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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专业课程育人的重要载体，积极开展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与实践，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时代新人具有重大意义。以大数据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课程定位、课

程设计理念与思路、育人特色为抓手，以大数据专业核心课程Hadoop编程开发为例，提出了融合思政

元素的大数据专业课程建设新模式，力求将思政内容有效融入到大数据专业课程教学与案例中，从而有

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以顺应新形势下“三全育人”教学模式的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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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the curriculums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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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education. Actively carrying ou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and cultivating new people of The Times with the belief of social-
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takes the curriculum orientation, the curriculum de-
sign concept and ideas, and the edu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
tion of big data major cours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Furthermore, taking Hadoop programming 
development, the core course of the big data major,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proposes a new cur-
riculum construction model for the big data major that integrat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
ments. The main purpose is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 into the 
teaching contents and cases of the big data major. It is helpful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correct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and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the “three inte-
grity education” teaching mode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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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 12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

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1]。这对于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办好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均具有重大

而深远的意义。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关系着高校育人模式与人才培养的根本问题，

是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重要环节，是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的重要举措。 
Hadoop 编程开发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的核心课程。该课程涉及

的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是信息时代大数据技术在行业领域应用的重要基础。早在 2012 年 3 月 22 日，奥

巴马政府宣布投资 2 亿美元拉动大数据相关产业发展，将“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意志。联合国也在

2012 年发布了大数据政务白皮书，指出大数据对于联合国和各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2]。而我

国国务院办公厅早在 2015 年就发布了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等[3]。高校

作为大数据学术生态的主体之一，承载着人才培养，特别是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关键性作

用。在智能制造快速发展的时代，需要创新并实践多元化的大数据方向人才培养，从而为建设具有一定

影响力的国际智能制造中心，以及全球智能制造技术和服务输出的重要创新基地贡献力量。 

2. 课程思政理念下课程定位 

在大数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Hadoop 编程开发课程的开设宗旨是让学生熟练搭建大数据集群框架

及掌握 MapReduce 程序编写方法，并将其应用于行业领域的大数据挖掘与分析处理过程中。本课程的学

习有助于加强学生对大数据处理的认识，提升其在大数据存储与计算方面的应用能力。课程具有较强的

模块性、逻辑性与实践性，能使学生对大数据处理的基本概念与方法有较深入的理解，同时有利于激发

学生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与创新意识，进而提升学生分析与处理问题

的实践操作能力。而在全面遵循立德树人的教育宗旨和育人目标的前提下，对专业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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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进行深入挖掘，可以在向学生传授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和价值

体系，从而培养出符合现代化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综合应用型人才。因此，本课程思政建设顺应

我国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趋势，能够为面向智能制造行业的大数据处理与决策支持提供有力支撑；同时，

思政元素的有效融入能够切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

磅礴力量[4] [5] [6] [7]。 

3. 课程思政建设思路与方法 

课程思政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将学生培养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才。而 Hadoop 编程

开发课程思政建设目标也需遵循在课程教学内容过程中自然传承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在潜移默化中提

升学生的思想政治修养。此外，在该课程授课过程中，始终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有效挖掘与融入人文素质教育，注重根植理想信念，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强化价值导向和思想引领，构建学习大数据专业基础知识与提升综合素养相结合

的教学范式。 
以课程思政为导向，Hadoop 编程开发课程思政建设的思路与方法的探索包括以下方面。 

3.1. 以学生为中心的传帮带教学、问题研讨式教学 

Hadoop 编程开发课程涉及广泛的大数据基础知识与行业案例。从方法论层面，让学生熟悉大数据集

群框架的搭建、MapReduce 编程基本操作与基础应用等，并将这些专业技术与方法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

方法论的高度，帮助学生掌握联系与发展、对立与统一的观点，增强学生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

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能力。力求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展现采用 MapReduce 编程操作进行大数据分析

与处理的文化魅力，宣扬科学家的探索和创新精神，提升学生通过对客观世界的兴趣和理解，增强解决

行业领域大数据技术应用问题的能力。此外，课程内容体现了大数据体系结构的基本设计思想，在分析

大数据框架过程中向学生强调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是我国实现社会局势长期稳定的基础。各民

族一律平等、同心同德、互相支持、和睦相处，才能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的整体优势和创造活力，形成中

