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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5G、人工智能、虚拟社会等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文科专业学生的计算思维的培养也显得越来

越重要。Python由于支持面向过程、支持面向对象编程、免费开源等优势逐渐成为新起之秀。本文以桂

林理工大学为旅游管理专业开设的Python程序设计基础课程为依据，确定针对旅游专业学生的教学目标，

并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设计及考核方式四个方面进行阐述，旨在探索如何更好地进行跨学

科融合，解决旅游管理专业学生这一特殊的教学对象信息基础较弱，理工科的思维缺失的问题，从而提

升学生学习编程语言的兴趣，培养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学有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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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5G, arti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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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 and virtual society, the cultivation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mong students major-
ing in humanitie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Pyth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 rising star 
due to its advantages in supporting process oriented programming,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and free open source.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Python Programming Fundamentals course offered 
by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or the Tourism Management major. It determines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for tourism major students and elaborates on four aspects: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 design, and assessment methods. The aim is to explore how to better inte-
grate disciplines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weak information foundation and lack of thinking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or tourism management major students, a special teaching object, so as to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programming languages, cultivate their ability to solve problems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nable them to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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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文科[1]是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为适应科技和社会发展需求而兴起的一种新型文科学科。传统的

人文社科学科主要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现象，注重分析和理论探讨，并以文字为主要的研究工具。而在

大数据时代，由于数据的快速增长和高速计算能力的发展，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已经无法完全适

应科技和社会发展的需求，需要有新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的思维来进行研究。 
新文科的特点[2]是及时掌握和运用大数据技术，将数据作为研究的基础和手段，借助数据分析和

数据挖掘等技术方法[3]，从大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深入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现象。新文科强调

跨学科的研究，不局限于传统的学科界限，而是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拓宽研究视野[4]。 
作为一种新兴的、面向对象的解释性编程语言，Python [5]具有易学易用的特点，并且被广泛应用。

而旅游管理[6]是一门研究旅游休闲经营管理及其社会影响的新兴的交叉型学科，其学科体系涉及管理学、

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等多门学科知识。对于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来说，需要同时具备文科和理科综

合思维的能力。 
因此，本文以新文科建设为背景，以旅游管理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引入 Python 语言教学，并通过

案例教学和验证实验的方式来弥补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在计算机基础方面的不足[7]，同时，积极推动计算

思维在该课程中的实际应用。 

2. 课程建设要求 

“新文科”建设的具体要求[8]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新专业或新方向的探索与实践：要根据社会的需求和发展趋势，开设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专业或新

方向，培养适应新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2) 新模式的建设与创新：要突破传统学科研究的模式，探索和建立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学科交叉与融

合的新模式，促进学科之间的协同发展与合作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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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课程的设计与实施：要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和学生的需求，设计和实施具有前瞻性和实践性的新

课程，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 

4) 新理论的研究与探索：要关注社会发展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推动新思想、新理论的研究与探索，

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理论支持和创新思路。 

通过以上要求的实施，可以推动“新文科”建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学科的发展与创新，

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 

3. 问题分析 

3.1. 实际教学不能满足学习期待 

在高等教育的教学环境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往往影响着教学效果。而在课程开始，教师往往

未与学生进行充分的沟通，不了解学生对课程的期待及学生对课程基础知识掌握的情况。因此，教师往

往按照自己的理解和经验来备课，无法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性进行备课，这样的教学方式往往会导致学

生对学习失去兴趣和动力，从而影响到他们的学习效果[9]。在未来的教学中，教师应当更加重视与学生

之间的沟通，更好地满足学生的期待，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3.2. 教学思想未发生根本转变 

目前，新型文科教育要求课程学习的重点从培养普遍的程序设计能力转变为培养专业问题解决能力。

虽然大多数这类课程的教学目标相对以前有所改进，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挑战。

首先，培养专业问题解决能力需要将学生从简单的程序设计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思考和解决更复

杂的问题。这意味着需要更新和重新设计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以使其更加贴近实际问题和应用场景。

这可能需要引入更多的实践项目和案例分析，以便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情境中。其次，培

养专业问题解决能力需要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另外，培养专业问题解决能力还需要教

师的专业和教学能力的提升。教师需要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能够引导学生在问题解决过程

中发展出适应性思维和创新思维。教师还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教学方法，以适应新的课程要求和

教学目标。 

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更新和改进，学生的创造力和团队合作能力的培养，

以及教师的专业和教学能力的提升。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对具备专业问题解决能力的人才的需求。

