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业 

第 1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2 年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73 

Commerce 

高职院校计算机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方柯 

河南物流职业学院 

DOI:10.12238/cj.v1i1.5365 

 

[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教学方式和“互联网+”的有机融合已成趋

势。传统的教学模式在此过程中必然需要做出改革,特别是针对计算机专业进行课程思政的过程中,如何

才能把握时代脉络和学生特性,创建更好的学习氛围。本文从当前“互联网+”背景出发,首先分析了高

职院校计算机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首要抓手,探讨进行计算机专业课程思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

对目前课程思政中出现的遗漏点和缺陷进行分析, 后给出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意见,为同类课程开展课

程思政教学与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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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and "Internet+" has become a tren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must be reformed in this process, especially in the process of computer science course Civics, how to grasp 

the pulse of the tim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and create a better learning atmosphere.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Internet+", firstly, it analyses the primary grasp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of computer science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the 

curriculum of computer science, at the same time, it analyses the omissions and defects in the current curriculum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finally, it gives some targeted opinions for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imilar courses to carry out the teaching and reform of curriculum thinking an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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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课程思政是新时代背景下党中央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

新要求,要以立德树人为导向,坚定的政治方向为核心,将明确

的德育元素融入到课程的知识传递过程中。为实现该目标,一方

面需要教师肩负起道德引领职责；另一方面要使教学活动发挥

出立德树人的功能,构建思想政理论课、综合素养课程、专业课

程三位一体的高校思政课程体系,实现全课程育人。2016年,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把立

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

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

面”。同年,国家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指出,高校要进一步转变理念,

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高职院校贯彻落实

“四个回归”的要求,就是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

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建设,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共同构建了思政教育主阵地,两者

之间相互支撑、相互补充。加强各专业和各学科“课程思政”

建设,既是新时代高职院校有效开展“三全育人”工作的有力抓

手,又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重要举措。 

2 高职院校计算机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首要抓手 

课程思政是高职院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课程

思政”建设就是要把思政元素贯穿并渗透于教育教学活动的整

个过程和各个方面,进而多角度、全方位提升学生的思政素质、

人文素养和专业知识。 

充分挖掘专业知识所蕴藏的思政元素,激活各类课程的价

值属性,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首要抓手。首先,课程思政教育要突

出政治功能,通过课程教育落实高职院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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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使命。结合高职院校的根本使命和育人定位,课程思政要

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理想和社

会基本道德,在课程教学过程完成立德树人教育。其次,课程思

政教育要发挥专业课程育人功能,要结合知识点提炼文化自信、

爱国情怀、人文精神、法治意识、社会责任等内容。再次,课程

思政教育要融入专业课程的价值属性。计算机类专业课程要结

合工科类专业课程的特点,挖掘和厘清课程的价值属性,从而确

定课程思政的内涵。计算机类专业课程的价值属性包括专业性、

实践性、创新性、科学性。因此,计算机类专业课程思政元素要

充分吸纳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职业态度以

及追求卓越、大胆创新的科学精神。 

3 “互联网+”背景下计算机专业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 

3.1教学模式的改变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互联网+"技术对课堂教学的改变

是极其深刻的。一是围绕课程思政建设的相关要求,将课程思政

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标准、课程教案、课堂知识点、课堂教学环

节、课程评价等五个要素中。在课程标准制订中,将课程思政育

人目标融入到课程目标之中。在课程教案和知识点设计中,注重

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将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模

精神等要素融入具体的教学内容之中。在课堂教学环节,在课堂

引入、课中讲解、课后拓展等环节结合实际教学情况,灵活开展

思政教育。在课程评价环节,对照课程目标设定的思政教育要求,

注重对学生开展形成性学习评价,将学生平时上课表现、实训教

学过程的态度等纳入到评价之中。 

3.2加强教学资源开发,激活专业课程的价值属性 

课程思政教学资源的开发首先要符合课程思政元素融入的

要求,然后由思政教师、专业教师、技术人员共同研究确定教学

资源开发的内容, 后再由技术团队根据内容要求开发教学资

源。三是创新思政教学方式,营造专业课程的育人氛围。可在项

目教学或任务教学中实施思政教育。在教学手段上,应充分开展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通过线上网络平台学习和线下课堂学习

