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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常态化的展开，对课程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针对《Python程序设计》的教学特点，确

定了课程思政目标，并提炼了Python中部分知识点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文章结合当前具体教学环境，提

出了问题讨论、项目实战、课外阅读、挑战英雄台等四种课程思政教学实施方法，并设计了以知识点为

中心的教学方案，将思政元素全方位地融入到Python程序设计语言的教学中。实践发现，这有利于实现

隐性思政教育的育人目标，也是对建设一流课程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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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rmalization of curriculum politics sets higher demands for course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of Python programming, this paper determin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objectives of the course, and refin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ontained in 
some knowledge points in Python.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pecific teaching environ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four kin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ethods, that is problem discus-
sion, project practice, extracurricular reading and challenge hero platform, and designs the teaching 
schemes on knowledge point, to integr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teaching 
of Python language. It has found in preliminary practice that it is good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goal of implici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s a useful explor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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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立德树人是高校教学工作的中心任务，要将人的发

展作为教育价值的起点和终点[1]，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始终，实现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

人。高校要通过积极开展课程思政建设，与思政课程形成同向同行、多方协同的新育人格局，全面推进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新发展[2]。 

2. 课程思政 

“课程思政”作为一种教学理念，需要通过充分挖掘各门课程自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并融入课

堂教学各环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融合。只有深植于对课程体系的全面理解，才

能恰当地运用现代化教学能力，实现课程思政建设的有效切入——挖掘与融合。我国高等教育要为祖国

培养的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希望他们具有做人做事的良好素质和品

格、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肩负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和责任。而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课程

质量直接决定了人才的培养质量。任何一门课程都天然蕴含着丰富的价值观元素，因此课程在知识传授

的同时也在进行价值观的传达[3]。“人”比“才”更为根本，课程思政的核心在于：强调价值塑造，在

知识传授中实现价值塑造。 

3. Python 程序设计中的课程思政 

3.1. 课程概述 

《Python 程序设计》课程是一门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也是一门工具课，可以帮助学生解决专业、

工作、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是智能时代的学生所必备的实用知识。《Python 程序设计》课程中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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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入，能够借助它将所学运用于问题解决贯穿于学习和生活的特质，让学生顺其自然地接受爱国情怀、

科学伦理、责任担当等方面的教育[4]。 

3.2. 课程思政目标 

通过《Python 程序设计》课程的学习，帮助学生逐步掌握利用 Python 进行问题求解的方法，培养学

生的计算思维。通过在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使学生掌握将复杂问题逐步细化的逻辑思维能力，培养模

块化的程序设计思想，掌握分工合作的学习方法进而增强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信心，增强团队协作意识、

团队精神，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着眼未来，培养大局观。 

3.3. 课程思政元素的提取 

课程思政是对教育理念的发展。它不是要抛弃知识点，而是要深入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作

为教师，需要做到“节节课有思政”，实现价值引领、知识教育和能力培养的融合统一。基于此思路，

我们提炼了 Python 程序设计中部分思政元素： 
1) 数据类型知识点，通过讲解不同类型数据的存储空间占用情况，讨论为什么要划分数据类型，进

而延伸到资源节约。也可通过讲数据的精度问题而联想到中国的超级计算机，使学生具有民族自豪感。 
2) 顺序结构程序设计，通过讲解 IPO 编程方法和技巧，讨论问题求解的基本方法，通过对算法设计、

程序设计，引导学生体会工匠精神核心思想。 
3) 分支结构程序设计，分支即面临着选择，我们人生面临着多次的抉择，引导学生进一步体会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了实现自己人生目标、为了为社会做贡献，我们要慎重选择我们的方向。 
4)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在程序设计的教学中，给学生灌输“周而复始、熟能生巧”的工匠精神，我们

要掌握一项技术，必须付出百倍的努力，反复实践，方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5) 函数知识点，合作共赢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核心和目的，有分工就有合作的需要，

有合作才可能有分工者之间的共赢。在 Python中，函数的重要作用就是实现分工合作的模块化程序设计，

学生体会到合作学习的重要性。 
6) 网络爬虫知识点，“盗亦有道”，不同的爬虫会对爬取的网站产生较大的影响，通过介绍公共文

件数据处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引导出学生在数据存储、数据文件操作等方面的安全意识及道德规范。 

4.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 

计算思维的本质是抽象和自动化。因此，计算机类课程在讲授知识的同时，非常注重学生的主动思

考和实践应用。这两个维度能帮助学生极大提高知识习得的内化率。我校的《Python 程序设计》课程是

一门异步 SPOC 课程，注重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在共享中国大学 MOOC 上嵩天老师的国家一流课程资

源的同时，在学校网络教学平台上建立了丰富的自有资源库，为学生在 EDUCODER 平台上设置循序渐

进的实训环境。此外，每个教学班在 QQ 上都建立了学习群，来及时跟进互助和答疑。 
基于此教学模式，在课程教学中，课内主要采用问题讨论、项目实践，课外主要采用课外阅读、挑

