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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领域的迅猛发展，编程语言也在不断演进与更新。作为一门重要的编程语言，

Spark在大数据处理和分析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为了适应这一发展趋势，对《Spark语言程序设计》课

程进行了课堂深度思政教育、“反客为主”实验教学两方面的深度学习教学改革研究。以教学改革研究

探讨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深度学习能力，以适应当今信息化时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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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amming languages are also 
constantly evolving and updating. As an important programming language, Spark is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Big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is development trend, a deep 
learning teaching reform study was conducted on the course “Spark Language Programming”, 
which includes classroom deep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anti-customer oriented” 
experimental teaching, exploring how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deep learning 
abilities through teaching reform research to meet the needs of today’s information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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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今，世界已步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中国积极回应时代的发展潮

流，加快推进国民经济转型升级，并实行科教兴国的战略。为了适应这一发展趋势，对传统工科专业进

行了改革创新，大力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型工科专业。这些新型工科专业为实施“中国制造 2025”和

“工业 4.0”提供了持续的人才支持，并推动了以新技术、新产业形态为特征的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截

至目前，各大高校纷纷开设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大数据课程在各高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作

为一门注重实践和应用性的课程，《Spark 语言程序设计》在本科高年级学生中被广泛选择作为专业提升

课程[1]。 
对 Spark 程序设计进行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需求支撑，能够培养适应大数据时代需求的

专业人才，并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具体如下： 
一是，适应大数据时代：随着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大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的需求越来越大。

Spark 作为一种强大的大数据处理框架，能够高效地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因此对于培养掌握 Spark 程序

设计的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推动数据驱动决策：在各行各业中，数据驱动的决策正在成为一种趋势。通过学习 Spark 程

序设计，学生可以掌握大规模数据处理和分析的能力，帮助企业和组织利用数据来推动决策，提高工作

效率和业务竞争力。 
三是，培养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Spark 程序设计要求学生具备逻辑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培

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对于培养未来社会需要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2. Spark 语言程序设计概述 

Spark 是一种快速、可扩展且具有广泛应用的开源计算引擎。它是为了解决大规模数据处理和分析问

题而设计的，旨在提高处理速度和效率[2]。Spark 具有许多重要特点，其中最显著的是其能够在内存中

进行计算。与传统基于磁盘的批处理系统相比，Spark 利用内存计算能力大大加快了计算速度，从而使其

适用于实时数据处理和迭代式计算任务。 
Spark 提供了丰富的 API，其中包括用于数据处理的 Spark Core、用于结构化数据处理的 Spark SQL、

用于机器学习的 Spark MLlib 以及用于图计算的 GraphX 等。这些 API 使开发人员可以使用多种编程语言

(如 Scala、Java、Python 和 R)轻松地编写 Spark 应用程序，并且允许复杂的数据处理和高级分析[3]。 
由于其出色的性能和丰富的功能，Spark 已成为大数据处理和分析领域的重要工具。它被广泛应用于

诸如数据清洗、数据挖掘、实时数据流处理、机器学习和图分析等领域。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工业界，

Spark 都在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处理和利用大规模数据。 
作为一门新开设的专业核心课程，Spark 大数据处理技术要求学生具备较高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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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能力。因而传统的教学模式难以适用于此课程。 

3. 深度学习现状 

1956 年，布鲁姆提出了“学习有深浅层次之分”的理论，将认知目标维度划分为了解、理解、运用、

分析、综合和评价六个层面[4]。他认为学习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这反映了深度学习的思想。在深度

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出于内在动机进行学习，他们通过兴趣和探究问题来维持长期高投入的学习。这种

学习能力通过重构信息之间的关系、回忆和联想，达到对学习内容的深度理解，展现了人类高级思维能

力的充分发挥。 
深度学习是一种有意义的学习方式，它建立在对知识的理解和迁移应用的基础上。它是学习者自发

自主、内在学习动机驱使的一种长期、全身心投入的学习过程。深度学习通过重构信息之间的关系、回

忆和联想，达到对学习内容的深度理解，充分展示了人类高级思维能力[5]。在深度学习中，学习者通过

内在兴趣探究问题，主动参与学习过程。他们依靠对问题本身的探究和兴趣来维持持久学习力，并且持

续投入精力和时间。深度学习要求学习者重构信息之间的关联，展开回忆和联想，以达到对学习内容的

深度理解[6] [7]。深度教育和深度学习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它们指代的概念略有不同。深度教育更强调

