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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按一流课程建设标准对数据结构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及考核方式等方面进

行了改革与实践。以能力培养为主线，构建了“基础知识、应用实践和创新研究”三层次的数据结构课

程内容体系，全程融入思政元素于一体，实现知识、能力和素质的有机融合。开展了“课堂教学问题化、

实践教学项目化、创新实践多元化”的能力培养教学方法，促进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实际的运用，

提升了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从而达到培养适合社会需求、能解决计算机类复杂工程问题的创新人才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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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new engineering, the teaching contents, teaching methods and assess-
ment methods of data structure course are reformed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s of the first-class 
course. It is composed of basic knowledge, applied practice and innovative research, and inte-
grates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the whole process, so as to realiz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know-
ledge, ability and quality. The teaching method of “problem-based classroom teaching, project-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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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teaching and diversified innovative practice” has been carried out, which has promoted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improved stu-
dents’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ability,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who can meet social needs and solve complex engineering problems of 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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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 2 月，高校工程教育发展的战略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随后教育部印发了《教育部高等教

育司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知》[1]。2018 年，教育部启动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要加快

建设“新工科”，要深化工程教育改革，强化培养工科专业大学生的工程思维，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

力[2]。新工科是“以立德树人为引领，以应对变化、塑造未来为理念，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

调与共享为主要途径，培养未来多元化、创新型卓越人才”[3]。新工科是新经济背景下工程教育改革的

重大战略，是今后工程教育发展的新思维、新方式。2019 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

实施意见》，提出全面开展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意见中指出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课程质量直接

决定人才培养质量。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挖

掘各类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建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一流本科课程，让课程优起

来、教师强起来、学生忙起来、管理严起来、效果实起来，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课程体

系，构建更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4]。建设什么样的一流课程、如何建设一流课程成为高校课程建设的重

中之重。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对数据结构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及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改革，强化工

程思维和实践训练，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是提升教学质量和育人水平的

良好契机。数据结构是计算机专业的核心基础课，它不仅是操作系统，数据库、编译原理及其它系统程

序的大型应用程序设计的基础，也是专业发展及解决实际问题所具备的必须基础。但随着新技术、新产

业发展，“教学内容缺挑战、教学以教师为中心，知与能脱节、课程评价单一”等问题在教学过程中凸

显出来。因此，要发展和加快新工科的建设，按一流课程的标准建设数据结构课程，必须对数据结构课

程的内容体系和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以达到培养能够适应时代和未来变化的卓越工程人才的目标。 

2.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制定课程目标 

一流课程不仅要有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还必须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确保人才培养过程中

能形成对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引领和支撑[5]。数据结构课程奠定的不仅仅是学生的知识和

逻辑思维等基础，更是培养学生行业规范、职业道德等价值塑造的关键启蒙阶段，为后续培养高层次、

社会需求人才做铺垫，同时新工科人才培养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综合素质[6]。因此，围绕立德树人这个

根本任务，根据学校的办学理念和专业培养目标，制定了数据结构的课程目标为“以立德树人作为根本

任务，以学生发展为主、坚持知识、能力和素质有机融合，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综合能力和计算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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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课程目标。具体包括： 
知识目标：深刻理解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熟练掌握各种数据结构的逻辑结构、存储结构及其相关

的算法；学会算法设计及分析的方法；针对实际问题，能合理选择相应的数据结构，能设计和开发满足

实际需求的算法，并进行实现与分析；了解最新的信息技术及研究进展； 
能力目标：培养和训练学生编写复杂算法的能力，学会运用数据结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学

生的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和创新能力，为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打下必要基础。培养学生审辩式思维能力，

勇于创新的精神和能力。 
素质目标：以课程思政为主线，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要求学生熟悉并严格遵循软件开发和

使用中的道德责任，培养学生坚韧不拔，攀登技术高峰的优秀品质。培育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

学精神，职业道德、有社会责任感的创新人才。 

3. 重构课程思政一体的教学内容 

随着新技术、新产业发展，对软件人才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但在数据结构课程教学内容相对计算机