的有效结合,实现课程思政全方位、全过程的有效育人。四是构

建双结构教学团队,打造思政教育创新教学团队。计算机专业课

程思政教学团队可以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专职辅导员

等组成。教学团队可针对计算机类课程思政建设的存在问题,

着力开展专业课程思政教育内涵、融入模式、教学方法、教学

资源等方面的教学创新,从而更好地推动专业课程思政教育工

作的发展。 

3.3体现高校教学特色 

在当前的市场化的办学背景下,教育不仅需要保证教学成

果的展示,还需要具备本院校的特色。而针对计算机专业来说,

开展课程思政建设,能够保证高校在办学过程中体现出自我

办学特色。在进行思想道德素质提升的过程中能够将展现学

生的特质,从而体现出学校自身的办学特色。同时,通过课程思

政的建设,能够对学生的精神世界进行充实,满足学生的心理需

求,使学生能够在知识技能的学习过程中养成良好的思想政治

水平。 

4 “互联网+”背景下计算机专业课程思政的困境 

4.1课程思政建设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当前的计算机专业课程思政的建设中,可以明显发现,课

程思政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主要受到了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方面是由于计算机专业属于知识技能性专业,学校在进行计

算机专业课程的传授过程中,更多的是着重于专业知识与技能

的培训,主要关注的是对学生的基本技能的保证,让学生能够掌

握充足的知识技能,从而忽视了课程思政的建设。另一方面,则

是在“互联网+"的背景下,高校学生对于课程思政的认知程度和

认同感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这导致部分高校学生对课程思政有

一定的排斥心理。在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十分容易对当前的课

程思政建设产生消极影响。这种忽视,不仅体现在课程思政的建

设方面,部分情况下还会体现在课程思政的教师上,对于整体课

程思政氛围的构建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4.2缺乏内在驱动力 

内在驱动力是指高校领导层能够在正确认识到课程思政的

重要性后,从内部开始进行的课程思政的推进工作。但是值得注

意的是,当前部分高校的领导对于课程思政的认知程度尚浅。没

有对课程思政形成良好的认知能力,这就导致了在进行课程思

政建设的过程中,高校往往采取了消极的推进建设态度。而这种

态度会很容易感染到授课老师和学生,从而让高校从上到下、从

内到外都出现一定的抵抗情绪,这大大的十扰了课程思政的建

设的推进。在当前的“互联网+”背景下,课程思政的建设成果

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会进一步影响高校教师、领导推进课程思

改的信心,更加影响了正常的教学过程的推动。 

4.3课程思政缺乏自我吸引能力 

自我吸引能力是让学校能够快速接纳课程思政的重要影响

因素。但是部分高校受到了自身办学资源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

在进行课程思政的投人过程中常常存在着资源投人不足的情

况。而领导层对于课程思政的错误认知又会加剧这种资源投入

不足的情况,造成课程思政建设的停滞。而在当前的“互联网+”

背景下,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对于信息的接受程度大大提升,对于

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也在不断提升。但是由于思政建设的平台

不足、方法不够新颖、活动不够丰富等多方面原因,造成了学生

在对课程思政了解的过程中会产生自我抵触心理。同时,计算机

专业偏向于技能的学习,学生在就读专业过程中就更加推崇专

业知识技能的学习,而忽视了对自身素质的学习。在这些原因的

共同影响下,学生对于课程思政的兴趣不大,没有主动地参与到

其中的意愿。 

5 “互联网+”背景下计算机专业课程思政的实践

措施 

5.1完善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模式 

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的改变是顺应当前“互联网+”背景下

计算机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 常用的手段,也是 理想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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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老师需要改变自身思想格局,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加强