对学生的深度发展和全面培养，追求的是学生的整体发展，包括认知、情感、价值观等多个维度。它强

调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合作精神等综合素养，让学生能够面对复杂的现实

问题，并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 
然而，在现有的课堂环境中，学生的学习深度通常较浅。他们只能达到了解和理解相关知识的层面，

缺乏将知识迁移到实际应用的能力，难以达到运用、分析、综合和评价等深层次的学习。因此，无法实

现真正的深度学习。这一问题的存在可能与课堂教学模式和学习环境的限制有关。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

注重灌输知识，而缺乏引导和激发学生的主动学习兴趣和自主探究能力[8] [9]。此外，评价体系偏重于对

基础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忽视了对学生深度思考和应用能力的考核。 
为了实现深度学习，需要改变课堂教学的方式和评价体系。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自主提出问题、开展

探究活动，创造积极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参与到问题解决和实践中。通过改革课堂教学，才能帮助学生

实现深度学习，达到运用、分析、综合和评价等深层次的认知水平，从而更好地应对现实问题和挑战。 

4. 基于深度学习的教学改革实施 

在本文中，进行了以深度学习为目的的深度教育教学改革。在此过程中，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

进行了改变，强调课程方式的多样性、学生的主动参与、问题解决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等。本文用《Spark
语言程序设计》作为实践课程，开展课堂深度思政教育、“反客为主”实验教学两方面教学研究，教学

改革实施图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reform based on deep learning 
图 1. 基于深度学习的教学改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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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课堂深度思政教育 

结合国家发展战略、专业需求等因素，深入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探

索创新课程思政建设模式和方法路径，激发学生的爱国精神、工匠精神、科研兴趣，达到润物细无声的

效果。本文主要从课堂教学和实验教学两个角度开展深度思政教育。 

4.1.1. 课堂教学中的深度思政 
在课堂教学中，可以从国家战略和行业需求出发，注重课程知识的科学性，并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

教学过程中。同时，可以增加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并将社会道德教育无声地渗透其中，以达到思想政

治教育的目的。这样可以使学生不仅学习专业理论知识，还能提高其思想道德素质。比如，在专业课程

中穿插讲解“贵阳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涉及大数据、智能家居、智能物流、智能医疗、智能交通、人

工智能等多个学科领域，这种课堂教学方式体现了国家的强大以及西部地区的特色，推动了科技的发展。

它不仅方便了人民的出行，提升了人们的福祉，还激发了学生对祖国的爱国热情。 
此外，《Spark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可以充分挖掘与课程相关的杰出代表人物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素

材，引导学生崇尚科学精神。同时，可以穿插优秀的当代人物故事，讲述他们在相关领域的杰出贡献和

事迹，以此为学生树立典范，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追求卓越的热情。这样的教学方式能够更好地培养

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爱国情怀。下面列举两个示例。 
1) 胸怀未来，数据报国——苏萌 
苏萌创立的百分点是一家掌握多项核心关键技术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军企业。伴随着中国“一带

一路”、“走出去”、“中国国家软实力输出”等多项政策的鼓励，百分点的业务探索已经延伸到了海

外，为非洲、拉美以及更多国家和地区进行数据治国的技术和理念的输出，苏萌肩上多了一份社会价值

和国家使命的重担。通过讲述苏萌的故事，为学生树立大数据领域的典范，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

怀和使命担当。 
2) 逐梦飞天，云上创新——王坚 
王坚是阿里巴巴集团的首席架构师，他以其卓越的创新思维和领导能力而受到广泛关注。他率先提

出了采用计算作为公共服务的产业模式，开创了全新的道路。同时，他还提出了“以数据为中心”的分

布式云计算体系架构，为云计算领域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课程中可以引入王坚的故事鼓励学生自

立更生、艰苦奋斗，培养学生勇于攀登、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 

4.1.2. 实验教学中的深度思政 
实验教学在理工科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对于思政课程来说，它是深度学习的最高价值所

在[10] [11]。在实验前期，学生通过文献查询和知识整合，能够独立设计和规划实验流程。在教师的指导

下，学生在实验过程中积极发现问题，通过将所学知识相互联系，运用不同的方法和程序解决实验中的

难题，进行深入思考和讨论。最后，学生以小组讨论的形式将实验过程中的理论、方法和情感意识提炼

出来，形成独具特色的思政内容。另外，在实验教学中采用独特的情境化设计，可以增强课堂的感知力

和感染力。 
以“Spark Streaming”实验项目为例，学生为解决“Spark 数据流的采集和清洗”这一具体问题，投

入大量的时间查阅、反思和讨论，最终解决问题，取得良好的“获得感”。在讨论的过程中引入“贵州

抗疫与大数据”这一大数据应用案例，以自身经历和抗疫中“贵州健康码”的大数据获取和应用作对比，

学生体会到更加直观的情境鼓动，产生更加强烈的情感共鸣，从而引发对科学精神的深思。深度学习模

式在自主设计实验中的实施，一方面能够激发学生对大数据知识的兴趣，另一方面能够让学生深切体会

到大数据技术的实际用途，增强爱国情怀，训练自我，提升自我，科技报国的思想，达到课程思政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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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目的。 