产业发展滞后，教学内容缺挑战，导致“学与用脱离”，难以适应计算机产业的发展需要，与计算机人

才需求矛盾突出。针对这些教学问题，围绕培养“适合社会需求、具有创新精神，能解决计算机类复杂

工程问题能力”的创新人才这“一条主线”而展开，将基础知识、实际案例和前沿技术有机融合，并渗

透思政元素，重构课程思政一体的课程内容体系，突出课程内容的创新性、高阶性、挑战性，强化知识

点之间的联系、深化逻辑性，着力解决“教学内容缺挑战”的教学问题。新的教学内容体系分为“基础

知识和算法、应用实践、新技术新研究”三个层次，构成层次递进关系，底层为高层提供支持。同时，

将思政元素渗入到课程教学内容，如盐化水与课程教学内容相融合，实现课程育人。 
第一层：基础知识和算法。数据结构基本知识和经典算法，包括线性表、栈与队列、树、图等数据

结构和算法。在该层次融入价值观和科学精神等思政内容。如中国软件的现状和进展，IT 领军人物的励

志创业史等。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发学习热情，提升自主学习的主动性，努力成为

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 
第二层：应用实践。以实际案例分析为主，传输如何运用基本知识和算法去解决实际问题，加强理

论联系实际，提升课程教学内容的挑战度。主要包括图书管理系统、编码译码系统、文件传输系统、城

市之间通信联络网建立、物流配送中心选址等案列。在该层次融入职业道德，社会责任等思政元素。如

在博弈树学习内容中，以人机博弈中人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为切入点，引入机器学习算法，扩展知识广度

和深度。同时，鼓励同学们探索未知，掌握过硬的本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第三层：新技术、新研究：科研反哺教学。将最新的 IT 技术、软件竞赛内容、科研成果等内容分解

及提炼后纳入教学内容，着力解决“教学内容滞后计算机人才需求，导致学与用脱离”的问题，提升课

程教学内容的创新性、高阶性。主要包括数据完整性的验证结构、云存储数据去重技术、外包数据的查

找验证等。在该层次，介绍国内外重大科技创新，信息安全与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关法规等，实现价值塑

造，培养学生的勇于创新的探索精神和社会责任、职业道德规范等。 
同时，充分利用教师科研成果在学生创新能力引导培养上具有的鲜活性、有效性的特点，实施了以

教师科研成果为内容，开展创新实践，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与能力。同时，竞赛可以有效培养学生实践

能力，将科研项目、科技竞赛、创新创业等融合组建科技、竞赛实践平台，能很好加强学生实践能力，

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例如：将我们国家自然基金研究成果：外包数据完整性验证结构，作为课程

内容的链表扩展。广东省产学研重点项目的研究成果：云数据去重技术作为课程内容二叉树的扩展知识。 
新的课程教学内容体系坚持夯实基本知识，加大课程教学内容的含金量，提高课程教学内容的高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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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创新性和挑战度，为学生自主拓展相关知识打下宽厚的基础。这种层次和融合式的教学内容体系，

在显著提高教学效率的同时，加深了学生对课程内涵的理解。 

4. 开展能力培养的教学方法 

为了培养学生的工程应用能力，加强理论与实践结合，根据本课程目标的要求，围绕教学内容，开

展了“课堂教学问题化、实践教学项目化、创新实践多元化”的能力培养的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

以工程问题为导向引入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潜能；以探讨工程问题解决的方法，培养学生

分析问题的能力；以解决工程问题的算法设计为重点进行分析和讨论，训练学生算法设计的能力。课后

上机测试，提升学生的编程能力；以项目为驱动开展实践教学，小组创新实验，训练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以 ACM 程序竞赛、挑战杯、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和教师的科研项目等多

元驱动开展创新实践，培养学生计算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这种循序渐进的教学，促

进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实际灵活运用，搭建了学生在学习中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连

