和主体性，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信性和表达性，培养

学生的沟通能力和协调能力。 

3.4. 思政效果的综合评价 

思政效果是指在课程教学中，能够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成果和育人效果的指标，它是课程思政

建设的评价和反馈。思政效果应该紧密联系教学目标，突出思政特征，贴合教学实际，符合评价规律，

体现评价目的，激发评价动力，引导评价改进，促进评价提升。对于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课程，其思政

效果可以从如下的知识、能力、情感和价值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最终形成基于构建“数理 + 技理 + 
哲理 + 伦理”的多元思政教学改革模型。 

1) 知识效果。知识效果是指学生在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课程学习中，对专业知识和思政知识的掌握

程度和运用能力的效果，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效果。知识效果可以通过考试、测试、作业等方式进行

评价，主要反映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基本理论掌握情况。 
2) 能力效果。能力效果是指学生在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课程学习中，对专业能力和思政能力的熟练

程度和提升效果，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效果。能力效果可以通过项目、实验、实践等方式进行评价，

主要反映学生的实践水平和应用能力。 
3) 情感效果。情感效果是指学生在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课程学习中，对专业认识和思政情感的陶冶

程度和升华效果，是课程思政建设的深层效果。情感效果可以通过问卷、投票、访谈等方式进行评价，

主要反映学生的认知态度和情绪意识。 
4) 价值效果。价值效果是指学生在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课程教学中，对专业价值和思政价值的塑造

程度和实现效果，是课程思政建设的终极效果。价值效果可以通过行为、成就、贡献等方式进行评价，

主要反映学生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实现。该评价可以对相关学生从目前学习到今后毕业工作的长时间内持

续追踪调查，其中学生在不同时间段的意见感悟也可以用于反馈指导思政建设，不断优化思政教学内容

和方法。 

4. 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探索 

为了进一步探索新工科背景下的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课程思政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本文以重庆

理工大学理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系的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课程为例，围绕课程思政建设的具体实践过程，

包括课堂教学、课后作业、课程设计这三部分核心内容进行详细阐述，各部分相关内容分别如下所示： 

4.1. 课堂教学实践 

课堂教学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环节，是实现思政教育目标最主要的途径。在课堂教学中，我们遵

循以下原则： 
1) 注重思政教育的导入。在每一节课的开始，我们都会通过提出一个与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相关的

问题或案例，引起学生的注意和兴趣，同时引入思政教育的内容，如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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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国际竞争、法律规范等，使学生能够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认识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的重要

性和价值，树立正确的学习理念和思考方法。 
2) 注重思政教育的融入。在每一节课的主体部分，我们都会通过讲解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的基本概

念、原理、方法和应用，同时将思政教育的内容融入到专业知识的传授中，如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理论

背景中蕴含的科学精神、创新思维、社会责任、民族自豪感等，使学生能够在理解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

理论技术细节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其中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3) 注重思政教育的巩固。在每一节课的结束，我们都会通过总结回顾、提问交流、小测验等方式，

巩固和检验学生对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的专业知识和思政教育的内容的掌握程度，同时也会给予学生一

定的反馈和评价，鼓励学生的优点，指出学生的不足，促进学生的进步和成长。 

4.2. 课后作业实践 

课后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续和补充，是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巩固和深

化，是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效果的检验和反馈。在课后作业布置过程中，我们将遵循以下原则： 
1) 注重思政教育的延伸。在每一次课后作业中，任课教师除了设计一些与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相关的

问题或任务，要求学生在课后自主学习和探索外，同时也要求学生结合思政教育的内容，进行一定的思

考和分析，如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的应用场景、社会影响、道德问题、国家战略等，让学生对一些相关

案例进行分析判断，给出自己的主观回答，从而使学生能够将课堂所学的知识和思想运用到实际的问题

和情境生活中，拓展学习的视野和深度，提升思想的高度和广度。 
2) 注重思政教育的反馈。在每一次课后作业的批改和评价中，我们都会对学生的作业进行认真的阅

读和点评，给予学生一定的分数和评语，同时也会对学生的思政教育的内容进行一定的评估和指导，如

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的价值取向、思想立场、道德规范、社会责任等重要内容进行针对性讲评，使学生

能够明确自己的认识和不足之处，增强自己的自信和自律意识。 
3) 注重思政教育的激励。在每一次课后作业的展示和分享中，我们都会选取一些优秀的作业，让学

生在课堂上进行展示和分享，同时也会给予相关学生一定的奖励和表扬，对学生的思政教育的内容进行

一定的肯定和鼓励，如涉及的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的创新成果、社会贡献、民族荣誉以及国家利益等，

使学生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成就，激发自己的学习动力和热情。 

4.3. 课程项目设计实践 

课程项目设计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高潮和亮点，是展示和检验思

政教育效果的重要平台。在课程项目设计中，我们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 注重思政教育的选择。在每一个课程项目的选题中，我们都会给予学生一定的自主权和选择权，

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选择一个与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相关的问题或任务，但同时也要求学生考

虑思政教育的内容，选择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价值的选题，如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的公共服务、数据

挖掘的民生改善、机器学习的国防建设、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的文化传承等，使学生能够将自己的学习

和实践与社会的需求和发展相结合，体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感。 
2) 注重思政教育的实施。在每一个课程项目的实施中，我们都会给予学生一定的指导和支持，让学

生按照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的流程和方法，进行数据的收集、清洗、训练、挖掘、可视化等步骤，同时也

要求学生运用思政教育的内容，进行数据的解释、评价、应用、推广等步骤，对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的科

学性、合法性、安全性、有效性等方面进行阐释，使学生能够在完成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课程项目任务

的同时，也能够自觉遵循行业标准规范，展现自己的专业水平和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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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重思政教育的评价。在每一个课程项目的成绩评定中，我们都会对学生的项目进行全面的考核

和评价，给予学生明确的分数和评语，同时也会对学生的思政教育的内容进行一定的考察和评价，如通

过项目答辩的方式，考查学生对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的社会效益、道德风险、国家利益等方面的认识，

使学生能够清楚自己在项目实践中的优缺点，进而提高自己的项目设计的质量和水平。 

5. 结论 

本文以新工科背景下的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课程为例，探讨了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探索，

旨在为新工科人才培养和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本文从教育理念、教学目标、教学内容、

思政元素、思政方法、思政效果等方面，阐述了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基础，指出课程思政建设应该实现

专业知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实现知识、能力、情感、价值的全面培养。此外，本文还从

课堂教学、课后作业、课程项目设计等方面，介绍了该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内容，展示了课程思政建设

的具体实践和教学效果，力图为新工科教育的发展和创新，为新时代的人才培养和育人工作做出一定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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