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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教育中的课程思政教育旨在将思想政治素质与专业知识有机结合。《基于Java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作为信息技术类核心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通常侧重于专业知识传授，而忽视了思政元素

的融入。本文探讨了如何系统性地在该课程中嵌入思政元素，通过改进教学体系、教学过程及考核方式，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知识教学的自然融合。研究显示，从课程内容中提炼思政元素、结合社会热点

与典型人物事例进行教学，并在考核中融入团队合作与创新创业精神，可以有效达成专业教学与思政教

育的双重目标，促进学生价值观的全面发展与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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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ims to organically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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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literacy wi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in Java”, as a core 
cours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highl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raditionally, it has focused 
primarily o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ransmission while neglecting the incorporation of ideologi-
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his paper explores systematic approaches to embedd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course by refining the teaching framework, instructional proces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thereby achieving a natural fusion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struction.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extrac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from course content, incorporating social issues and exemplary case studies into teaching, and in-
tegrating teamwork and innovation spirit into assessments can effectively achieve the dual objec-
tives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cultivation. This approach fosters students’ holistic 
value development and competency enh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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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教育是育人和育才的有机结合，必须通过课程思政教育，解决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脱节的问题

[1]。“课程思政”是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加强了高校在新时期进行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新举措和新方向[2]。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指出，应

将思想政治全方位落实到高等教育的全过程，有机融合思想政治理论到各类课程中，进而产生强大的协

同效应。 
《基于 Java 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是信息技术类核心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掌握编程技能，但因其强

理论性、强专业性、强实践性的特点，教学过程常侧重专业知识的讲解与传授，对学生人文素养和价值

观的培养相对薄弱，难以适应新工科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此外，该课程的思政元素融入存在随机性强、

缺乏系统性等问题。 
在 Java 课程思政研究中，张晓黎等提出通过结合社会、经济管理领域的大数据建模与可视化分析，

并采用课堂教学、网络平台反转教学及课程论文演示的教学模式，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和数据分析理解能

力[3]。田新志等利用“OBE + 思政”理念改进 Java 课程教学，从教学目标、内容、方法及评价等方面设

计，强调专业知识与德育教育的结合[4]。罗大伟等从专业认同感、职业素养与伦理、社会责任与行业价

值等方面挖掘 Java 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强调从专业知识技能和职业规范中提炼思政内容[5]。杜少波等将

OBE 教育理念与课程思政结合，致力于培养德才兼备的新时代技术人才，从思想要点挖掘到效果评价进

行全面探索[6]。白金山等通过抗疫案例，如居家隔离人员物资获取流程讲解动态代理设计模式，实现价

值观引导与知识传授的有机结合[7]。现有研究从宏观层面探讨了 Java 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的多种策略，

但在教学体系、教学过程以及课程考核等具体环节中如何自然地融合思政元素，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和

完善。 
因此，本文聚焦于《基于 Java 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各章节内容，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系统、教学

过程及课程考核三个部分，通过系统化的思政元素融入案例，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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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思政元素融入教学 

思政元素融入不是简单地将思想政治内容加入课程中，需要学科、专业、课程内容、任课教师有机

结合，统一思想根据专业特色挖掘出不同的思政元素，并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知识讲解中[8]。构建“知识

目标–能力目标–思政目标”多维知识图谱，实现课程知识体系与思政教育的结构化融合。依据布鲁姆

教育目标分类学，将思政元素分为认知层、情感层、行为层，采用知识图谱建模方法，将 Java 核心知识

点与思政要素进行关联映射，形成思政教学网络，进行可视化展示，帮助学生直观理解技术背后的思想

内涵。本节将具体阐述如何从教学体系、教学过程及课程考核三个维度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并提供相

关案例。 

2.1. 教学体系中思政元素的提炼 

在梳理课程内容时，识别并划分各个知识点，深入探究其内在的思想价值与精神意义。通过扩展知

识点的广度、深度及人文视角，实现思政元素的自然融合。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通过历史与现实案

例增强课程的思想性和导向性，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观教育的有机统一，从而提升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

和社会责任感。Java 开发入门、Java 语言基础、流程控制、类与对象、继承与多态、异常处理为本课程

的主要内容，下面从以上几个部分分别阐述其思政元素内容具体设计： 
1) Java 开发入门，其主要内容包括 Java 发展简史、Java 程序运行机制、Java 平台无关性、Java 程序

运行环境及 Java 开发工具、集成开发环境。认知：了解我国在开源软件项目上的成就，如国内开发者主

导的鸿蒙系统开源项目等；了解 Java 技术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应用，如企业数字化转型、智慧交通和智