对于学生思想政治建设,通过对现有的课程理论知识的研究,挖

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通过

理论知识传递的方式,让学生能够感受到爱国、敬业、诚信等核

心价值观。通过激发学生认知、情感和行为认同的方式,将高校

现有的教学模式进行优化处理。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上

进行教学过程的优化,让学生和教师都能够认知到课程思政的

重要性。 

5.2创建计算机专业思政案例资源库 

由于计算机学科发展快、新技术层出不穷、网络学习资源

丰富,计算机专业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及目标性会更强。以笔者所

在学院来看,大部分学生会紧跟新技术发展趋势,主动开展课外

知识的学习。因此,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时,所使用的元素及案例

应紧跟技术前沿。一方面与学生兴趣点相吻合,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另一方面通过前沿案例分析逐步过渡到底层的知识点,引导

学生思考所学知识的本质。此外,教师还应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

动性,让学生结合所学课程内容及个人兴趣点来寻找科技小故

事或案例,通过亲自讲解及体会来让学生学会如何树立正确的

科学价值观。 

目前课程思政建设与改革中的共享资源较为缺乏,教师自

建并维护思政案例资源库的工作量偏大。对于计算机专业课程

思政建设,可采取本专业具有特色的互联网共享思维与众包思

维。在Github之类的开源项目托管网站上,按课程名称、资源类

型、案例素材类别等特性来分门别类建立资源库,利用众包方式

不断丰富资源,从中国特色技术发展道路、大国崛起、国家重大

需求导向、大国工匠、科技与法制等多个层面来细思政元素,

构建具有普适性和推广意义的思政案例资源库。 

5.3加强教师基础能力建设 

教师的基础能力和专业素养决定了高校学生的学习成果,

而教师的政治素养则决定了学生的思政教育水平。这个就需要

高校着重提升计算机专业老师的综合素质水平。一方面是要加

强教师的专业知识能力水平,让教师能够在教学的过程中优化

教学模式,提升教学质量,让学生能够学习到更优质的知识和技

能,从而保证学生的学习有效性。另一方面则是需要让老师坚持

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教学的过程中具备高尚的道德素养。同时遵

守相关的教师规章制度等内容。同时教师需要提升对于课本知

识的理解程度和掌握程度,从而正确分析其中的内在联系,将其

中的思政建设进行提取和传授。 后,还需要加强计算机专业教

师的教学模式和组织形式的提升和教学。 

5.4构建线上线下混合式的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体系 

高职教师需重视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评价,并为此建立有

效的评价机制及体系,通过效果评价来获得相应反馈,从而不断

更新与精炼课程思政实施策略,真正做到课程与思政的水乳交

融。鉴于当前互联网交互手段的丰富性与便捷性,建立线上线下

混合式的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评价体系是极为理想的。线上可通过雨课堂或其他金课平

台的师生互动功能来发布并完成评价任务,或者利用课程公众

号与小程序来完成投票评价等任务。线下可以以课堂作业的手

段,让学生提交对课程内容及授课方式的看法及意见。通过学生

反馈来发现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及可改进的地方。 

为了得到更为有用的课程思政效果评价反馈,应采取主观

评价方式而不是选择题问卷。通过学生的主观评价,可以更为清

楚地认识到学生对于课程中思政元素及案例的看法以及学生的

兴趣所在,从而更易于对案例及素材进行选择,并随时修正思政

元素融入方式。当反馈结果较多,可采取发挥计算机专业特长,

利用人工智能及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对问卷进行分析,通过词

云技术可视化展示反馈中的核心关注点,挖掘学生兴趣共通点

等。同时,也可以面向学生设立反馈问卷智能分析的课题,调动

学生参与科研的积极性。 

6 结语 

互联网作为新世纪 伟大的发明之一,已经成功的深人到

我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而在“互联网+"的背景下,虽然给高校

教育带来了一定的便利,使高校教育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但是也需要注意是,互联网丰富的信息在不断地对高校学生

的三观产生影响。这就需要各高校在对互联网专业学生的教学

过程中把握住基本的教学原则,加强对于课程思政的了解程度

和认知程度,在日常教学的过程中,通过知识和技能传授的方式,

在潜移默化中加强学生政治德育水平建设,使学生能够树立良

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保证学生能够在今后的学习

过程中,坚守本心,德技并修,逐步成为具备高素质的专业性技

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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