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2, 10(6), 1430-1435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6228  

文章引用: 艾静, 孙敏.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数据结构”课程的教学研究[J]. 创新教育研究, 2022, 10(6): 1430-1435.  
DOI: 10.12677/ces.2022.106228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数据结构”课程的 
教学研究 

艾  静，孙  敏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2年5月11日；录用日期：2022年6月22日；发布日期：2022年6月29日 

 
 

 
摘  要 

“数据结构”课程是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是近几年计算机应用发展的

一个新的分支专业，传统的“数据结构”教学模式无法满足新专业的要求，结合实际的课程授课经验，

以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及分析和解决实际应用问题的实践能力为目标，从课程内容、教学方式、

实践教学环节和考核方式等方面探讨了“数据结构”课程的教学改革研究，为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培养实

践性人才提供了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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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 structure” course is a core course of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specialty. Digital media tech-
nology major is a new branch of computer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tradition-
al “data structure” teaching mode can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major.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course teaching experience, it aims to cultivate students’ solid professional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actical application problems.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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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es the teaching reform of “data structure” course from the aspects of practical teaching 
link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which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for the training of practical talents 
in the major of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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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是 2012 年才出现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属于计算机类专业。

2020 年，教育部才将数字媒体技术专业设置为工学门类专业，属计算机类专业，授予工学学士学位。数

字媒体技术专业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专业，要求学生掌握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的几轮知识、核心知识已经在

游戏设计、交互技术开发、影视特效制作相关领域开展技术研发、应用及内容制作相关知识。数字媒体

技术专业是属于计算机类的，因此，“数据结构”课程被设置为专业核心课程，是必修课程。传统的“数

据结构”课程的教学重点是培养学生的数据抽象能力和进行复杂程序设计的能力，重理论且轻实践，内

容生涩难懂且枯燥[1]。为提升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成效，本文结合实际的课程授课经验，从课

程内容、教学方式、实践教学和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讨。 

2. 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研究 

“数据结构”课程体系庞大，知识点繁杂且抽象，与数学练习较为紧密，对学生的逻辑思维要求较

高。经调查，发现大部分高校教师在进行该门课教学时，基本是以单个知识点进行实例讲解，内容单一

且实例应用性较低[2]。课程内容从始至终都是重点难点且相互联系，学生在课程的学习过程中，感觉概

念抽象理论化不易理解，算法抽象难懂，在学完课程后，没有掌握数据结构所解决问题的实质，知识点

零散，在遇到实际问题时，很难活学活用。同时教师也普遍面临既要教好，又要教完的尴尬局面。前导

课程类的程序设计类课程掌握不好，直接影响到数据结构课程的教学效果，不仅对数据结构中涉及的程

序理解不清，也缺乏实际动手能力，使得学生在数据结构课程实践过程中会碰到重重困难。学生若对前

导程序设计类的知识掌握不好，就将感到数据结构内容繁多且难于理解，从而丧失学习兴趣和信心。针

对以上问题提出几点改革： 
1) 引导学生对课程知识点进行梳理与整合。 
数据结构课程教学内容包含基本数据结构(线性表、栈、队列、串、数组和广义表)、复杂数据结构(树、

二叉树、图和动态存储管理)以及数据结构的应用(查找和内部排序)，面对多而繁杂的内容，如何合理有

效地组织教学内容，是课程教学改革面临的首要问题[3]。尽管数据结构的知识点比较多，但整体的知识

主线比较清晰，每种数据结构都围绕三个内容进行讨论——数据的逻辑结构、存储结构和相关操作算法。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对知识的理解是片面的、零散的，不能将相关的知识串联起来。这就要求在教学内

容的梳理中抓住知识主线，整合和更新知识体系脉络，对教学内容进行有机组合和裁剪，突出重点、难

点，使学生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不断地提高学习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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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先构建核心知识点，在次基础上进行扩展知识点。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后阶段的项目开发和理论

教学都需要核心知识点的支撑，课堂教学中，每一个独立的知识点或算法对应一个具体的案例，教师可

以使用每个具体的案例，由浅入深讲解和演示案例中所体现的知识点或算法内容。“数据结构”课程的

知识体系图如图 1 所示。学生在顺利完成核心知识点的理解和实践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拓展延伸学生

