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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作为计算机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被视为有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渠道之一。本

文旨在深入探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的育人目标，并将思政教育融入教学目标的架构之中。围绕这些

教学目标，我们精心设计了教学内容，精炼了思政育人的方式，通过将思政元素巧妙地注入教学案例和

项目实践中，实现了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评估教学目标的实现情况，因

此采用了形成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的结合方式，以不断改进教学评价方法，为“课程思政”的实施提供

创新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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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as a fundamental course in computer science,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effective channels for promo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de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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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 the educational objectives of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courses and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framework of teaching objectives. Centered around these teaching 
objectives, we have meticulously designed course content, refined the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skillfully incorporat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eaching 
cases and project practices, achieving an organic fus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Our ultimate goal is to assess the attainment of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therefore, we employ a combination of formative and summative assessments to continuously en-
hance teaching evaluation methods, providing innovative insight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in the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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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2016 年 12 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会议上发表了具有重

要学术意义的讲话，其立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着重强调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战

略性、全局性以及时代性重要性。这一讲话被认定为引领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不

仅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开启了全新历史篇章，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随后一系列重要讲话中，针对新时代

高校思政课程建设，系统、科学、深刻地回应了一系列关乎方向和根本问题，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指明

了明确的前进方向。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作为一门注重实践性的课程，其教学过程需要有机融合知识传递

与价值导向。科学探索精神、工匠精神以及团队协作等思想政治要素应与课程教学相互交融。教学改革

包括完成课程目标、进行课程思政融合设计、制定教学策略以及实施教学方法等多方面内容，旨在设计

课程思政一体化的教学策略并推动改革进程 [1]  [2]  [3]。 

2.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思政现状分析 

在信息类相关专业课程中，“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是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在整个培养人才方案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计算思维是信息类专业学生和普通大学生都应该具备的核心素养，而培养学生的面向

对象思维则是培养其计算思维的关键环节。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思想自提出以来就一直是程序开发的主

流思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将继续是主要的编程思想，是所有计算机软件开发人员都应该掌握的关

键技术。本课程主要涉及计算机体系结构、面向对象编程、程序设计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应用，同时帮

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养成良好的编程风格及善于观察、独立思考的习惯，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计算能力、计算思维能力，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为学生后续专业课程学习打下坚实的基

础。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蕴含着丰富的思政资源，但是目前尚未充分挖掘，在实施课程思政方面

仍然存在着以下不足。首先，课程思政目标不明确。现有的教学目标仅仅针对的是对学生专业技能的培

养，而忽略了学生价值理念的塑造。其次，思政元素融入“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时渗透性不强，与

该课程理论性、工程性和实践性的结合效果较差，未将思政教育有机融入课程教学过程中，难以达到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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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默化育人的效果。此外，课程思政教学手段、方法和措施等比较单一，致使课程思政实施力度不足。 
鉴于以上现状，必须将专业教育和课程思政有机融合，目前，已有部分教师针对该课程进行了课程

思政教学改革探讨。贺等人 [4]提出了“三优化一结合”的方式来进行课程思政融入，其中包括教学大纲、

课堂教学、评价体系等的优化，“五位一体”的教学积分管理制度的结合，充分运用互联网大背景的优

势，将产教相融合，实现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转型。汤洋 [5]将课程思政融入到投资学中，促使课程思

政的理念与投资学教学深度融合，提升了学生的课程学习体验和学习效果。韩等人 [6]依托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平台，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进行医学免疫学“课程思政”教学，并且建立了系统的评价

方法，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李金忠 [7]从提升教师思政意识与能力、融合课程思政与教学内容、运用形

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开展多样化的课外实践活动 4 个方面探讨课程思政有机融入的策略。骆等人 [8]从教

学目标、教学内容、考核方式方面阐述思政元素的导入方法，结合混合式教学模式开展课程实施。目前

的程序设计类课程在思政方面的切入点与课程内容的联系性、凝聚性和覆盖度较弱。思政案例及其所蕴

含的思政元素在课程实施中分布零散，缺乏整体性。学生在这门课程中难以形成习得的价值品质或科学

方法，这对于促进毕业要求和培养目标的持续发展不利。 

3.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思政实施措施 

3.1. 树立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课程承担的毕业要求指标点决定课程的研究目标。针对“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特点，以学生为

