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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主创新能力意识的培养，是当前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课题。如何在知识传授、技能培养与能力锤炼的

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提升研究生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内多数高校面临的一个难点问题。文章在上

海电机学院专业硕士课程《大数据技术》的授课过程中发现，课程思政加持下的课堂在自主创新能力培

养上至少存在以下三点不足，分别是学生理想观念弱、破冰理念低、专注能力差。文章在前期调研基础

上，提出了以危机意识、创新意识与献身意识为核心的思政框架，并通过“直面问题，创新突破，砥砺

前行”的思路，设计课堂内容。数据显示，此举能更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

在量化指标上得到了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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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ity awareness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current grad-
uate education. How to systematically and systematically enhance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
ity of graduate students while imparting knowledge, cultivating skills, and honing abilities is a dif-
ficult problem faced by most domestic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the professional 
master’s course “Big Data Technology” at Shanghai Dianji University,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shortcomings in the cultivation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ity in the classroom under 
the suppor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amely weak ideal concepts, low ice breaking 
concepts, and poor focus ability of students. Based on preliminar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roposes a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framework with crisis awareness, innovation awareness, and dedication 
awareness as the core, and designs classroom content through the idea of “facing problems directly, 
innovating breakthroughs, and forging ahead”. The data shows that this move can more effectively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students, and their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ity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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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

势。同时，随着 Open AI 公司推出系列 GPT 以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得到了全球瞩目[1] [2]，而对标

世界强国的创新发展势头，快速改善自主创新能力，对于夯实自主知识产权、突破掐脖子技术、促进教

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 [4]。作为创新人才培养主体，研究生是主力军，研究生教育是

主战场，专业课堂是前沿阵地，课程思政则是指挥棒。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结合团队长期在研究生培养上的积累[5]-[9]，围绕

上海电机学院电子信息专业硕士培养方案中《大数据技术》一课[10]，通过文献调研与实地走访，我们发

现在自主创新能力培养这个议题上，课程思政至少还需从意识形态、价值观与劳动教育等角度加强，具

体突破口有三，分别是学生理想信念弱、破冰理念低、专注能力差[11]-[13]。本文在前期调研基础上，提

出了以危机意识、创新意识与献身意识为核心的思政框架，并通过“直面问题，创新突破，砥砺前行”的

思路。数据显示，此举能较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在量化指标上得到了明显

提升。 

2. 存在问题 

《大数据技术》是电子信息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中的一门专业课，旨在通过丰富的教学方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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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案例，让学生理解大数据的基本问题与核心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掌握大数据的生命周期及其常用的

处理方法、集成处理平台等，包括大数据采集与预处理、大数据计算、大数据存储、大数据分析与可视

化等，帮助学生建立大数据思维，锤炼大数据处理能力。在前期的教学实践中，我们紧紧围绕课程定位

与课程目标，遴选 21 世纪高等学校计算机类课程创新规划教材，理论结合实验来开展教学设计，基本达

到了教学目标。然而，从期中/期末考核、学生评教、同行评价与电子设计竞赛等环节(见表 1)来看，课程

自主创新能力方面未能完全达到预期，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Table 1. Problem analysis 
表 1. 问题分析 

分析形式 考察内容 分析人员 

期中/期末 
考核 

围绕专业培养方案与教学大纲，重点分析分数分布与试卷能力达成度，特别是其中的综

合题目，了解学生自主创新能力的达成情况 
教学与质量

评估团队 

学生评教 基于学校一站式办事厅中的在线评教平台与问卷星设计问卷，收集学生对课堂上自主创

新能力培养的评价，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案例设计及其掌握程度等 
目标学生 

与教学团队 

督导评价/ 
同行评价 

利用校级督导听课、院级督导巡课、教研室同行评价等措施，发现自主创新能力培养与

实践的问题，并结合课堂实际建立问题清单 
各级督导、

同行等 

学生座谈会 根据课程教学计划，分目标、分阶段地组织学生代表座谈会(学生参与比例>30%)，梳理

学生在创新能力培养环节中的堵点与难点，并结合课程进展形成问题清单 教师与学生 

各类项目 
与电子竞赛 

通过各类电子设计竞赛、大学生科创等，分析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并以此为参考，对课

堂教学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 
指导教师 

与团队学生 

 
1) 理想信念弱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古以来都是中国读书人的标签。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特别是国内外形势

