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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课程思政研究现状，阐述中医药大数据技术基础课程思政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明确总体课程
思政目标、制定各章思政目标及思政元素、修改教学设计等，分析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效果并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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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课程思政建设”（ＫＣＳＺＺＤ－２０１１）。

１　引言

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发布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

要》，将大数据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２０２０年４月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首次明确新型基础设施范

围。大数据中心是集中存放计算、存储以及网络设

备的场所，是数字经济的支柱。针对海量数据进行

分析、挖掘能够创造更多价值。综合大数据在国内

外的发展情况，相关领域人才缺口非常大，高校作

为培养人才的主阵地，有必要在相关课程中贯穿思

政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远大理想。

２　课程思政研究现状

２１　课程思政定义

目前对课程思政存在不同定义。高德毅等［１］认

为课程思政是一种课程观，是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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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课程教学和改革的各环节、各方面，实现立德

树人、润物无声。陆道坤［２］认为课程思政是一项系

统工程，其中专业课程思想政治教育是最为核心、

最为关键和最难解决的部分。邱伟光［３］认为课程思

政是一种新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即 “课程承载思

政”与 “思政寓于课程”。

２２　研究情况

２２１　相关文献数量　近年来随着课程思政研究
不断深入，研究重心已逐渐由课程思政基本理论转

向具体实施路径、策略研究，并逐渐细化到不同教

育阶段、专业、学段。在中国知网对国内大数据、

人工智能领域核心课程的思政建设进行分析，检索

主题为：“课程思政”和 （“大数据”或 “人工智

能”或 “机器学习”或 “数据挖掘”或 “数据分

析”或 “深度学习”或 “自然语言处理”或 “计

算机视觉”），文献发表时间为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见图１。

图１　大数据相关课程思政文献数量

２２２　研究方向　近几年大数据相关专业课程
思政研究文献快速增长。张敬普等［４］对大数据概

论课程师资建设、思政融入等方面展开探索；李

大舟等［５］结合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实践课

程教学，从学生政治认同、中国精神、道德修养、

法治意识、综合素养５个方面展开课程思政研究；
王文乐等［６］结合导师制工作室教学模式，提出导

师制背景下大数据技术课程群的课程思政教学模

式；申玉斌等［７］结合大数据技术通识课程教学实

践对课程思政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考核方式进

行研究。

３　大数据技术基础课程思政建设主要内容

３１　总体课程思政目标

通过教师讲解，使学生认识到掌握核心技术、打

破国外垄断需要打好基础、扎实学好核心技术并勇于

钻研，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人生观方面，通过

计算机科学家的故事启发学生养成刻苦、踏实、诚信

的品质以及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价值观方面，通过

讲解我国自主研发超级计算机等思政元素，引导学生

形成科学、严谨、细致的专业素养，培养精益求精的

大国工匠精神；世界观方面，通过发达国家大数据布

局、我国大数据战略等思政元素分析，让学生深刻认

识到大数据、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意义，

引导学生树立爱国敬业思想，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

国情怀和使命担当，见图２。３个层面构成的课程总
体思政目标又可以进一步细化为各章的思政目标。

图２　中医药大数据技术基础课程思政的总体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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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制定各章思政目标及思政元素

在课程思政建设初期制定各章思政目标尤为重

要。各章思政目标是课程总体思政目标的进一步细

化，各章思政元素对应思政目标，将思政目标落

地，与课程内容有机融合［８－９］。课程组需要广泛搜

集、挖掘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相关的思政素材，对

课程内容进行分析和探讨，甄选每章思政素材和元

素并融入不同章节教案中［１０－１１］，见表１。

表１　中医药大数据技术基础各章思政目标和思政元素

章节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第１章 大数据概述 各国大数据相关政策；大数据在生活中应

用案例等

了解发达国家针对大数据产业的相关政策；我国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新基建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意义

