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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cours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The course "data structures and algorithms" is an important basic 

course for computer majo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the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based on the 

conception of Outcomes-Based Education (OBE),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e data structures and algorithms course. Aiming at the objectives of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we improve the course teaching methods and evaluation approach. 

Exploring more effective teaching designs, we organically integrate the teaching content wit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course, such as patriotism, professional ethics, legal awareness, etc. We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teaching process to help students achieve their learning goals. The "online and offline" collaborative teaching 

classroom is built to realize a new teaching model with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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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课程思政是新时代高校专业课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是计算机类专业的重要学

科基础课。在“新工科”背景下，基于 OBE 教育理念，在分析数据结构课程思政建设现状和问题的

基础上，针对课程思政建设目标，改进课程教学方法，课程评价方法。探索更多有效的教学设计，

将教学内容与爱国情怀、职业道德、法治意识等课程思政元素进行有机融合。对教学过程进行持续

改进，以帮助学生学习目标的达成。构建“线上线下”协同教学课堂，实现具有持续改进能力的新

型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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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以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为代

表的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兴起为工程发展

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为了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

培养新型工程人才，引领工程教育建设强国，教育部

提出了“新工科”建设要求，推动人才培养理念、培

养模式等方面的改革[1-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教育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等教育的

核心问题就是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坚持把思

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的整个过程，真正实现全员

育人、全过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3]。 

当前计算机类专业课程教学改革探索受到了社

会和教育界的高度重视[4]。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是

计算机及其相关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无论对进

一步学习计算机领域里的其他知识，还是将来从事理

论研究、应用开发及技术管理等工作都有着重要的作

用。 

2. OBE 教育理念

OBE（Outcome-Based Education）教育理念是

1981 年由 William Spady 率先提出，并逐渐成为美

国、欧盟等国家教育改革的主流理念，美国工程教育

认证协会将其贯穿于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的始终。2016

年 6 月，我国加入《华盛顿协议》组织，OBE 成为我

国工程教育认证体系的核心理念[5]。这一理念关注：

学生的学习成果是什么（学习目标）、为什么是这些

成果（设计依据）、如何有效地帮助他们取得这些学

习成果（教学设计）、如何知道学生已经取得了预定

的学习成果（学习评价）以及为了达到预定的学习成

果需要不断改进教学过程（持续改进）。课程设计路

线如下：首先课程学习目标的确定需支撑毕业要求的

达成，然后倒推课程学习目标需要哪些教学内容作为

依托，接着为了让学生掌握这些内容，需要进行怎样

的教学设计，最后针对教学设计的效果进行评判，即

设计能够客观反映学生学习成果的课程评价方式。 

3.基于 OBE 理念融入课程思政的数据结构课

程教学

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作为软件工程技术领域中

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

工程、数字媒体技术等相关专业的必修课程，主要介

绍计算机程序中的各种数据组织方式，包括线性表、

栈、队列、树、图的逻辑结构、存储结构和相关操作

的算法，以及查找、排序等常用数据处理方法。在工

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与 OBE 教学理念之下，数据结构

与算法课程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掌握各种典型数据结

构和查找、排序等处理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操作方法，

具备分析数据特征以及组织、存储和处理数据的能力，