中心，梳理课程育人功能，结合学生毕业要求，课程思政教学研究整体目标如下图图 1 所示，主要包括

知识目标、能力目标、素质目标和价值引领四个部分。 
 

 
Figure 1. Research objectiv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图 1. 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目标 

3.2. 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在三全育人理念的指导下，我们以教学目标为中心，将思政教育内容有机融入“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课程标准，明确定义思政教育的目标。我们努力将学生的各种活动，包括课堂内外、线上线下等方面，

与课程教学和思政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我们从多个角度，如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引导价值观念、促进

文化建设等，寻找思政融合的契机，以建立一个涵盖价值观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的“三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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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教育体系为目标。我们致力于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以学生为中心，积极探索

这一融合的途径。同时，我们还充分挖掘“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中的潜在思政教育资源，系统整理

各章节的知识点，建立起思政内容的资料库，以填补相关领域的知识空白。 
为了实现与思政课程同等的目标，我们需要在思政知识体系中明确一系列培养目标。这些目标的梳

理原则一方面要基于传统思政课程的核心培养要求，另一方面要考虑专业课程的培养要求。为了实现思

政课程与专业课程的有机融合和协同发展，总体目标的设计是一个重要的起始步骤。鉴于本课程的特点，

我们制定了六类课程思政目标 [9]，包括有新时代国家观(G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G2)，科学发展观(G3)，
优良传统文化观(G4)，现代法治观(G5)和职业修养观(G6)。 

在梳理完目标以后，紧接着充分挖掘本课程的思政元素，遵循“思政”“专业”相长原则，绘制“课

程思政元素地图”，明确课程中每个思政元素的切入点，厘清思政元素与专业内容之间的关系，梳理各

思政元素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所有课程知识都可以挖掘出融合点，好的融合点事半功倍，差的融合点适

得其反。通过对课程专业内容进行仔细研判，设置合适、合情、合理的课程思政融合点，下表表 1 为部

分“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思政元素实验教学内容设计。 
 

Table 1. Design of teaching content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curriculum 
表 1. 课程思政元素教学内容设计 

章节 思政案例 主要内容 思政育人目标 

Java 概述 

案例 1：软件定义

未来 
案例 2：疫情中程

序员的担当 

(1) 新时代与个人成才的关系 
(2) 软件行业发展前景 

引发学生对未来的职业愿景(G6)，激发学生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G2)。 

Java 基 本

程序设计 
案例 3：Java 工程

师的感悟 

(1) 软件公司 Java 工程师的招

聘条件 
(2) 软件行业规范解析 

(1) 使学生了解 Java 程序开发规范的重要性，

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G6)和道德规范(G5)。 
(2) 做事认真，一丝不苟，培养学生的工匠精

神。 

类和对象 
案例 4：从特殊到

一般和从一般到

特殊的思维方法 

(1) 利用类和对象解决生活中

的实际问题 

(1) 树立正确的技能观，努力提高自己的技

能，为社会和人民造福(G3)。 
(2) 加深学生对专业知识技能学习的认可度

与专注度(G3)。 

继承和多态 案例 5：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 
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引出继承

和多态的作用 

(1) 提高学生自我学习和持续学习的意识和

能力(G3)。 
(2) 培养学生以父母为本的传统美德(G4)以及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G2)。 

常用类 案例 6：“华为制

裁事件”的背后 

(1) 软件行业领军人物的奋斗

故事(2) 合作完成一个简单的

Java 项目 

(1) 了解中国软件之现状，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G1)。 
(2) 培养学生诚实、守信、坚忍不拔的性格(G4)。 
(3) 提高学生沟通和表达的能力，团队协作的