慧物流等。同时，认识到我国 IT 行业在芯片等核心技术领域仍面临“卡脖子”问题(芯片垄断、华为被挤

压、抖音、微信被禁等)。情感：通过国内开源成就激发民族自豪感，通过智慧城市案例增强对科技服务

社会的价值认同；面对技术封锁事件，产生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感与使命感。行为：主动关注国产开源

项目动态，参与社区贡献；结合 Java 技术应用场景规划职业方向；将个人学习与国家核心技术突破需求

结合，制定长期奋斗计划。 
2) Java 语言基础，其主要内容包括基本数据类型、标识符与关键字、运算符与表达式、运算符的优

先级与结合性。认知：理解 Java 运算符优先级的逻辑规则及其对程序执行顺序的影响，认识到团队合作

中任务分工的有序性与项目成功之间的关联性。情感：认同个人在团队中的重要性，培养严谨细致的编

程态度，增强对协作效率和规则遵守的价值认同。行为：在编程实践中严格遵循运算符优先级规则，减

少逻辑错误；在团队项目中明确分工并协调执行顺序，提升协作质量。 
3) 流程控制，主要包括分支结构和循环结构。认知：理解分支结构的逻辑判断原理和运算符优先级

规则，掌握在编程和现实生活中分清主次矛盾、做出合理选择的决策方法。情感：认同科学决策的重要

性，培养理性分析问题的思维习惯，增强对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的认同感，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

行为：在编程中正确运用分支结构实现逻辑判断；在人生选择和职业规划时应权衡不同岗位的发展前景、

个人兴趣和社会价值，选择最符合自身长远发展的方向；在社会实践中优先选择促进公共利益的解决方

案。   
4) 类与对象，这部分是 Java 编程的重点，其主要内容包括类与对象、参数的传递、类的私有成员与

公有成员、方法重载、构造方法、静态成员。认知：理解过程式编程与面向对象编程的核心差异，掌握类

与对象的抽象思维方法，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分析能力。情感：认同科学思维方法的价值，培养辩证

看待问题的态度，增强运用逻辑规律解决问题的信心。行为：在编程实践中根据需求合理选择编程范式；

在分析问题时运用抽象归纳的思维方法，理解并应用事物发展的规律。 
5) 继承与多态，其内容主要包括类的继承、派生类的声明和构成、抽象类、接口的定义和实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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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概念。认知：理解继承与方法重写的编程特性，掌握多态性的实现原理，认识到传统文化传承与创

新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情感：认同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并重的重要性，培养开放包容的职业发展观，

增强终身学习的意识。行为：在编程实践中合理运用继承与多态特性；在文化传承中既尊重传统又勇于

创新；在职业发展中主动学习新技能，灵活适应岗位新需求，从而实现持续的职业发展和能力提升。  
6) 异常处理，其主要的处理流程如下：通过讲授 Java 的异常处理机制，培养学生风险防范意识，使

其在行动前深思熟虑，并预先制定应对潜在问题的方案。认知：理解 Java 异常处理的 try-catch-finally 机

制，掌握“预防–捕获–处理”的风险管理逻辑，认识到前瞻性思维在问题解决中的重要性。情感：认同

防患于未然的处事原则，培养居安思危的风险意识，增强应对突发情况的信心。行为：在编程中为关键

代码添加异常处理；在项目开发前进行风险评估；在生活和工作中养成制定应急预案的习惯。 

2.2. 教学过程中思政元素的融入 

在课程教学中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教育与科学精神的培养结合起来，提高学生正确认识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强化学生工程伦理教育，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激发

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1]。下面结合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分块阐述教学过程中的具体思政元

素融入案例。 
1) Java 开发入门：在导课时，引导学生学习工匠精神的相关内容，涵盖敬业、精益求精、专注和创

新等方面。同时，讲解编程语言的发展简史时，引出核心技术对国家竞争力的影响，提醒学生我国在高

科技领域面临挑战，特别是技术封锁和竞争压力。通过这些内容，培养学生保持专注、刻苦钻研的态度，

鼓励其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 
2) Java 语言基础：在讲解变量名命名规则时，在讲解变量名命名规则时，强调做事需遵循规范和准

则。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包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赢得民心并

奠定胜利基础。编写 Java 程序时一个小错误都会导致失败，这让学生明白做事需一丝不苟、细心和精益

求精，从而培养严谨的态度和不畏困难的精神。 
3) 流程控制：讲解分支结构时，设置“人生模拟器”编程游戏，用 if-else 编写互动故事，如：考研

/就业，不同选择触发不同结局，如：成为专家学者/CEO 等，阐述选择结构如何引导程序走向不同路径，

并借此启示学生：人生中的选择同样会导向不同的结果。通过这种方式，强调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和世界观的重要性，帮助学生理解其对未来抉择的影响；通过循环结构语句的学习，教育学生循环的

