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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专业课程融入课程思政的举措已从初期的探索阶段进入了中期提质增效阶段，其重点不仅在于意识

形态安全，更是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以及培养民族复兴时代技术新人的必然选择。计算机专业本

身的学科特性决定实践教学在计算机教育中处于核心地位，为了避免专业技术教育脱离价值观和道德观

的培养在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已经刻不容缓。本文先陈述当前高校计算机专业课程实践

教学的课程思政融入情况，其次讨论课程思政应融入实践教学应当关注的要点，然后从师德风范、专业

伦理与学科伦理和政治人文导向方面论述提出的思政元素融入方法，最后分析所述方法的重点和难点并

展望未来课程思政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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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asures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college professional courses 
have entered the mid-term stage of improv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from the initial exploration 
stage. The focus is not only on ideological security, but also on building a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ivating new technological talents for the era of national reju-
venation. The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of computer science itself determine that practical teach-
ing is at the core of computer education. In order to avoid the detachment of professional technical 
education from the cultivation of values and ethics, it is urgent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practical teaching in computer science. This article first describes the current situa-
tion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practical teaching of computer major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Secondly, it discusses the key point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when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practical teaching. Then, it discusses the pro-
posed methods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er ethics, 
professional ethics, disciplinary ethics, and political humanities orientation. Finally, it analyzes the 
key and difficult points of the methods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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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国家连续出台的各种文件中，无一不重点说明课程思政是高校教育中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关键。这说明政策要求所有课程包括专业课程都需要与思政课融合建设，以此实现课程思政内容体系的

全面覆盖、类型丰富，更要将思政元素融入理工科、人文社科等各类课程，模型需要进行从思政课程到

课程思政的转换。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是一个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三全育人”过程，任重道远，

需要全体高等教育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积极探索[1]。课程思政打破重技能轻德育的传统模式，实现知识

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满足德才兼备的复合型需求的人才培养。相比传统的思想教育模式，课程

思想政治能够补其不足，增其光彩。思想政治教育入课堂，是大势所趋[2]。 
课程思政的提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国情怀、文化自信等融入专业教学，帮助学生在学习知

识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特别是计算机专业，作为前沿学科的代表，其发展直接反映了国

家的整体实力[3]。计算机专业存在其特殊性，其新兴科学的属性使其容易偏离路线。现今，高校计算机

专业课程融入课程思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是应对技术变革挑战、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关键点，也是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高校专业课程学时占总学时的 50%左右，是开展课程思政教育的主阵

地[4]。 
计算机技术现已经关系到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领域，新兴技术的崛起，包括人工智能、区块

链、大数据和网络安全等等，计算机专业人才直接影响着国家安全、社会福祉和文化振兴。提高专业人

才的爱国爱党爱人民的素养，进入社会后把知识用在正道，用来造福人民与国家[5]。计算机专业学生若

缺乏职业道德教育，可能利用技术从事黑客攻击、数据泄露等非法活动。部分学生因忽视职业素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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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技术强但价值观缺失的情况。学生因大厂高薪等因素选择计算机专业，但忽视技术背后的社会责任。

计算机技术本身具有工具属性，但若被滥用或缺乏伦理约束，极易成为犯罪的帮凶。现有的网络犯罪如

电信诈骗、黑客攻击、勒索病毒、网络赌博等，也存在过度追求技术突破而忽视伦理的现象。高智商人

才因利益或价值观扭曲误入歧途。 
计算机专业学科本身的特点就是关注实践，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密切联系，本身就是教学体系中不

可替代的本质。实践类课程是计算机专业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创新创

业能力、团队合作意识的主要教学环节[6]。计算机专业课程中，实践教学是连接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的

桥梁，是培养高素质、创新型技术人才的核心环节。实践性强的实验课为课程思政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但教学内容的差异化成为实验课程思政系统化的难题[7]。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不仅是技能训练的战场，

更应成为价值引领的阵地。现阶段实验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在实验中开展思政教育，将立德树人

融入知识传授[8]。通过将家国情怀、科技伦理、文化自信等思政元素深度融入代码编写、系统开发和项

目攻关等课程实践教学内容中，才能培养出既有专业技师能力、又有人文情怀意识的数字时代建设者。 

2. 实践教学中的思政元素 

当前高校计算机专业课程实践教学的课程思政融入情况不理想，其主要的不足因素在于教师能力、

课程设计、评价体系和资源配套等。其一，计算机专业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知模糊清晰，虽然意识到思