根据新型文科教育的要求，课程学习的重点已从培养普适的程序设计能力转变为培养专业问题解决能力。

尽管大多数这类课程的教学目标相对于以前有所改进，但缺乏具体的培养和评估目标，导致教学目标不

明确，评估指标没有针对性[10]。教师对“新文科”要求的理解不够到位，对“新文科”提出的各级目标

的认识不足，不能够把能把新的教学理念实施在课堂教学中，对教学要求认识不够明确，教学随意性较

大，无法真正满足新型文科教育对工程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的要求。 

3.3. 教学资料仍相对不足 

尽管 Python 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但可用的学习资料仍然相对不足。首先，缺乏针对各种考核目标的

练习题库。对于学生来说，有效的练习是提高技能的关键。然而，现有的案例练习往往只针对单一的考

核目标，无法全面覆盖学生的知识体系[11]。其次，不同的专业对 Python 编程有不同的需求，目前仍缺

乏适应旅游管理专业特点的学习案例。许多课堂仅提供一些复习资料，关注的主要是通过课程考核，学

生很难了解自己在程序设计方面的水平[12]。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2104


刘竞泽，于海涛 
 

 

DOI: 10.12677/ces.2024.122104 659 创新教育研究 
 

4. Python 程序设计教学方法设计 

4.1. 教学目标 

在适应“新文科”背景下的课程建设要求以及解决存在问题的分析方面，旅游管理专业应根据专业

培养方案的要求，制定各个阶段具体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以实现多元化教学。 
在基础阶段，根据旅游管理专业对 Python 知识要求的程度，可以提供基础编程知识和高级编程知识

两种选择。考虑到旅游管理专业对信息技术的要求通常不是很高，因此只需掌握基本的 Python 编程知识

即可。 
在提高阶段，教学内容主要侧重于常用的 Python 第三方库的使用。这些库可以根据其功能划分为不

同的类别，例如网络爬虫、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等。在选择教学内容时，需要结合旅游管理专业开设的

其他相关课程。 
在专业阶段，需要密切与旅游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相联系，选择与该课程相关的教学内容。通常会

涉及非常具体专业性的 Python 第三方库的学习。 

4.2. 教学内容及方法 

4.2.1. 理论教学 
理论教学的 42 学时可分为 8 讲内容，课程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讲  课程导论：介绍本课程教学目标、课程安排及考核方式。 
第二讲  Python 语言基础知识讲解：教师将介绍搭建 Python 实验环境的方法，并介绍 Python 语言

的输入和输出方法、变量、常量和运算、控制语句、注释逻辑和缩进等基础概念，让学生能够开始编写

简单的 Python 程序，并为后续学习更高级的主题做好准备。 
第三讲  Python 的基本数据类型：教师将介绍 Python 中的数值数据、字符串、列表、元组等数据类

型，并进行相关的实验应用教学，如 Python 表达式的编写与运算、列表的操作和运算等。通过这些实验，

使学生更好地理解 Python 中的数值数据、字符串、列表、元组等数据类型，以及字典和集合的使用方法。 
第四讲  函数与模块课程：学生将学习 Python 语言中函数的意义和结构，以及模块的定义和使用，

同时也会探讨函数参数和作用域的概念等，为编写复杂的程序和扩展 Python 的功能提供基础。 
第五讲  网络爬虫在旅游中的应用：教师将介绍使用 Python 进行网络爬虫的方法，进行与旅游专业

相关的网络爬虫实践。 
第六讲  数据分析在旅游中的应用：教师将介绍如何使用 Python 进行数据分析，并将重点讲解文件

的编码形式、读写操作、词频分析、词云绘制方法、正则表达式、堆栈和队列等内容，并演示数据可视

化操作。 
第七讲  数据挖掘在旅游中的应用：教师将介绍使用 Python 进行数据挖掘的方法，重点讲解数据挖

掘在旅游专业中的应用实例，并进行与旅游专业相关的数据挖掘实践。通过实际案例和实验实践，使学

生掌握如何使用 Python 进行数据挖掘，并在旅游业领域中发现有用的模式、提取有价值的知识和实现业

务优化。 
第八讲  机器学习在旅游中的应用：教师将介绍使用 Python 进行机器学习的方法，重点讲解机器学

习在旅游专业中的应用实例，并进行与旅游专业相关的机器学习实践，帮助学生做出更准确、智能的决

策，推动旅游行业的创新和发展。具体安排见表 1。 
本课程的具体安排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 Python 程序设计基础知识的讲解。 
在第一部分的第 1 讲中，将介绍本课程的教学目标、课程安排和考核方式。此外，还将帮助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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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和程序设计思维，为后续的学习奠定基础。 
第一部分的第 2 讲将重点介绍 Python 语言的基础知识，讲解 Python 的历史和发展，以及语言的特点