4.2. “反客为主”实验教学 

“反客为主”是指学生从被动地进行实验转变为主动参与自主设计实验的过程。这种方法可以将创

新性思维融入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并实现知识的联结和迁移。通过不断的

探索，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促进深度学习的发展。

在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中，通过部分自主设计实验为依托，将“问题探究”和“课程思政”环节融入

到自主设计实验中，构建了基于自主设计教学的深度学习模式。 
在自主设计实验教学深度学习模式中，将实验的时间进程和对知识的联结和迁移作为主要的度量标

准，以实现深度学习的目标。这种模式注重知识的融会贯通，使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验中，并

将实验结果反馈回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上，以提升其对于大学科以及思政的认知水平。与传统的自主设

计实验教学相比，自主设计实验教学深度学习模式摆脱了单一性和不连贯性的问题。它不仅关注实验本

身，还将课程思政的内容融入其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现代实验教学体系。通过这种模式，学生能够更

全面地理解和应用知识，培养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达到深度学习的目标。 

4.2.1. “反客为主”实验设计 
以“反客为主”实验设计是在实验教学前布置实验课题，让学生通过查阅书籍和文献，自行拟定实

验流程和步骤，并在实验室中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实验。这种教学方式能够促使学生从被动地观察实验变

为主动思考和实践的过程，激发其学习的动机和积极性。在“反客为主”实验设计中，教师给定一个实

验课题，学生以小组形式进行讨论，并通过查阅书籍和文献回顾所学知识，并拓展到课外的领域，实现

知识的纵向和横向拓展。这种拓展是深度学习的前提，通过扩大学生对知识的了解和应用范围，能够促

进他们对知识的理解和内化。自主设计实验教学方式不仅考察学生对实验内容的掌握，还注重学生对知

识的整合和拓展，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达到深度学习的目标。 
在实验“Spark 集群架构搭建”中，通过自主设计实验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小组分别利用 Windows、

Linux 等不同操作系统下，使用自己熟悉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进行 Spark 集群搭建，如 Scala、Python、
R 语言等。在实验过程中，学生对不同操作系统下的不同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与 Spark 集群搭建的关系

进行探索和操作，实现了知识的联结和迁移，提高了学生实验兴趣和主观能动性。 

4.2.2. 深度探索 
深度探索是实验教学中深度学习的核心要素。通过自主设计实验流程，针对特定的实验目标，采用

一系列工艺和方法，以获得良好的实验结果。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学生会发现实验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并通过某种方式加以解决。为了在实验过程的具体情境中理解知识、构建框架和解决问题，学生需要不

断地关联所学知识。反思是探索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实验教师应正确引导学生反复回顾和思考，以

发现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探索和解决。通过反思，学生可能解决问题，也可能提出新问题，而这无

论是解决问题还是提出新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被理解为创新的体现。 
在实验“熟悉 RDD 基本操作”项目中，拟采取基于自主设计实验教学深度学习模式进行实验。教师

将给出不同的前提条件，然后将学生分成不同的组进行实验。每个组都会执行同一个 RDD 行动操作任务，

但是在实验过程中，他们将面临不同的前提条件，这可能包括不同的数据集、不同的处理步骤或不同的

参数设置。通过对比不同组的实验结果，学生将被鼓励查询资料、进行小组讨论，并进行反思。他们需

要总结实验结果的原因，并提出改进方案。这样的实践将帮助学生培养分析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能力，

同时也促进了他们的协作和团队合作精神。通过这种深度学习模式的实验设计，学生将得到更多自主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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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实践的机会，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动机和兴趣。此外，他们还将从失败中学习并提出改进方案，进一

步培养了他们的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 

5. 结语 

本文以深度学习为理论依托，以《Spark 语言程序设计》为实践课程，提出课堂深度思政教育、“反

客为主”实验教学的课程教学改革方法。期待该教学方法能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培养其创新能力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有效促进学生的学习动力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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