贯通路，既夯实了学生的应用技术知识、又培养了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该教学方法式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能力为产出、思政元素与课程内容紧密融合，强调学生个性化和

合作化学习、注重师生互动性，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计算思维。与传统教学模式不同，

该方法追求的是“能力产出”，而不是“知识输入”，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能力水平和学习效果，坚

持“因材施教、做中学”，着力解决“教师为中心，知与能脱离”的教学问题。 

5. 线上线下的教学组织实施 

针对内容多、难度大、学时紧、学生自主学习差的问题，我们采用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教学方式，将

“课前—课上—课后”三者有机联系起来，构建数据结构知识学习、能力训练、自主学习三维一体的学

习环境，提升教学实效和教学质量。 
课前：预习学习，老师监督、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协作学习。 
利用自建的数据结构教学平台、MOOC 和雨课堂推送预习材料，主要包括教学内容的带语音讲解 PPT

和视频、一些凝练后的核心模块、辅以案例视频、习题等。通过课前的预习资料推送，布置课前学习任

务，让学生自行学习一些相对简单的知识要点，形成学习支架；学生根据自身的理解能力和基础，使用

线上不等的时间掌握核心知识模块，随时随地学习推送的预习资料，并将遇到的问题实时反馈给老师。

通过学生提交的讨论报告、讨论微信、讨论照片、PPT 演示稿等。教师监督学生预习的情况，发现存在

的共性问题，实时掌握学生的预习和复习情况。 
课堂：讲解重点难点，对存在的共性问题分析、对算法思想的深度剖析，引导学生深层次思考。并

引入相应得新技术、新知识，科研结果，扩展提高，突显计算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同时，

利用信息技术提高课堂效率。通过雨课堂中不懂，弹幕，投稿等开展师生互动、讨论等活动；通过自主

开发的多媒体软件演示程序运行过程，帮助学生深刻理解算法；用“雨课堂”测试，进行教学效果的检

测，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更好地实现教与学的融合，提高教学质量。 
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内容及教学全过程，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涤荡学生心灵，获得学生情感上的共

鸣，提升学生的学习内动力。 
课后：复习总结，把课堂上学习的知识巩固提高；查阅相关文献，扩展深入和创新学习；通过创新

实验、小组协作学习，探索学习；通过作业、学习成果展示、大作业答辩等检查学习成果。 
教师用“雨课堂”进行教学行为数据的采集工作，了解学生的学习轨迹，进行教学反思，总结，调

整授课进度与侧重点，更好地实现教与学的融合，提高教学质量。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5233


王晓明 
 

 

DOI: 10.12677/ae.2022.125233 1518 教育进展 
 

6. 建多维度的评价考核 

课程依据全过程、多维度、全覆盖的考核原则，从过程性、形成性、结果性多个维度进行评价，注

重了学习过程的评价、能力和素质的评价、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评价，并制定了相应评价。理论课和实

验课分别考核，均为 100 分，平时成绩占 50%，过程性评价包括课前的预习、在线资源的学习、课堂互

动、小组讨论及汇报、随堂测验、实验、课后作业等。形成性评价包括大作业、创新实验等，考核学生

在完成这些作业和实验中团队协作、查阅文献和创新能力等。结果性评价是期末考核。 

7. 结束语 

数据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实施于暨南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本科生的教学后，收到了很好的教

学效果。学生表现出很高的学习热情，学生对课程认同感增强，积极参与课堂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和

讨论，打破了课堂沉默的状态，教学效果得到提升，也得到学生的肯定和好评。近几年学生的期末考试

平均成绩、创新实验平均成绩、大作业平均成绩和上机考试等逐年上升。学生的问卷调查、学生评教、

中期反馈和同行评教都反应了教学的优良效果，学生对课程的参与度、满意度也有明显的提高。思政与

课程的融合也获得同学们的充分肯定。 
在未来的数据结构课程建设中，坚持以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进一步改进教学方法与手段，开展

教与学模式创新，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全面提高教学质量，达到培养

创新卓越人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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