本质是重复，但不是简单无意义的重复，而是体现了“量变引起质变”的马克思哲学观；通过讲解 while、
do…while 和 for 三种循环结构，让学生理解处理事务方法的多样性，并教育学生在实际工作中，只有掌

握了多种技能(如项目管理、数据分析、沟通技巧等)，才能有效应对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有助于在职

场上更灵活地运用不同技能，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工作效率。 
4) 类与对象：讲解面向对象编程时，指出实际项目中的软件系统由众多类构成，这些类通常由不同

程序员分别实现。这强调了团队协作与成员间高效沟通的重要性，促使学生理解并实践促进团队交流、

实现协作共赢的理念。设置“校园防诈骗系统”编程游戏：构建抽象父类封装诈骗共性特征，子类展示

具体诈骗手法，让学生在编写代码时理解对象封装的重要性，提升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实现技术学习与

安全教育的有机统一。在教学时，可以以小组为单位让学生完成简单的电商网站开发任务，用户管理、

商品展示、订单处理等类分别由不同程序员实现。为了确保各模块无缝集成，团队成员需高效沟通。例

如，负责用户认证的程序员需与其他成员沟通，确保登录状态在整个购物流程中正确传递，从而让学生

理解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5) 继承与多态：讲解面向对象编程的继承性时，可通过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为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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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作为父类定义宪法和核心法律框架及社会价值观；省作为子类继承并细化法规与政策；市进一步执行

并根据地方需求进行创新。通过此案例，学生理解继承机制如何实现从宏观到微观的层级管理，认识到

各层级需遵循上级规范并结合具体情况进行扩展，树立为国为家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继承与派生是面

向对象程序设计的重要特征，继承是指新类保持其父类的特性，而派生则是在父类基础上新增特性以形

成新类的过程。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历经千年传承与发展，从孔子的原始儒学，到董仲舒

的新儒学，再到宋明理学，每一代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继承与创新，既保留了核心价值观，又根据

时代需求进行了扩展。通过这一案例，在讲解继承与派生的概念时，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掌握专业知识，

还能增强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理解，提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责任感。设置开发“红色文化

继承系统”任务，通过继承机制生动展现红色基因的传承与发展：抽象父类定义革命精神的核心要素(如
精神名称、诞生年代和核心内涵抽象方法)，子类重写新增时代特色，通过多态调用生成动态谱系图，让

学生在编写代码的过程中，直观理解红色精神如何在继承中守正创新，既掌握了 Java 继承语法，又深化

了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代际传承的认知。 
6) 在异常处理中讲授相关知识点时，可以通过类比的方式设计案例。例如，2022 年重庆发生的山火

事件就像程序中的异常，国家迅速“catch”了这个“异常”，并立即调动森林消防、城市消防及武警部

队等专业救援力量进行灭火和救援，志愿者们也纷纷加入，协助疏散群众和运送物资。在党和国家的坚

强领导下，各方力量齐心协力，“finally”成功扑灭了山火，生产生活秩序得以恢复正常。通过这个案例，

学生不仅能理解异常处理的知识点，还能深刻感受到国家强大的应急响应能力和社会各界团结一致的力

量，体会到身为一名中国人的骄傲与自豪，从而激发强烈的爱国热情。 

2.3. 课程考核中思政元素的体现 

目前，课程总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综合评定。尽管这种评价方式注重学生对专业理论的掌握，

但较为欠缺对应用理念和思想意识的考查，整体上缺乏对思政教育的评价[9]。以立德树人为目标，高校

须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为社会培养合格的技术技能型人才[10]。为更好地

衡量课程思政的教学意义，总评成绩中可包含团队合作、小组研究与讨论等体现思政元素的内容，实现

显性与隐性教育的结合，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在期末大作业中融入创新、创业精神，鼓励学生树立创新创业意识，积极实践，引导学生思考如何

利用现有条件为社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以及怎样运用所学知识在当前环境中为社会贡献力量。具体题

目包括设计并实现一个智能快递分拣系统以提升邮政行业的运营效率，构建电商平台的物流优化系统解

决电商行业中的配送难题，开发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增强电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设计

并实现跨境电商物流跟踪平台，提高物流的透明度和可靠性。大作业将平时学到的理论知识转变为成果

产出，激发其创新创业意识，为日后就业择业或科学研究增强了优势。 

3. 结语 

通过系统化设计与实施，《基于 Java 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得到了有效融入，不

仅增强了学生的编程技能，还促进了学生正确价值观、人生观的树立。课程思政的实施方式应根据学科

特点和教学目标灵活调整，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实现人才的全面培养。未来，随着教学

理念和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课程思政将在更多专业课程中得到推广与深化，为高校立德树人目标的实

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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