的能力，在项目的框架下，扩展新的知识点，培养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 
 

 
Figure 1. “Data structure” knowledge architecture diagram 
图 1. “数据结构”知识体系图 

3. 教学方式改革的研究 

传统的“数据结构”教学方法是在多媒体教室中，主要采取“以教师为中心”的讲授法，全程由教

师主导，进行知识传授，学生只能被动接受知识，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低，缺乏学习兴

趣。在数据结构的理论和实践教学中，应该既重视讲授理论知识、培养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

力，同时也要重视学生算法的实践能力。在课堂的教授过程中，灵活使用“案例法教学”、“问题式教

学”、“分层式教学”、“以竞促学”、“跟踪法”等方法[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使用具有一定挑战性和趣味性的案例进行教学，可以

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案例的设计应该逐步提高、前后连贯、紧密联系实际问题，在实际教学

过程，将案例进行分析，逐层分解，完成示范性教学，让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由兴趣出发去理解抽

象难懂的算法，让学生真正明白，所有的算法来源于实际生活，又用之于实际生活，从而消除学生的畏

难心理，培养学生对问题的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提高学生的自主能动性，按照如下图 2 所示的场景

分析，场景设计，数据结构以及算法的引入，总结与延伸四个步骤，与学生共同就教学中使用的案例共

同探讨和促进，图 2 所示的方法充分融入到了课程教学的案例内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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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process diagram of case teaching method 
图 2. 案例教学法过程图 
 

案例教学法示例：栈与队列的案例教学情境：“玻璃杯与乒乓球”游戏。 
这个案例在课堂教学中可以使用真实的玻璃杯和乒乓球，乒乓球的直径与玻璃杯口的直径一致，直

观的在课堂上给学生进行演示，使学生更有兴趣，更清楚的理解和认识栈与队列的思想。 
a) 使用有杯底玻璃杯进行演示，连续向空的玻璃杯中放入多个乒乓球，让学生看到这种“先进后出”

的特点。 
b) 引入数据结构中的“栈”，讲解栈的相关概念； 
提出“栈”的第二个典型操作：进栈，讲解进栈的过程。对应向有底玻璃杯里，放入乒乓球的过程。 
提出“栈”的第三个典型操作：出栈，讲解出栈的过程。对应从有底玻璃杯里，取出乒乓球的过程，

如果要取出乒乓球，最先取出的是最上面的乒乓球。 
c) 鼓励学生对“玻璃杯与乒乓球”案例和栈的知识点进行交流、归纳和总结，理解栈的思想，思考

栈的优点。教师总结栈的相关知识内容，提出使用栈的实际应用的场景，如当场景中出现“先进后出”

的特点，可以优先考虑栈这种数据结构。 
d) 教师总结使用栈进行数据操作过程中，必须满足“先进后出”的特点，栈是一种操作受限的线性

表，引出与之相反的，满足“后进先出”特点的新的数据结构“队列”，完成了知识的总结和延伸过程。 
教师可以在下一次课里，继续使用相同的“玻璃杯与乒乓球”案例，这个案例里，玻璃杯是一个没

有杯底的玻璃杯，对“队列”进行讲解。 
根据以上步骤，教师全面的向学生传授栈与队列章节的内容，并因为使用同一个案例，可以使得学

生充分理解栈和队列的区别，这种比较和总结过程，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除此之外，还可以结合游戏实例来讲解数据结构的知识，我们可以通过讲解使用“数据结构”中的链表

来实现坦克大战游戏的发弹功能[4]。链表的特点是长度不固定且插入删除操作快捷，坦克大战游戏中坦克

发射的炸弹时间是随机的且炸弹个数无法确定，我们就可以用链表来存储坦克的炸弹。教师给出案例并提出

问题，然后让学生思考实现过程[5]。这样提高的学生的积极性，同时趣味性的案例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师应该突破传统的“数据结构”中的案例，多采用实际生活中的实例和游戏实例来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 

