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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数智赋能的新文科财经类专业转型改革势在必行的背景，对于突出数字赋能特点、以提升财经类专

业学生数据素养为导向的数据科学课程建设，在不断深化新财经教育改革发展实践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本文以注重基础性和实操性的数据科学基础课程《数据库原理及应用》为例，按照课程目标，通过对学

生学情及课程痛点进行分析，提出《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课程“MOOC + 慕课堂”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改革的创新理念及思路，主要针对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活动、教学组织、教学方法及教学评价等

六大方面，在实际教学中进行创新实践。将对促进财经类专业学生数据素养为导向的数据科学课程的教

学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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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imper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reform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and 
finance majors based on digital intelligence empower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data science courses 
that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focus on improving the data literacy 
of finance majors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continuously deepening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practice of the new financial education. This article takes the basic and practical data science 
course “Database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as an example, analyzes students’ learning situation 
and course pain points, and proposes innovative ideas and ideas for the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teaching reform of the “Database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course “MOOC + MOOC Classroom” 
based on the course objectives, mainly focusing on teaching models,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ac-
tivities, teaching organization Six major aspects such as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should be innovated and practiced in practical teaching. It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basis for pro-
moting the teaching reform of data science courses oriented towards data literacy for financial 
and economic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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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财经类专业教育在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方

面成绩斐然，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才培养和国家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以大数据、

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对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人

民生活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诸多产业为顺应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在这些新

技术的推动下，人类社会开始进入数智时代。另外，基于国家教育部全力推动的新工科、新文科、新农

科、新医科“四新”重大工程建设的背景，对于新文科建设中推进学科交叉融合的大趋势下，数智赋能

的新文科财经类专业转型改革势在必行[1]。面对新的百年挑战，高等财经教育应当积极推进创新发展战

略，构建一个全新的财经教育体系，以价值观念为指导，加强文理融合，拓宽专业边界，强调数字化赋

能，以此来激发学生的潜力，推动财经教育的发展[2]。在中国现代经济变革与信息化冲击下的新财经高

等教育变革背景下，以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为财经类专业人才的培育，承载了新任务、新使命。 
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财经类专业人才教育，应该以基于新文科背景进行新财经的创新建设为重要抓

手。对于突出数字赋能特点、以提升财经类专业学生数据素养为导向的数据科学课程进行建设，以期在

不断深化新财经教育改革发展实践中起着推动作用。 
数据库技术作为数智赋能的基础技术，作为数据管理最有效的手段，极大地促进了数据管理应用的

发展。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课程作为经管类相关专业的大数据分析的第一门课程，是数据科学的基础课程，

注重基础性和实操性。本文基于数智赋能的新文科财经类专业转型改革势在必行的背景，按照《数据库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1144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王松 
 

 

DOI: 10.12677/ae.2023.13111448 9372 教育进展 
 

原理及应用》课程目标，通过对学生学情及课程痛点进行分析，提出《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课程“MOOC 
+ 慕课堂”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的创新理念及思路[3]。主要针对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活动、

教学组织、教学方法及教学评价等六大方面，在实际教学中进行创新实践。将对促进财经类专业学生数

据素养为导向的数据科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2. 学生学情及课程痛点分析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课程，是面向我校经管类大类专业、于大二年级下学期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

课程基本信息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Database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图 1.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基本信息 

2.1. 教学目标 

通过学习，对数据库管理技术的发展历程有所了解。对数据库系统的相关概念、基本原理和体系结

构完全掌握。在此基础上，重点掌握关系数据库的结构和特点，能熟练应用关系数据库标准语言 SQL 在

某一个具体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上进行数据库操作[4]。结合专业特点，全面提升数据管理的技能。为经管

类专业在数智时代数据挖掘分析能力融入专业知识打下良好基础。 
围绕教育部教高[2020] 3 号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结合推进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深入开展宪法法治教育；深化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五个内容重点，主要针对三类

教学体系、七个专业分类中符合经管类专业课程经世济民、诚信服务、德法兼修的重点育人方向，主要

基于国家战略、法律法规、社会实践、关注现实，培育社会主义可靠接班人[5]。在《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课程育德目标指引下，思政教学整体设计思路如图 2 所示。即通过将思政元素潜移默化地融入到课程内

容中，我们希望能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贯彻德育理念。我们的目标是让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