能够面向实际问题，通过综合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方

案，并运用各种数据结构的存储表示及操作方法解决

问题，得到正确的结果。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

理解和掌握各种数据结构的概念及其有关的算法；熟

悉并了解常用数据结构在计算机诸多领域中的基本

应用。 

本课程要求学生从算法和数据结构的相互依存

关系中把握应用算法设计技能，使学生掌握解决复杂

问题的程序设计技巧和性能分析，即学会针对问题的

应用背景分析，选择最佳的数据结构与算法，从而培

养高级程序设计分析能力。为后续软件工程系列课程

打下良好的基础。 

数据结构与算法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非常

强的课程，学生在掌握各种数据结构的基础上一定要

尽可能多地上机实验，因此学习此门课程前应具备一

定的软件开发基础，如高级语言程序设计，面向对象

程序设计等。无论对进一步学习计算机领域里的其他

知识，还是将来从事理论研究、应用开发及技术管理

等工作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3.1.教学目标 

结合 OBE 教育模式，从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

素质目标三个方面，设计本课程的学习产出目标，并

分解到各个章节和课堂[6]。教学设计、教学过程都

以学生为本，围绕预期的学习目标来开展活动。教学

过程中教师作为知识的引导者和学生学习的助推者，

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开展教师导引、学生参与的互

动教学过程。 

知识目标：培养学生系统地掌握基本的数据结构

及其实现方法、各种经典算法以及初步的算法分析技

术；并对数据结构及算法的新发展、新应用有所了解。 

能力目标：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运用非线

性结构解决抽象复杂问题的能力；综合分析问题，提

出解决方案设计并合理优化算法的能力；程序设计和

编码实现的能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探究和终身

学习的能力。 

素质目标：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爱国敬业，坚定作

为未来的软件专业人员的责任与担当，自觉遵守软件

工程师职业道德规范；培养坚持不懈的学习精神、团

结协作的团队精神、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 

3.2.教学方法 

围绕本课程教学目标，可以从教学内容与实践环

节两个方面着手，根据这两个方面的不同特点与要求，

基于任务驱动和模拟情境的方法开展思政教育[7]。

在教学内容方面，梳理与推敲课程内容，挖掘课程内

容的时代背景与价值理念，以专业知识点为基础，采

用任务驱动的教学方法，找准思政元素的切入点，探

索思政元素的嵌入方式，实现教学内容与思政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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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融合；在实践环节方面，引入情境式教学方法，

结合计算机专业特点创设软件开发企业情境，将实验

与课程设计等实践任务模拟为企业项目，通过转换学

生角色与模拟项目管理过程，利用新情境模式有效开

展实践育人。 

3.2.1. 引入大数据学科前沿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根据国家发展大数据的战

略目标、教育部推进新工科建设的政策、理念来指导

课程教学。将大数据的学科前沿技术和话题引入课程；

例如，大数据技术中的 Hbase 数据库的体系结构中用

到树形结构与扩展线性表；大数据预测趋势与决策用

到树形结构及算法；利用大数据对社交网络进行分析

涉及图形结构及相关算法；对大数据进行查询和分析

用到哈希表技术。在学习相关基础知识时加入前沿应

用，充分发挥前沿话题的引导作用，扎实推进基础内

容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领学生课外阅读相

关文献，积极主动参与探究过程，提高研究和创新能

力。 

3.2.2.融入计算机文化 

为了培养学生对计算机学科的兴趣，使课堂学习

生动有趣，配合教学内容，适当融入计算机文化。包

括介绍计算机学科发展历史，我国计算机事业发展历

史，再现历史情景；介绍学科的开创者、先行者、算

法提出者、改进者的生平和贡献；介绍行业应用现状，

面临的挑战；介绍算法问题的一些趣味故事，例如：

“神秘电报密码：哈夫曼编码”，“哥尼斯堡七桥问题”，

“哈密尔顿周游世界游戏”，“中国邮递员问题”等。

培养学生对专业的感性认知，树立爱国敬业的使命感；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学习的思

想和方法。 

3.2.3.基于问题的探索式教学 

基 于 问 题 的 学 习 方 法  （ Problem-Based 

Learning，简称 PBL）起源于 1969 年加拿大的麦克

马斯特大学医学院，是一种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针对课程核心内容，把问题作为学习起点，以问题为

核心规划学习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围绕问题展开教学

活动。引导学生不断提出问题、思考问题、最终解决

问题，避免和杜绝“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

的积极思考的习惯。同时配合 PPT 动画，直观的展示

程序运行过程中数据结构的变化。 

3.2.4.典型实例驱动的启发式教学 

建立完善的课程知识点的案例体系，其中包括大

数据学科前沿和行业应用案例，理论与实践结合，从

实际问题出发，引出理论体系，最后通过理论解决问

题，回到实际当中。例如“树与决策树”在机器学习

中的应用。决策树的每一个支点都有着特定的代表意

义，在已知每一种情况发生概率的前提条件下，构建

一种预测模型，用于预测某一件事的可行性。比如，

依据未来七日的天气判定是否可以外出打高尔夫，事

先做好近七日天气情况汇总表，再依据汇总表构建决

策树，以此为依据有效预测是否可以外出打高尔夫。

可以让学生深入了解关于“树”的知识及有关运用，

为后续学习算法打下基础。实践案例让学生体会课程

内容与未来学习工作的密切关系，激发学习热情，提

高应用和创新能力。 

3.3.融入课程思政 

梳理与推敲课程内容，挖掘课程内容的时代背景

与价值理念，找准思政元素的切入点，探索思政元素

的嵌入方式，建立思政案例[8]。部分案例如下： 

3.3.1.绪论 

介绍计算机学科发展历史，我国计算机软件事业

发展的历程，目前我国信息产业面临的困境与问题，

说明科技发展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非常艰苦

的，需要几代人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坚定的信念，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爱国敬业，激发学