4. 实践教学环节改革的研究 

基于课堂教学的基础，在实验环节，安排小的案例让学生独立完成，学会模仿及独立完成场景分析，

场景设计，数据结构以及算法的引入，总结与延伸四个步骤，进一步的强化课程理论的知识，提高动手

能力，为进入企业后在面对企业项目时，如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实验教学内容的设

计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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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content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表 1. 实验教学内容 

章节 引入案例 实验任务 训练阶段 

第 1 章顺序表 银行取号排队 顺序表及基本操作模块 基础 

第 2 章单链表 约瑟夫环问题 单链表及基本操作模块 
实现约瑟夫环 

 

第 2 章栈 “玻璃杯与乒乓球”游戏 表达式求值 验证 

第 3 章队列 “玻璃杯与乒乓球”游戏 进程的顺序调度  

第 4 章串 网站登录模块 登录界面设计 
登录验证模块 设计 

第 5 章矩阵 演出队伍的编排 矩阵的转置  

第 6 章树 图像压缩问题 
二叉树的创建 
构造哈夫曼树 
哈夫曼树编码 

 

第 7 章图 最短路径问题 图的定义及创建 
拓扑排序模块 

 

 
实训环节，是对前面已学的知识和案例进行综合性组合的过程，充分以企业的需求为导向，以培养

学生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及分析和解决实际应用问题的实践能力为目标，全方位考察学生的专业理论知

识，训练学生思考能力，分析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实训教学内容的设计如表 2 所示。 
 
Table 2. The content of training teaching 
表 2. 实训教学内容 

章节 教学内容 实训任务 训练阶段 

第 8 章查找 
第 9 章排序 学生信息管理系统 

任务 1：界面设计 
任务 2：创建通讯录 
任务 3：学生信息的添加、修改、删除等模块 
任务 4：查找模块 
任务 5：排序模块 应用项目 

第 7 章图 校园导游系统 
任务 1：界面设计 
任务 2：校园景点，景点之间的路径调研和设置 
任务 3：导游查询模块 

5. 考核方式改革的研究 

传统的数据结构考核以期末笔试成绩为主，平时成绩为辅，而平时成绩一般由作业和实验等成绩组

成。笔试主要考核学生理论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而学生能否将专业知识学以致用却不能通过考核来评

价。纸质作业只有少数同学认真完成，大部分同学都是应付了事，达不到巩固知识的目的。提交的电子

版实验报告只是将实验内容和程序截图粘贴在报告文件中，雷同率高，不能充分反映学生实际的动手编

程能力。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更注重的是计算机知识的应用，淡出的卷面考试无法考查学生对知识的应用

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增大实验和平时成绩的比例，甚至可以将考试改为考查。在课程结束前给出考查题

目，列出多个实际问题，然后让学生选择若干问题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所需的知识点，并给出程序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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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通过查看学生的解题思路了解的知识运用能力。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的解决问题能力，也提高了学

生的交流能力。如果是小班上课，班上只有 30 人，将全班同学分为 5 组，给出 5 个大题目，比如运动会

分数统计、飞机订票系统、通讯录的制作、银行业务模拟、成绩管理系统，让学生分为 6 组去完成这些

大题目，每组同学要写出代码，并制作出 PPT，让每组同学现场讲解解题思路，同时我会准备六个问题，

现场提问，再让大家去写报告，学生的期末成绩 = 小组成绩*0.3 + 回答问题*0.3 + 报告*0.4。通过现场

回答问题和报告能区分出学生的知识水平，而小组作业可以让大家相互学习，学习能力强的可以带动学

习能力差的，构建一个和谐的学习氛围。 

6. 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的专业要求和“数据结构”课程的传统教学方法的缺点，结合实际

的课程授课经验，以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及分析和解决实际应用问题的实践能力为目标，从课

程内容、教学方式、实践教学环节和考核方式等方面探讨了“数据结构”课程的教学改革的研究，提出

了应用以课程知识网状化、课程教学案例化、案例趣味化的教学方式，以及转变考核方式为主要内容的，

体系化建设数据结构课程，全方位提高面向企业需求的应用技术型人才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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