生活中，并通过头脑风暴来实现这一目标。同时，将课程讲授内容与国家发展相联系，对学生进行价值

观的引导，关注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时事热点，了解本学科的历史发展沿革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实现立德

树人润物无声。在教学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我们充分利用课程思政的元素，将其作为塑造价值、传授知

识以及培养能力的有机结合。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11448


王松 
 

 

DOI: 10.12677/ae.2023.13111448 9373 教育进展 
 

 
Figure 2. The overall design concep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图 2. 思政教学整体设计思路 

2.2. 学生学情分析 

本门课的教学对象是非计算机专业(经管类专业)的二年级本科生。授课对象的知识基础基本情况是主

要修过的信息技术类相关课程是信息技术课程(初高中)、大学计算机基础；授课对象的认知能力基本情况

是通过大学一个学年的学习，已具备本学科、计算机学科和相关学科自学能力；授课对象的学习习惯基

本情况是思维比较活跃、反应灵敏、思考有了一定深度，适应大学课程的学习习惯已养成；授课对象的

在日常生活学习中接触到数据库系统的基本情况是在当前互联网+和大数据应用的大环境下，通过各种信

息系统的使用都接触到支持系统信息管理的后台数据库。针对经管类专业(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基础教学

的规律，与信息系统后台数据管理基本操作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技能密切结合，特别是顺应应用型人才

培养的趋势，结合教学对象的专业特点，全面提升数据管理的技能，体现信息意识和计算思维，突出数

据库技术的基础性和实用性。 
通过学情分析，学生的优势和劣势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learning situation analysis 
图 3. 学情分析优劣势 

2.3. 课程痛点分析 

通过从学生课程评价、毕业生反馈、人才需求分析、相关领域专家交流等多视角了解，结合本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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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本门课程多年的教学过程和改革过程积累的经验基础上，再结合数智赋能的新文科财经类专业转型改

革势在必行的大背景，分析得出的教学痛点主要表现为： 
第一，课时越来越少(课程内容越来越多)。传统线下课程基本都存在课时越来越少，课程内容越来越

多的问题。 
第二，学生参与度不高。教的比重远远大于学的比重，以教师和课本为中心的“满堂灌”问题依然

存在。 
第三，教学过程管理不够。教学过程管理没有完整贯穿于课前、课中、课后的各个环节，没能有效

形成教学管理的闭环。 
第四，线上优质资源没有更好利用。没能把线上优质资源整合到课程学习平台，进行统一的优化和

设计线上学习课时。 
第五，应用能力培养不到位。理论内容和实验内容设计没能与专业思想很好的融合，实验过程也没

能很好地进行管理。 
第六，价值引领不足。课程育人功能不足，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没能有机融合。 

3. 创新理念及总体思路 

基于数智赋能的新文科财经类专业转型改革势在必行的趋势下。数据库技术作为数智赋能的基础技

术，作为数据管理的最有效的手段，极大的促进了数据管理应用的发展。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课程作为经

管类相关专业的数据库系统的第一门课程，是数据管理的第一门课程，注重基础性和实操性。秉持立德

树人、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充分渗透专业思想，反映学科前沿，将思想政

治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主要从教学目标的优化、教学内容的设计、创新教学方法的创新以及考核

方式的完善进行全面改革。 
 

 
Figure 4. Overall ideas of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teaching reform of “Database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图 4.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总体思路 

 
通过教学痛点的分析，以推动学校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宗旨，主要借助优质开放的线上课程，以

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理念。规划出一部分课程内容，通过线上课程来达知识点的实质等

效的传授，从而来争取到一部分线下(课程)课时来进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实施关联引进 MOOC + 慕
课堂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授课应用方式，实现线上备课、线下混合式授课、线上查看线上学习和线下课堂

的汇总数据，从而提高教学效果。采取有效的教育改革措施，既保持课程的完整性，又避免课堂的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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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激发学习者的兴趣，促进他们的主观探索，培养他们的实践操作，从而使他们更好地了解并熟练

运用数据库的核心概念及其相关的应用。《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总体思路

如图 4 所示。 

4. 教学改革创新实践 

以课程的创新理念及总体思路为核心，我们重点关注教学模式、内容、活动、组织、方法和手段以

及评价，以推动教学的发展。 

4.1. 教学模式创新 

基于课程问题的核心要点，即在不缩减课程内容，同时不增加课堂课时的前提下，以优质在线开放

课程、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实施关联引进“MOOC + 慕课堂”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