第２章 大数据处理

架构Ｈａｄｏｏｐ

我国在大数据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

数据人才缺乏；大数据之父的成长经历；

国产大数据公司星环科技等

清醒认识到我国科技创新仍质量不高，关键技术还存在受制于人的技

术短板和 “卡脖子”难题；掌握核心技术、进行科技创新需要脚踏实

地、付出艰辛努力

第３章 分布式文件

系统ＨＤＦＳ

超级计算机；慈云桂院士简介 了解我国超级计算机研发过程，分析我国科技人员在研制过程中展现

的锐意进取、开拓创新、讲求科学和实干的精神

第４章 分布式数据

库ＨＢａｓｅ

阿里云分布式数据库；腾讯云分布式数据库 理解科技发展是等不来、要不来、买不来的，科技工作者要扎扎实实

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并不断创新，以建设科技强国为奋斗目标

第５章ＮｏＳＱＬ数据库 从非结构化数据中获得洞察力 扩展视野，启发对中医药相关非结构化数据进行研究和探索的兴趣

第６章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 贵州因大数据发展而精彩；贵阳大数据企

业升级疫情防控技术

了解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可让疫情防控变得更加便捷、精准；

坚定专业自信心

第７章Ｓｐａｒｋ Ｓｐａｒｋ的发展历程与现状；Ｓｐａｒｋ国内应用 感受科技带来的便利，更加坚定学习信心

第８章 大数据在中

医药及生物医学领

域的应用

中医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互联网医疗

中大数据技术的应用

了解中医的整体观、个性化诊疗思想都与大数据思想有相同之处；认

识到中医药是传统文化瑰宝，立志从事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与中医

药相结合的工作和研究，为祖国医学贡献力量

３３　修改教学设计、各章ＰＰＴ，将思政元素融入
教学内容

　　根据各章课程思政目标和思政元素修改教学设
计，使思政元素的引出、讲解与专业知识高度相

关，自然地融为一体［１２－１３］。同时修改相关章节的

ＰＰＴ，通过短视频、文字、图片、声音等多种形式，
将思政元素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使思政元素与专

业知识讲解紧密结合［１４］。

３４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平台部署思政素材

中医药大数据技术基础课程采用线上 ＋线下混
合式教学方式进行授课，同时在校企桥云平台进行

同步上机实验。在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以下简称 “ＢＢ”）
线上教学平台同步部署该课程思政元素，供学生课

下进行自主学习。在 ＢＢ平台每章加入扩展阅读模
块，将本章相关思政素材等资料展示给学生，供学

生课余时间进一步学习。

４　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４１　教学实践

４１１　概述　中医药大数据技术基础课程共３６学
时，包括３周线上教学、６周线下教学。在课程教
学中按照教学设计将每章课程思政内容贯穿其中。

新颖的思政内容、最新科技发展及国家政策法规、

科学家故事都对学生触动很大。课程思政内容也为

枯燥的技术原理内容增加很多乐趣，使课堂教学更

加生动有趣，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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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线上＋线下＋云平台实验的混合式教学流程

４１２　课程教学流程　线上教学主要借助视频直

播、ＢＢ教学平台和实验云平台开展，线下教学在

机房进行面对面教学。课前学生使用 ＢＢ平台查看

知识点介绍、讲解视频，预习新的知识点、实验内

容；教师了解学生情况并准备教学资料。教学中教

师将思政案例融入到课程内容讲解中；实验时先介

绍基本步骤、难点、注意事项。每章要求学生在

ＢＢ平台进行理论知识限时测验；学生在课堂中理

解、吸收内化专业知识，对热点问题、开放性问题

开展课题讨论，同时进行上机实验。学生上机时教

师进行指导，帮助学生处理各类问题。课后学生线

上完成上机实验、知识点归纳总结、作业等内容，

并在ＢＢ平台进行课程思政补充素材扩展阅读；教
师解答学生疑问并积极了解学生情况和反馈，进一

步进行教学内容和流程的完善和改进。

４１３　案例教学　在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同时

在课程中介绍中医药行业大数据的发展、应用和数

据安全。例如通过介绍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的每日门诊量产生数据情况，分析医院大数据的特

点及大数据系统的架构及处理流程。进一步讲解大

数据在临床诊断决策、治疗方案推荐等方面的应

用。这些案例对学生拓展知识面、提高学习兴趣、

加深理论理解十分有益。

４２　教学效果和学生反馈

４２１　教学效果　结合思政内容和专业知识让学

生以大数据技术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为主题撰写小

论文，内容涉及大数据应用于中医药行业应用的文

献分析、中医药信息化程度、大数据应用于中医药

领域的现状与发展等。学生论文质量相比往届有所

提高，不仅关注大数据技术而且开始关注医疗行业

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

４２２　学生反馈　教学实践结束后对学生进行问

卷调查，涉及教学形式、教学过程、课程思政实施

效果、思政内容和专业知识相关性、学生感受等。

调查结果是课题组不断调整和改进的重要依据。在

调查问卷中收集有效问卷３０份。通过学生反馈可

以看出，本课程思政建设有一定成效，但也有不

足。有些案例、素材还需要进一步深挖，课程内容

和思政内容还需要深度融合，上机实验学时还需要

增加。

４３　改进措施

一是精选思政案例。通过教师讲解和学生反

馈，发现部分章节案例不典型，案例和内容相关性

不够紧密，需要重新精选更适合的案例，使案例无

缝融和专业知识［１５］。二是缩短课堂理论知识讲授时

长，增加更多上机实验时间。大数据课程实验较

难，很多学生实验需要教师指导和帮助。三是优化

课程设计，使思政元素无缝融入课程内容。在专业

课程教学中，专业知识传授是主，思政元素为辅，

要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紧密结合，既不能喧宾夺

主，也不能完全脱离［１６－１７］。

５　结语

在专业课程中教师要践行立德树人、全过程育

人的理念，将课程思政建设落实到位。在中医药大

数据技术基础课程思政建设中，通过制定课程思政

总体目标，并对各章制定具体细化的思政目标，挖

掘思政元素和思政素材，修改教学设计的教学资

料，将思政建设融入到课程教学中。首次教学实践

后根据学生反馈和建议进一步改进，以期取得更好

的教学效果。该课程的思政建设还有很多不足，将

会继续完善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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