巨变的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出，分两个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是我们的共同目标。在《大数据技术》课堂育人上，家国情怀是思政的核心要素，振兴民族自主创新

能力是主线[14] [15]。然而，受各种经济社会因素影响，新时代的研究生理想信念依然存在偏弱，表现在

过分关注个人得失、短期利益、毕业指标与就业去向，未充分考虑团队贡献、长期收益、职业规划与国

家需求。 
2) 破冰意识低 
作为新技术，《大数据技术》课程的开展需要扎实的计算机专业基础、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特别

地，面对实践应用时，需要创新性能力与较强的经验积累来应对复杂的现场突发问题[16] [17]。在学习知

识与锤炼技能过程中，需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需要民族精神、工匠精神、

创新创业精神等课程思政元素来校正人生观与价值观。然而，在课程执行过程中，依然有大量学生表现出

对困难准备不足、后劲乏力、遇难而退的现象，在攻坚克难上破冰意识不高，自主创新能力培养未达预期。 
3) 专注能力差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以《大数据技术》为代表的一批新型课程需要学生的长久钻研才能理解，

需要更长久的钻研方能灵活运用[18]。而在该课的日常教学中，相当一部分学生缺乏专注度，表现在重基

础知识轻后期应用、重知识记忆轻实践问题、重单打独斗轻团队协作、重实验验证轻总结规律等，而且

在解决应用问题中的专注力存在热度持续时间短、专注程度偏低的问题，致使教学不能触及思辨深度，

无法有效激活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因此创新创造能力的培养也打了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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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因分析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特别是总书记对于建设教育强国与课程思政的重

要论述的指导下，基于认识与实践辩证关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从意识形态、价值观与终

身教育等角度，针对课程考核与教学评价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我们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调研与讨论，以梳

理问题成因(见表 2)。参与人员包括授课教师团队、学生代表、督导团队等。 
 
Table 2. Cause analysis 
表 2. 成因分析 

分析形式 分析内容 分析人员 

文献综述

与调研 

面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大语言模型”、“自主创新能力培养”等关键字，

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期刊、超星期刊、百度学术、Google 学术平

台等检索文献，分析整理与综述调研 
教学团队 

过程考核 基于问题清单中的过程考核相关因素，查找档案(包括教学计划、课堂表现、课后作业、团

队作业与答辩、实验报告等)并匹配相关过程，以建立具体化的成因清单 教学团队 

期中/期末

考核 
基于问题清单中的纲领与目标达成度因素，对标同类兄弟院校的课程大纲，通过教务系统

进行试卷分析与达成度报告生成，精准建立成因清单 教学团队 

教学分析 在教研室内与教学团队内，围绕问题清单中的教师因素，广泛开展教学研讨，分析自主创

新能力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扩展成因清单 教学团队 

学生代表

座谈会 
围绕成因清单中学生相关因素，再次组织学生代表座谈会(代表人数达到学生总数的 30%)，
对成因进行修正 教师与学生 

 
1) 思政元素的时代性不强 
在前期挖掘课程思政元素过程中，主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为背景，阐述家国情怀与工匠精神，未能充分结合新发展阶段的

时代特征，特别是中美博弈以来的世界格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发展、GPT 的成功等进行分析，以提

升思政的时代性，培养危机意识，改善学生的理念信念。 
2) 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融合不够 
围绕《大数据技术》这门前沿课程，前期的课程思政元素主要面向云计算、海量数据、数据分析与

决策支持等内容进行了案例采集、讲解与分析，独立性较强，未能与 Hadoop、Spark、Flink 等教学内容

紧密融合，致使其教学效果类似穿插于课堂内的段子或故事，学生听得认真、过后即忘，未能发挥指挥

棒的功能。 
3) 课程考核不全面、不到位 
在课程考核上，前期的考核重点依然是大数据技术的课程内容，包括知识识记、概念理解、知识运

用等，而对面向复杂应用问题时的价值观、方法论、自主创新能力的考核较少。另外，在考核方式上，以

期末闭卷笔试为主，以课程内报告为辅，未能充分利用线下机会组织协同大作业、问题答辩等形式。 

4. 解决方案 

面对《大数据技术》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分析，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三全三圈十育人”的体系内，重点关注学生意识形态、价值观与劳动教育等方