政元素融入的必要性，却苦于融入方式的欠缺。其二，技术型教师和思政型教师存在差异，现有实践课

程过度的关注点几乎都在于实验报告完成等，其社会价值体现不足，导致教师缺乏融入思政的动力。此

外，实践与思政割裂现象严重，部分院校甚至将实践课仅视为应用型人才的技能训练，而思政教育还停

留在理论课堂。例如计算机网络课程的实践教学，一般都教授各类操作技术，并未结合《网络安全法》

等分析网络行为合法性等。 
专业培养主要聚焦于学生三方面的培养，包括学科知识、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而思政培养则将思

想政治道德素质以及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作为重点关注的方向。在专业课程教学中融

入思政元素，把课程思政元素融入专业相关的案例实践和讨论中，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当前高校教学

改革的重点为专业培养与思政教育的融合，这种融合不仅能够同时提高两者水平，更利于培养社会责任

感和创新精神人才。 
当前高校教师们经过学习，已认识到在学科专业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要摸

索和思考具体的方法。课程思政的核心目标，核心在于培养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及价值观。

这要求教师在课程教学中找到与思政教育的结合点，而且需要自然地融合，生硬的融合和说教只会让学

生反感。提升教师课程思政实施能力、优化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深化校企合作和健全课程评价体

系，以期提升课程教学效果，为培养德才兼备的数字人才做出贡献[9]。考虑到课程思政的重要性、计算

机专业中的融入必要性、实践教学在专业课程中的地位以及教师在课程中的主导性等因素，思政元素的

融入只有根据当前存在问题找到适合的方法才能实现，融入课程思政到实践教学中的问题焦点已转移到

方法的探索。 

3. 课程思政如何融入实践教学 

(一) 教师是课程思政的关键所在 
教师是课程思政的关键所在。教师有价值引领的价值，需承担信仰教育、思想引领职责，帮助学生

建立正确的技术伦理和学科伦理观念。例如，在《人工智能伦理》课程中，教师需直面算法偏见、数据隐

私等社会热点，引导学生建立科技向善的价值坐标。课程思政是一个多维度的系统工程，其成效取决于

教师、课程设计、学校支持、技术支持、学生配合五大要素的深度融合。而教师是进行专业课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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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的核心，其他四项都为教师提供辅助(见图 1)。教师应该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价值共生者，为数字文

明时代培养兼具技术理性与人文情怀的创新人才。通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个性展现，如对教学的热爱、

严谨的作风、正确的生活态度、科学精神等，对学生进行言传身教[10]。而在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中，教师

不仅是知识传授者，更是价值观的引领者、学生成长的同行者。目前教师们也遇到挑战，例如如何自然

地将思政元素与技术课程结合，而不显得生硬，如何设计有效的评估机制以及如何提升教师自身的相关

能力等。 
 

 
Figure 1.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ystem engineering diagram 
图 1. 课程思政系统工程图 

 
(二) 实践分组存在缺陷 
现阶段，计算机专业课实践教学进行小组分组时，通常有两种方式，即自由分组和随机分组。自由

分组可能导致学生倾向于和熟悉的朋友组队，能力分布不均，个别能力强的同学主导，其他人参与度低。

而随机分组虽然能混合不同水平的学生，但如果没有有效的管理，同样会出现合作不畅。团队分工无参

照方式，没有结合现实项目需求。学生小组中的分工机制缺乏明确的指导，学生不清楚如何根据项目需

要来分配角色，比如项目经理、开发、测试等，导致分工不合理，不切合实际。项目主题选择缺乏导向和

自主性，学生缺乏明确的方向，导致选题过于随意或者过于基础简单，缺乏挑战性且与课程目标不符。

需要教师提供更多的引导和结构化的选题建议，同时也要保留学生的自主性。 
(三) 课程思政需要教师融入学生群体 
教师需要更主动地融入学生群体，消除代沟，从而更好地实施课程思政。教师的一言一行、思维方

式、价值判断会通过日常互动潜移默化影响学生。相较于教材的阐述说理，教师的人格魅力、家国情怀

和社会责任感更能引发学生情感共鸣。其次教师主动融入学生社群(如实验室、科创团队、兴趣小组等)，
通过共同完成项目、参与社会实践，消解课堂上教育与学生的物理隔阂与心理距离。课程思政的核心就