战英雄台方式进行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4.1. 问题讨论 

课堂教学时，根据某一个知识点引出的问题进行探究与合作，主要用于一个知识模块结束后的拓展

与延伸。将知识的讲授改变成问题的讨论和话题的辩论，减少知识的讲授环节和时间，由问题完成对学

生价值引领，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流程由设置情境、提出设问﹑思考探讨、深入提升构成[5]。 
例如，在计算生态的机器学习知识点，设置问题讨论：AlphaGo 为何能打败围棋职业高手？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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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出现和应用，会对你们将来的职业发展带来什么影响？ 
思政元素：思考“人”的关键作用，思考科技发展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的连锁变革，培养人工智能意

识和思维方式，建立大局预判意识，鼓励同学们探索未知，掌握过硬的本领，适应新技术迅猛发展的新

时代的需要。 

4.2. 项目实践 

多个同学一起完成一个实践项目，过程贯穿课程教学的周期，此方式主要用于完善 Python 学习的闭

环。学生按组间同质、组内异质的原则组建成 4~5 人的实践小组，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在项目中找到适

合自己能力的任务共同进行项目体验学习。实践任务紧密联系学生实际，通过实践项目培养学生的科学

探究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提高学生的编程实践能力。 
例如，布置 Python 课程大作业——设计一个小游戏或一个应用工具。确定选题后，大任务分解细化

成若干 Python 语言的小任务；组长组织小组成员进行讨论，分配小任务给具体承担人，把控任务执行进

度；组员们定期讨论，共同确定实现任务的库和工具、任务实现的具体功能，交流个人任务的进展情况，

反馈遇到的具体问题，共同进行问题分析和解决。 
思政元素：身体力行地体验把一个大的复杂问题层层转化为一个个小的简单问题来解决的科学思维，

体会“简单与复杂”、“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并以此为基石，理解“分工合作”的重要意义，思

考个人在团队中特点、责任和提升方向，以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在认知–实践–反思–改进的循环中完

成团队和个人的共同成长，培养团队沟通互助的核心能力。 

4.3. 课外阅读 

课程在学校网络平台中提供了关于计算机文化及 Python应用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以图片、视频、

音频、论文等多种形式呈现，教师引导学生课外阅读[6]，并提出引导性问题，鼓励学生在讨论区上留言。 
例如，在学习“Python 特点”知识点时，让学生学习通观看资源：Python 开源 IDE 环境、解释器；

年增长以万计数的第三库等。同时在讨论区提问：开源给 Python 带来了什么？ 
思政元素：“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在软件开发领域，团结合作的最佳途径就是开源。软件的

开源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工作效率，促进了全社会文明的进步。那些不太愿意看到中国发展壮大的势力，

试图对我国进行科技封锁。我们应该具备宽广的胸怀，乐于奉献，团结和服务于世界人民的大多数，决

不能走主动脱勾、闭门建设的错误道路[7]。 

4.4. 挑战英雄台 

在 QQ 学习群发布编程题，进行一周一次的编程小挑战，挑战截止后，请最完成挑战的同学用屏幕

分享，给大家介绍他的想法思路和实现过程，教师最后进行引导总结。最早成功的三名同学登入当周英

雄榜，并请他们留下对挑战题的感受作为签名。 
例如，通过信息化工具发布挑战题：一张厚度为 0.1 毫米的足够大的纸，对折多少次以后才能达到

珠穆朗玛峰的高度？ 
思政元素：“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建立起指数增长的概念，消除错误的“直觉和经验”；当下

力量弱小没关系，就怕不努力和不坚持，只要有恒心、有毅力，坚持不断成长，日积月累，终会有所成[8]。 

5. 课程思政实践效果 

从课程思政建设的内容上来看，我们主要从修正师生角色作用、改进和完善教学资源(教学内容)、灵

活教学形式和方法等几个方向上进行了研究和实践。在原来的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中心基础上，改革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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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教师越来越重视教的创新性，以激发学生学的主动性上。这种创新体现在对教材的编排和呈现、教学

体系的规划和教学内容的设置上，落实在自主学习、合作学习、课外阅读、挑战英雄台等多种教学形式

和手段的综合运用上，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实现了思想启迪和价值引领。

合适的教学方法的使用，通过“基因式”融入，让立德树人“润物无声”，将思政的“盐”融入到课程

的“汤”中。 

6. 小结 

在课程教学中，通过课内、课外的无缝融合，基于讨论、项目实战等方式，在信息化工具辅助下将

课程思政隐性地融入到知识点教学中，使学生切实地感受到了教学方式的变革创新和高效运用，有助于

课程思政在知识传授中的隐性实施。同时，好的思政元素可以使课堂更加形象、生动。所以，深入挖掘

思政资源是一项要长期进行的必要工作。但要完整地实现课程思政的教育目标，还需要教师设置有效的

形成性评价和全面性评价相结合的激励体系[9]，帮助学生发现自身特点，培养运用能力，学会协作与信

任，在学习迭代中帮助学生从内到外真正实现价值塑造，这也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下一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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