式，即关联引进本学期开课的中国人民大学杜小勇《数据库系统概论》基础篇的 MOOC 课程资源，实现

线上备课、线下混合式授课、线上查看线上学习和线下课堂的汇总数据[6]，充分提升教学效率。“MOOC 
+ 慕课堂”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如图 5 所示。 

 

 
Figure 5. “MOOC + Mu Classroom”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teaching mode of “Database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图 5.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MOOC + 慕课堂”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模式 

4.2. 教学内容创新 

基于数智赋能的新文科财经类专业转型改革势在必行的背景，优化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充分渗透专

业思想，反映学科前沿，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理实融合，优化实验，重视实操能力的

培养，注重知识体系的构建，使用高质量 MOOC 教学资源创建关联线上课堂。 
对本课程的育人功能进行全面深入的挖掘，本着“润物细无声”的理念，围绕“知识传授与价值引

领相结合”的课程目标，结合经管类专业特点，强化显性思政，细化隐性思政，秉持立德树人、学生中

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育人理念，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通过课程思政理念在《数

据库原理及应用》课程教学中的融入，引导大学生建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政治信仰和社会责

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人才[7]。 

4.3. 教学活动与组织创新 

为了解决“个人学习难控制、协作学习效果差”的痛点，以优化教学过程管理作为突破口，有效连

接课前、课中、课后各环节来组织教学活动，形成更为合理的教学闭环，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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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Teaching closed-loop of “Database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图 6.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教学闭环 

 

1) 课前：监督完成课前自学，精准掌握学习短板 
① 关联线上 MOOC，添加线上课时 
对课程知识点进行梳理，根据学生的学情进行分析，甄选出最基本的基础理论知识点，为学生布置

需要在课前完成的 MOOC 视频、随堂测验等学习任务，促成学生前置知识水平的提升。 
② 查看学情统计，关注最近发展区 
上课前，通过慕课堂后台的学情统计数据，认真查看学生的线上线下学习情况，切实进行课外督学，

真正设计更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的教学内容和活动，帮助学生基于最近发展区的知识吸收和学习提升。 
2) 课中：开展互动活动，提高课堂参与度 
① 随堂练习趁热打铁，有的放矢扫除盲点 
为了让学生在课堂上能够更大程度消化新知，合理使用练习功能向学生在线发放事先设计好的自测

题，不断对包括题库、练习库、问卷库和教案库等的数字资源库进行完善，加强掌握后台实时填答情况，

对于正确率较低的练习题进行二次强调，从而有针对性地扫除学生普遍存在的知识盲点和误区。 
② 发布主题讨论，聚焦思考问题 
课中设计主题讨论问题，引导学生聚焦重点问题进行思考，借助选人和现场加分功能，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 
3) 课后：监督学习进度，实现个性化反馈 
① 电脑端添加公告，小程序发布公告 
为了提高学生在课外的学习自觉性，定期使用公告功能，切实对课堂外的学生学习进行监督。 
② 利用可视化学习数据，精准预警后进学生 
通过后台数据为一些学生提供阶段性的、个性化的成绩水平预警：通过数据来向学生传达其目前的

等级，并暗示以此学习节奏直到期末可能无法获得一个较为理想的成绩，由此激发学生提升学习成绩的

热情，更积极地参与到后续的学习活动中去。 

4.4. 教学方法及考评反馈创新 

在课前、课中和课后各环节，积极思考和实施探究式学习、合作式学习、问题驱动型教学等多种教

学方法，采用实验实操、文献查阅、主题讲座、汇报展示、分组讨论、生生互评等手段增强学生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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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充分体现学生中心的教学理念。 
以促成学生进步为出发点，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设计多元的评价方式，且给与及时

反馈。 

5. 结语 

本文基于数智赋能的新文科财经类专业转型改革势在必行的背景，按照《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课程

目标，通过对学生学情及课程痛点进行分析，秉持立德树人、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育人理

念，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提出《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课程“MOOC + 慕课堂”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改革的创新思路。主要针对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活动、教学组织、教学方法及教学

评价等六大方面，在实际教学中进行创新实践。将对促进财经类专业学生数据素养为导向的数据科学课

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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