和常用的编程环境。此外，还将详细讲解 Python 语言中的输入与输出方法、变量、常量和运算、控制语

句等内容，以及注释逻辑和缩进的重要性。 
 

Table 1. Python course schedule 
表 1. Python 课程教学安排表 

章节 内容(理论和实验) 学时 

Python 
课程导论 介绍本课程教学目标、课程安排及考核方式 2 

Python 语言基

础知识 
搭建 Python 运行的实验环境，介绍 Python 语言的输入与输出方法、变量、常量及运算、

控制语句、注释逻辑与缩进 
6 

Python 的基本

数据类型 
介绍 Python 数值数据、字符串、列表、元组等，介绍并列举字典与集合，进行 Python
表达式、列表及运算等的应用实验 

8 

函数与模块 介绍 Python 语言中函数的意义与结构、模块的定义与使用、函数参数及作用域、函数与

模块的使用方法与实践 
8 

网络爬虫在旅

游中的应用 介绍使用 Python 进行网络爬虫的方法，进行与旅游专业相关的网络爬虫实践 6 

数据分析在旅

游中的应用 

介绍使用 Python 进行数据分析的方法，讲解文件的编码形式及读写操作、词频分析及词

云绘制方法、介绍正则表达式、堆栈与队列等内容、演示数据可视化操作，进行与旅游

专业相关的数据分析实践 
6 

数据挖掘在旅

游中的应用 
介绍使用 Python 进行数据挖掘的方法，讲解数据挖掘在旅游专业的应用实例，进行与旅

游专业相关的数据挖掘实践 
4 

机器学习在旅

游中的应用 
介绍使用 Python 进行机器学习的方法，讲解机器学习在旅游专业的应用实例，进行与旅

游专业相关的机器学习实践 
2 

 
第一部分的第 3 讲将主要介绍 Python 的基本数据类型。本讲将详细介绍 Python 中的数值数据、字符

串、列表、元组等数据类型，并介绍字典和集合的概念和用法。还将进行一些应用实验，让学生实践 Python
表达式、列表和运算的应用。 

第一部分的第 4 讲将重点讲解函数和模块。将介绍函数在 Python 语言中的意义、结构和用法，以及

如何定义和使用模块。此外，还将讲解函数的参数、作用域以及函数和模块的实际应用方法。这节课还

将着重介绍 Python 语言中的组合数据类型，包括序列类型、集合类型和映射类型。 
通过学习以上内容，学生将掌握 Python 程序设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这将为他们进一步学习和应用

Python 语言提供坚实的基础，为后续学习和实践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二部分是关于 Python 在旅游学中的应用讲解。 
在第二部分中，建立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将对函数和代码复用进行详细讲解。其中，第 5 讲将介

绍网络爬虫在旅游中的应用。本讲将首先介绍使用 Python 进行网络爬虫的方法，并进行与旅游专业相关

的网络爬虫实践。 
第 6 讲的主题是数据分析在旅游中的应用。本讲将介绍使用 Python 进行数据分析的方法，包括文件

的编码形式和读写操作、词频分析和词云绘制方法，以及正则表达式、堆栈和队列等内容。还将演示数

据可视化操作，进行与旅游专业相关的数据分析实践。 
第 7 讲是关于数据挖掘在旅游中的应用。本讲将介绍使用 Python 进行数据挖掘的方法，并讲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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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在旅游专业中的应用实例。 
最后，在第 8 讲中，将介绍机器学习在旅游中的应用。将讲解使用 Python 进行机器学习的方法，并

介绍机器学习在旅游专业中的应用实例。此外，还将进行与旅游专业相关的机器学习实践，以加深学生

对机器学习方法的理解和掌握。 
通过学习第二部分的内容，学生将能够更深入地了解 Python 在旅游学中的应用。他们将掌握函数和

代码复用的技巧，熟悉常用的扩展模块和第三方库的使用方法，并能够进行网络爬虫、数据分析和数据

挖掘等与旅游专业相关的实践。这将为学生提供宝贵的工具和技术支持，使他们能够在旅游专业中更好

地应用 Python 进行数据分析、挖掘和机器学习等工作。同时，他们还能够发现并掌握更多与 Python 相关

的旅游学领域的应用潜力，为旅游业的创新和发展做出贡献。 
总结来看，本课程以层层递进的学习模式为基础，通过理论教学和实践代码操作演示，详细介绍了

Python 的基本语法、程序控制、函数复用和模块工具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对于旅游管理专业的学

生来说，是进行项目实践、解决实际问题所必备的知识。通过学习本课程，学生将全面掌握 Python 编

程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为其在旅游领域中运用 Python 进行数据分析、模型建立和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坚