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程，而不是生硬地加入。当教师走出知识权威的角色，真正成为学生成长

路上的同行者，课程思政便能突破说教困境，在技术代码中书写人文温度，在师生对话中传递时代精神。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深度互动和情感联结，是课程思政真正的核心驱动力。唯有教师主动走进学生的精神

世界，灵魂的唤醒才能真正发生。 

4. 教师主导实践教学课程思政实施 

在高校计算机专业课实践教学中，采取将教师加入实践课程的组队，并参与每个小组的实践教学内

容。以此从师德风范、专业伦理与学科伦理以及政治人文导向三个方面融入课程思政元素。教师以“技

术合伙人”、“项目顾问”等身份加入小组，与学生共同承担项目责任。该方案通过教师角色转换，将思

政元素自然融入技术实践，既提升自身榜样价值，又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一) 师德风范 
师德风范是课程思政的核心，这要求教师具备良好的师德风范，包括爱岗敬业、关爱学生等美德。

课程传授中要求教师以德立身、以德施教，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教师高尚的师德修养、严谨的治学态

度以及其特别的人格魅力，都会对学生造成深刻的影响。例如在软件项目实验课程中强调学术诚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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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作则杜绝数据造假等。教师应当注重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例如通过社会热

点问题的课程案例分析，让学生提升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并形成正确的认识。本方法有灌输与渗透相结合

的特点，在知识传授中自然地融入价值观引导，潜移默化地对学生造成正面影响。这样的实施方案不仅

将思想政治教育与计算机专业实践相结合，还能够通过教师的参与来加强学生的思政教育，树立榜样。

与此同时，教师作为榜样，更需要严格研究自身行为，展示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有利于教师的成长和

提升。 
(二) 专业伦理与学科伦理 
专业伦理与学习伦理是课程思政的焦点，关系到特定职业领域的道德规范，涉及学术诚信和学术规

范，课程思政要求教师在专业教育中融入伦理教育，强调学术诚信和规范。高校计算机专业课程实践教

学中，学生小组往往不知道如何进行分工，导致部分学生参与度极低。教师作为小组的一员加入到小组，

并采用专业团队分工模式给小队分工，在结合了现实的同时，实现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教师作为项目

总监的角色，将专业团队中项目经理、开发、测试、产品经理、文档等角色分配给小组学生。不仅让小组

成员的团队精神得到了提升，同时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在项目过程中得到强调，增强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

同时将伦理教育融入实践教学当中。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到当前科技大发展下，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如果不

注意其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建设和引导，更加容易走上歧途，导致技术滥用、实施网络犯罪与科研抄袭等。

专业团队分工模式通过任务分配和责任梳理，对学生进行专业伦理和学科伦理的正确引导。例如，在新

工科类课程中由项目经理把控技术应用的伦理边界，由技术负责人监督人工智能的算法歧视问题，数据

库课程实践教学中由产品经理强调数据保密，国家机密等内容。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式，使课程

思政避免了空洞化、抽象化。 
(三) 政治人文导向 
课程思政的重点之一是政治人文导向，其必须强调政治导向，确保课程思政内容符合国家的大政方

针。一般采取的方式为在专业课程中融入国家战略、法律法规和政策等，学生接受度差。思政元素的融

入应是“润物无声”，本文中，提出在高校计算机专业课程实践教学中，教师作为小组的一员加入到小

组中，作为项目顾问的角色，通过内容导向帮助小组选择实践项目，融入课程思政元素。教师主导小组

项目的选择，例如学校名片、政府公共管理、福利院管理、保密机制等。学校名片系统开发，用计算机技

术复原校史建筑，培养学生的爱校情怀；政府公共管理关系政务系统开发，强调服务意识；福利院管理

系统是包含工艺内容，培养社会责任感，培养特殊群体共情能力；保密机制涉及信息安全，强调国家安

全意识。具体方法分为项目需求、技术实现和价值映射三步，分别对应社会需求的数字化、技术维度的

架构设计以及社会价值的实现(见图 2)。教师在指导项目选题时，引导学生关注社会需求，同时在项目开

发过程中强调相关价值观，而不是直接说教。此方法有效避免学生对思政元素产生抵触情绪，实现了显

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属于浸润式教育。 
 

 
Figure 2. Diagram of methods for integrating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a content-oriented approach 
图 2. 内容导向融入课程思政元素方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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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原理及应用》是高校计算机专业的代表性核心课程，具有理论深度与实践性并重、思政融