面，在文献调研、同行走访、企业调研与教学研讨的基础上(具体方式见表 3)，我们提出了以危机意识、

创新意识与献身意识为核心的思政框架，并以“直面问题，创新突破，砥砺前行”的研究思路，推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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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决，具体有以下三点。 
 
Table 3. Solution discussion 
表 3. 方案讨论 

讨论形式 讨论内容 讨论人员 

文献分析 
与综述 

继续面向国内外重要文献来源库，如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期刊、超星

期刊、百度学术、Google 学术平台等，检索相关的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学术文章，并对相

关方法进行综述与分析，以提出适合我校学生的改革方案 
教学团队 

兄弟高校 
走访与调研 

根据课程性质与自主创新能力培养的特点，选择应用技术型兄弟高校及其同类课程，实地

走访、座谈与系统调研，就《大数据技术》课程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问题，特别是优秀的

做法进行深入交流讨论 
教学团队 

目标用人 
单位考察 

围绕智能制造、生物医药与集成电路等上海优先发展的三大产业，特别是长三角与临港新

片区相关企业，聚焦自主创新能力，调研并汇总用人单位对我专业毕业生的评价与改进建

议，有针对性地改进课程思政授课改革方案 
教学团队 

系统教学 
研讨 

基于问题清单与成因分析，结合前期形成的课程思政改革方案，分目标、分步骤地召开教

研会，讨论并形成最终的面向自主创新能力培养的综合改革方案 教师/学生 

 
1) 从新发展理念出发，提高课程思政站位 
针对课程思政站位不高、时代性不强、无法充分提升学生理想信念的问题，深入研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聚焦新时代特征和新发展理念，广泛收集近期文献资料并挖掘思政元素，

如中美贸易摩擦、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凝练思政精神，形成思政案例，突出危机意识、创新意识与献身

意识，多角度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 
2) 从信息新技术出发，改善思政融合效果 
面对思政案例与教学内容融合度欠佳的问题，以《大数据技术》各章节内容为核心，紧紧围绕自主

创新能力培养，深入研读中外科学史、信息技术史与人工智能史，发掘、凝练并融入相关度较高的思政

要素，形成思政与内容交织融合的完整案例，并在实践中通过各类教学方法进行激活，以提升课堂吸引

力，改善学生听课体验。 
3) 优化面对面考核，激励自主创新能力 
针对考核无法充分体现自主创新能力的问题，在高站位、时代性、高贴合度的思政元素全面融合《大

数据技术》课程内容的基础上，设计并持续优化多渠道的考核机制，包括以分组大作业为主的过程考核，

可以通过现场答辩的形式，考察个体与团队面向复杂应用问题时的价值观、方法论以及自主创新能力。 

5. 实践成效 

经过查摆问题、分析原因与研究方案，与授课初期相比，《大数据技术》思政体系焕然一新，课程在

自主创新能力培养上取得了明显进步，集中体现在综合题正确率、大作业完成度以及各类教学评价等方

面，详情如表 4 与图 1 所示。 
 
Table 4. Comparison of course practice data 
表 4. 课程实践数据对比 

授课对象 学生提问率 综合题正确率 大作业完成度 学生评价 同行评价 督导评价 

改革前 1.2% 10.0% 7.0% 91.5% 93.4% 90.0% 

改革后 7.5% 33.3% 50.0% 96.7% 94.2%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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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ata comparison before and after reform 
图 1. 改革前后数据对比 

 
对比发现，在充分实施课程思政改进方案后，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有了较大改观，期末综合题目的差

异率大大提升，以大作业为核心的实践动手能力更强了，学生评教、同行评价都有了明显提升。 

6. 结语 

本文围绕《大数据技术》在上海电机学院电子信息专业硕士培养中的教学实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重点围绕意识形态、价值观与劳动教育等思政主题，梳理了前期教学中

学生理想观念弱、破冰理念低、专注能力差的问题，分析了问题成因，在“三全三圈十育人”的体系内，

提出了以危机意识、创新意识与献身意识为核心的思政框架，并以“直面问题，创新突破，砥砺前行”的

研究思路，提出了三个改进方案，即从新发展理念出发提高课程思政站位，从信息新技术出发改善思政

融合效果，优化面对面考核以激励自主创新能力。对比发现，这些举措改善了课堂授课效果，启发了学

生思考，提升了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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