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和牢固向心力。 

3.2. 融合思政元素的专题报告交流 

Hadoop 编程开发课程授课内容涵盖大数据分析与处理主流软件等专业核心知识，可以在宣讲专业基

础知识过程中融入主流软件在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影响与实际应用，以及我国科学技术创新历程。

通过向学生讲述我国大数据行业中核心开发技术或主流开发软件的发展历程，以及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

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现状，分析现有的大数据热点应用案例，激发学生发现大数据相关难题。同时，引导

学生对大数据分析与处理专题报告中的关键问题(如数据冗余、特征选择)进行分析与改进，掌握运用所学

的大数据理论知识进行分析、发现、解决实际应用问题的能力，实现知识和行动的有机统一，从而有利

于在社会主义新时代践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核心方法。此外，在专题报告的交流过程

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鼓励学生深入探索大数据行业领域中的核心技术难

题，从而不断扩展自己的视野以及提升自身的专业修养。 

3.3. 思政与专业理论结合的主题实践拓展 

在大数据相关案例操作过程中向学生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

真理和发展真理，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确立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认识、分析与处理问题

所遵循的最根本指导原则和思想基础。首先从整体上提升课程教学规范，包括教学大纲、授课计划、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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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课程实验等多种配套资源，将思政元素恰当地融入专业理论知识中，从而在潜移默化过程中服务本

课程对大数据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进而提升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在授课过程中要求学生重视实践环节，

践行科学的思维方式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为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同时，引导

学生在思政、专业理论与实践学习的基础上，及时对自身的优缺点进行自省，通过继续发扬优点、改进

缺点，引导学生向明事理、知善恶、敢担当的方向发展，从而培养德育兼备的新时代人才。此外，在团

队实践合作中，积极向学生强调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激发学生团结合作意识，引导学生充分利用自身的

优势，发挥自身的模范带头作用。 

4. 课程育人特色与创新点 

Hadoop 编程开发课程思政的育人特色主要体现在新工科背景下人才培养中育人意识的提升，即坚持

立德树人、德学兼修，强化工科学生的家国情怀。因此，本课程育人特色与创新点如下： 
1) 课程知识选择遵循系统性原则、简约性原则和时代性原则 
遵循系统性原则的知识由浅入深、由易到难，便于学生接受大数据时代迅猛发展的新概念与新思想；

遵循简约性原则的知识有助于学生在规定时间内掌握大数据专业的基本知识，并且有利于专业知识和思

政文化的讲授与传播；遵循时代性原则的知识，适应网络信息形式和内容的多元化发展，培养和提高学

生自身的科学人文素养与工匠精神，以及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使命感。 
2) 打造“升级版”思想政治理论课 
在“课程思政”建设中抓住“关键少数”，即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学生党员、学生骨干等学生中的

优秀群体。对学生中的“关键少数”进行重点思政辅导，发挥他们在课堂中与课堂外的领导作用和示范

作用，以实现学生的自我教育与健康成长。 
3) 结合时代热点，理论实践相结合 
在强化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大数据领域发展的热点和前沿问题，通过校企合作等途径，积

极了解我国科技发展的前沿方向与核心技术。采用案例化教学，以含思政元素的项目驱动法和案例为出

发点，进一步丰富与优化本课程中的最新应用案例，以及践行立德树人的这一根本任务。此外，在实验

课中增加以小组为单位的创新大作业，学生不仅可以结合企业大数据处理技术与实践方案，以提高实践

动手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同时，引导学生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4) 含思政元素的专业课题讨论 
通过设定含思政元素的专业课题讨论，组织同学探索问题的解决方案并进行分工协作。借此培养学

生团队协作精神，引导学生认同和接受科学理论，把理论知识的认知转化为信念和信仰追求，养成和保

持优良德性和品行。 
5) 大学生科创与竞赛 
鼓励学生走出课堂，通过竞赛、大学生科创等多样化的方式，结识同行朋友，正确评估自身与他人

之间的差距，鞭策学生主动学习，从而提升专业素养和文化修养。 

5. 结论 

根据院校办学特色和管理目标，将思政内容有效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是高校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的发展理念。根据大数据时代发展需求，大数据专业核心课程以行业需求为导向，从课程定位、课程

设计理念与思路、育人特色等方面来深化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工作，从而更好更快地提升思政教育工作质

量和教学效果，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大数据应用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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