生的民族自豪感；坚定作为未来的计算机专业人才的

责任与担当；克服学习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的畏难情

绪，引发学生学习动机，自主探究意识；启发学生思

维、激发创新意识。 

3.3.2.队列 

以食堂打饭排队为例，说明排队使公共场所有了

秩序，使各项服务、工作能有序、高效地运行。有了

各项规章制度，社会生产生活才能安定有序进行。国

家法律为民生保驾护航，继而引出核心价值观中“自

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对美好社会的生动表达。

然后介绍软件工程师的职业道德规范，学术道德规范。

通过队列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队列的存储结构、操作

算法和代码编写， 更为深刻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中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和生活启发，能严于律己，

遵守规章制度，知法、懂法、守法，准守行业道德规

范，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好公民。 

3.3.3.树 

以家族、家谱类比树结构，一个个小家构成我们

的国家。家庭幸福，国家安康，祖国强大，我们才有

稳定的家庭生活。因此爱家、爱国是互相统一的。明

白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断地努力奋斗，做一个

有家国情怀的。通过对哈夫曼编码问题的学习，使学

生了解到工程问题中对于成本问题的考虑，理解其中

涉及的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问题，培养工程师思维，

在设计开发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正确运用工程管理与

经济决策方法。 

Advances i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volume 214

361



3.3.4.图 

图的最小生成树部分，提出问题：修建一条连接

n 个城市的高铁线路，寻找最小造价方案。使用现实

中的城市，增强学生的代入感。介绍国家在高铁建设

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增强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

同时也了解到国家在高铁建设上的巨额投入，意识到

寻找最小造价方案的必要性，树立作为未来工程师的

使命感。 

3.3.5.排序 

通过对多种排序算法时间空间复杂度的分析比

较，让学生了解到功能相同算法在性能方面有着巨大

差别，培养工匠精神，对于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要精益求精，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对算法性能进

行分析的过程中，渗透哲学中的辩证统一思想，算法

的优缺点并不是绝对的，优点缺点共存，如同人一样，

每一种算法都有其适用范围和局限性，并且提高某一

方面性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要根据实际应用的情况

合理选择算法。同样的，同学们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职

业发展路径。 

3.4.评价方法 

学业成绩评定内容主要包括学习态度、基本知识、

基本能力、应用能力、思维能力、编程能力、表达能

力等方面。课程评价方法采用多元评价体系，主要包

含如下几个方面： 

平时成绩(10%)：平时成绩由考勤、平时作业完成

情况、课堂表现、互动情况、网络教学平台参与程度

等考核点组成。利用日新学堂混合云平台进行签到，

抢答，主题讨论，随堂练习等活动，发布通知和作业，

每次作业进行评分反馈。并统计出每个同学的学习曲

线，观测其访问次数、上交作业次数、阅读教学材料

次数、发表话题次数、参与讨论次数等指标，进而监

控其学习过程，并适时给予警示和帮助。 

上机实验(30%)：本课程包括 20 学时课内实验，

共完成 5 个实验，每次实验进行一次考核。要求学生

进行现场程序运行演示汇报，过程中穿插提问，检查

程序能否正常运行，在输入测试数据后能否输出正确

结果，有无必要的错误提示，程序性能和健壮性如何，

学生是否表达思路清晰，回答问题正确。根据综合情

况给出评价和反馈。实验后要求学生上传代码和实验

报告，根据代码是否规范简洁高效，报告是否内容完

整，条理清晰，格式规范等标准，给出评价和反馈。

主要评价学生的学习态度、上机操作规范、分析问题

能力、编写程序解决问题的能力、代码规范、书面和

口头表达能力等。 

期末考试(60%)：学期末进行期末考试，形式为闭

卷笔答。题型为单项选择题、填空题、综合应用题、

算法设计题等。评价内容主要包括各类基本数据结构

类型和相应的存储结构的基本知识，占总分比例 50%；

针对给定问题，选择适合的数据结构，设计和分析算

法的应用能力，占总分比例 50%。 

4. 结论

文章内容一定要有结论部分。新工科建设是国家

主动应对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在教育上的战略行

动。课程思政是高校实现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的有效途

径[9]。我们基于 OBE 教育理念，改进教学方法，评

价方法，融入课程思政。探索更多有效的教学设计，

对教学过程进行持续改进，以帮助学生学习目标的达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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