合与技术前沿结合、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显著特点。在课程的实践教学部分，通常的方法为让学生自由组

队，每队 4~6 人，选取一个社会项目，并完成该项目的数据库建立，包括从需求分析到逻辑设计最后在

Mysql 中实现。本人尝试以项目技术总监和项目顾问的角色加入到 A、B 两个小组中。首先，按照软件项

目的分工为项目组成员按照基础和知识能力的不同分配角色，包括产品经理 2 名，技术总负责人 1 名，

后端 2 名和前端 1 名。接着以项目顾问的角色加入小组项目选择的讨论当中，提出当前社会现象，提供

了儿童、老人、军人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供参考。最后 A 组选择了“听障儿童康复资源管理系统”，B 组

选择“退役军人就业帮扶平台”为实践项目。90%学生均对项目选择表示认同，且认识到自己所选项目的

意义和当前社会现状，且技术类工程师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课程思政效果在政治人文导向方面较传统

教学有较大提升。 
在后续的实验过程中，对两个小组的实践过程进行规则把控。首先，要求需求分析阶段提供格外简

单的《社会价值分析报告》。第二，在数据库系统设计阶段的 ER 图设计中强制要求考虑伦理约束字段，

即儿童父母信息保密、军人用户收入等级、残疾程度类型等并随时监督设计内容。最后在小组实践结果

提交时，要求产品经理进行 2~3 分钟的项目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线阐述。在技术方面，要求小

组针对所选项目必须考虑技术伦理方面，例如保密、社会现状和技术边缘等问题。就结果而言，A 小组

对“听障儿童康复资源管理系统”项目数据库的设计和实现颇有成效。其不仅对用户数据进行划分，将

用户数据划分为公开信息(如康复机构名称)、内部信息(如康复方案)、隐私信息(如听力测试结果)三级，

通过角色权限控制访问。且引入“需求指数”，即听力损失程度、家庭经济困难系数和地区医疗资源匮

乏度来衡量需要帮助的急迫性，预期会提高农村地区儿童人工耳蜗的植入率。可见此方法对专业伦理与

学科伦理方面的课程思政融入效果显著，让学生在计算机专业课实践教学部分学习到，技术的实现需要

有正确的技术价值观，我们技术人员应具有实现公平、透明和平衡社会需求的责任感。 

5. 结语 

深化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有机融合，是要通过创新教学载体与方法，将价值观引领自然嵌入知识

传授与能力培养过程，增强专业教育的价值引领力。课程思政要考虑的内容不单单是将思政元素有效地

融入到专业课程当中，其本质是要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并践行正确的价值观。本文探索的在高校计算机

专业课实践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的方案是让教师作为小组成员加入到学生的实践小组中。将教师作为成

员嵌入学生小组，通过全过程伴随式引导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实践的有机融合。其中需注意的是教师作

为小组成员的角色定位，以前通常教师是指导者，但这里要成为一员，可能需要平衡指导与参与。可能

需要明确教师的具体职责，比如项目顾问、技术导师，而不是主导者，避免学生依赖教师。存在的难点

是教师时间有限，难以深入每个小组，只能进行表面监督，影响指导质量。另外教师本身的思政素质和

培训变得十分重要，关键在于教师自身的专业能力培养和师德师风建设。 
课程思政的融入，不光是以案例分析、情境模拟等方式引导学生思考和践行。课程思政经过几年的

发展，高校老师们已经普遍认识到在专业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的必要性，但现阶段还在探索具体实施的

方法。未来，高校专业课程思政融入应高度重视评价考核方式的改进。如今，专业课程考核方式达不到

全面和有效的要求，这就让思政元素的融入遇到了瓶颈。现有的考核方式一般关注学生的个人表现，而

忽视团队协作和思政元素，导致实践教学缺乏团队精神和社会认知的培养。在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考核

中，加入组队实验考核能够促进团队合作，能更全面地评价学生在团队中做出的贡献。关于考核方式，

可考虑添加小组中学生自评、互评和智能评价等。此外，如何确保考核方式的公平性和有效性，以及如

何推广和评估也需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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