实的基础。 

4.2.2. 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必须与理论教学内容相辅相成、紧密结合。它是理论教学的重要目标，通过逐步设计内容，

让学生进行实践操作，深化和补充他们对 Python 编码过程的理解和掌握。实践教学能够提升学生的实际

操作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应用所学的知识。这种结合了理论和实践的教学方法有助于学生在实际项

目中灵活运用 Python，并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13]。 
在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应引导学生积极提出问题，并激励他们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这样的引

导，学生能够自主设计程序流程，并进行编程实现。此过程强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让他

们通过实践锻炼自己的编程技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鼓励学生在实践中积极思考和探索，从而培养他

们的创新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14]。 

4.2.3. 教学资源 
本课程采用了 2020 年出版的《Python 语言基础与实践》作为教材。教材内容全面，包括 Python 的

基础知识，并介绍了Python的标准库和第三方库[15]。在培训过程中使用 Jupyter Notebook作为训练平台。 
本次课程教学内容涵盖了实际应用需求，让学生能够灵活运用 Python 语言解决实际问题[16]。参与

实践教学，学生将通过实际操作和实践项目的经验积累，提高他们的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帮助学生未

来在相关工作岗位上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4.3. 考核方式 

本课程的考核方式采用了平时成绩(过程性评价)和期末考试(终结性评价)两方面的评估方法。通过平

时成绩来反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和积极程度，通过期末考试成绩来考察学生对课程知识的掌握程

度。这样的考核方式可以全面评价学生的学习表现，使评估结果更加准确和公正。 
1) 平时成绩 
平时成绩在总成绩中占比 40%，其由出勤率、每次课后作业和课堂表现三部分组成。平时成绩以百

分制计算，通过理论指导实践案例、加深理论理解和专业知识融合的方式来评估学生的学习情况[17]。这

种评估方法能够帮助提高学生对程序设计语言等相关内容的兴趣，并提高课堂学习氛围和学生表现欲望。

通过运用信息技术来解决本专业领域的问题，学生将能够实际应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这样的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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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全面评估学生在课堂学习和实践中的表现，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学习和掌握编程语言。 
2) 期末成绩 
期末考试在总成绩中占比 60%，试卷包括 10 题选择题(20 分)、10 题填空题(10 分)、10 题判断题(10

分)和 1 题实践题(50 分)。 
选择题、填空题和判断题主要考核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而综合实践题则综合考核学生的编

程能力和计算思维能力。对于这道题目，学生会收到一个问题，并需要结合旅游管理专业相关知识，给

出算法描述(如采用程序流程图、伪代码等工具描述)、系统功能划分以及相应的程序源码。 
考试评分将依据学生在问题解决、与旅游管理专业知识的结合以及程序编写能力方面的表现来确定。

通过这样的评分方式，能够更准确地评估学生的综合能力和运用技能，反映他们的实际水平。通过这种

综合的考核方式，可以对学生在编程知识和能力方面进行全面评估，从而准确地反映他们对 Python 程序

设计的整体掌握情况。 

5. 结论 

在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中，学生的培养目标[18]是在熟练掌握 Python 语法规则的基础上，提升他

们在工程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本文采用了结合语言特点的

教学方法，设计了旅游管理专业学生感兴趣的情景驱动教学任务，并设置了多阶段、不同层次的教学实践。 
比如，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可以设计一个旅游景点评价系统的项目，让学生收集和处理游客的评价数

据，通过 Python 进行统计分析，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为了提升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本课程还设计了

多个阶段的教学实践任务，分为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分析等多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挑战

和问题需要学生解决。除此之外，还可以设计不同层次的教学实践任务，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例如，

对于初学者，可以设计一些简单的实践任务，帮助他们熟悉 Python 语言的基本语法和常用功能；对于进

阶学生，可以设计一些复杂的实践任务。 
在课程中，通过采用结合语言特点的教学方法，设计情景驱动教学任务，并设置多阶段、不同层次

的教学实践，可以有效提升学生在工程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编程设计的

过程，学生逐步培养清晰的逻辑思维，能够精准分析实际情况的关键点，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样

的学习过程真正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在兴趣引导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获得解决问题的满足感，

从而保持对学习的持续热情[19]。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学生不仅能够掌握 Python 语言的编程技能，还

能在实践中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他们对课程内容有更深入地理解和运用。 
未来，在课程建设的探索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学习 Python 语言的学生之间存在差异的问题[20]，探

究学生之间存在哪些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并寻求方法来更好地将教学内容与专业知识融

合。此外，我们还将进一步改进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的考核方案，为培养出更多优质复合型人才

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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