能力(G4)。 

异常 
案例 7：实际工作

中异常处理的案

例 

以一场处理案例引出未雨绸缪

的重要性，培养好性格 
理解思考问题的周详性，学会未雨绸缪的前瞻

性，培养不拖沓的好性格(G4)。 

 
在进行完整体内容框架设计之后，需进一步设计教学过程中的融合点，这里我们将列举了 1 个案例，

具体描述如下所示。 
案例 1：在 Java 程序设计基本部分引入，2020 年，全球疫情肆虐。在我国国内，正是由于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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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正确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和钟南山等院士等科研团队的不懈努力，使得我国能够早日战

胜新冠疫情。然而，在网络上仍然存在针对钟南山的网络暴力行为。这不仅是个例，近几年网络暴力问

题频发，尤其对包含大学生在内的青少年影响尤为严重。为此，如何解决网络暴力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

的热点问题之一。通过观察不难发现，无论道德绑架或虚假信息等网络暴力行为，其表现形式主要通过

自然语言进行描述。因此，如何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方式，让计算机能够智能化感知和处理带有网络暴力

的自然语言，是缓解网络暴力问题的有效技术手段之一。 
研究发现，热门主题词或敏感词是以自然语言描述为基本表现形式的网络暴力行为的重要特征。针

对自然语言描述中敏感词等字符串的过滤，可以有效减少网络暴力行为的传播。为此，本节课通过构建

针对字符串敏感词过滤的案例，一方面讲解字符串的基础知识，另一方面让同学们学会如何利用字符串

基础知识解决诸如网络暴力等现实问题，以便学以致用。 
最后指出，网络暴力问题不仅会危害个人，也会危害社会，是一种违法行为。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字

符串敏感词过滤方式缓解网络暴力行为，也可以通过针对字符串的数据加密等技术手段解决网络暴力问

题。若要真正解决该问题，不仅需要技术手段，也需要政策的宣传、引导，以及法律法规机制的健全。

在此，倡议同学们拒绝网暴、抵制诽谤，用所学的计算机理论知识及相关技术为净化网络空间和维护社

会稳定作出自己的贡献。 

3.3. 优化教学评价 

依据教学目标，设计平时成绩、实验考核、期末闭卷考试等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加强过程考核，组

成形成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的考核方式。课程考核环节与教学目标达成度的对应关系如表 2 所示。 
 

Table 2.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course assessment process and the achievement of teaching objectives 
表 2. 课程考核环节与教学目标达成度对应关系表 

考核环节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素质目标 价值引领 

平时成绩(20%) 0.6 0.2 0.1 0.1 

实验考核(30%)  0.8 0.1 0.1 

期末考试(50%) 0.7 0.3   

合计 1.3 1.3 0.2 0.2 

 
有效的课程思政教学评估方法在总结课程思政教学经验和改进教学不足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考虑培养目标、思政元素的设计以及教学执行等流程，我们可以采用多种途径来综合评估思政教学

的成果。一方面，我们可以将职业修养、职业道德、以及现实问题等内容纳入期末考核范畴，从而对学

生的课程思政理论知识进行评估；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课堂教学中引入红色案例等教学方法，引导学

生积极讨论与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相关的知识点，从而评价学生在课程思政方面的表现。 

3.4. 课程思政实施效果 

为了全面了解课程思政的效果，我们选择了 20 名计算机相关专业的学生，他们接受了以课程思政教

学路径和课程思政立体资源库为基础的课程思政教学。通过在课程初、中、后期进行学生访谈和在线问卷

调查，我们了解到学生对课程思政建设的反应非常积极，学习积极性和自律性等方面都有显著提升。同时，

他们在爱国情怀、民族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也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和认识。此外，通过在线教学平台

的互动留言，我们发现课程内容丰富，课堂气氛活跃，学生能够感受到教师倡导的价值观和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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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蕴藏着丰富的思政育人元素，需要教师努力探寻该课程的课程教学与思

政教育的最佳结合点。本文在树立课程思政育人目标、挖掘课程思政元素、优化教学评价方法等方面进

行了较为充分的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教学探索，为程序设计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一些参

考。 

基金项目 

嘉兴南湖学院校级课程思政项目(No.22851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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