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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信管专业的 Java 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与资源构建探索
黄宏军　刘平山　黄　福　张纪元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本文首先总结了 Java 课程思政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其次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修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

等五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设策略，最后从构建课程思政教学多模态立体资源库，深挖Java课程内容思政融入点，构建课程思政知识图谱，

围绕价值塑造、优化教学过程设计，完善思政教学工作评价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设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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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思政建设现状及问题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依托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

计算机等工科学科优势，结合管理学、经济学等经管知识，培养

具有创新意识和工程能力的复合型人才。《Java 程序设计基础》

作为信管专业学科基础课，面向大一本科生开设，是后续诸多专

业核心课程的先修课程。Java 课程团队经过多年建设，构建了丰

富的教学资源，梳理了教学大纲、内容，编写了《Java 程序设计

基础》教材。课程团队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融入 OBE 理念，

从历年教学过程和反馈情况看，思政建设仍存在如下问题：

（1）团队对课程思政实现路径缺乏深入的理论认知，思政实

施系统性、协同性不够。针对思政建设，课程团队缺乏系统的文

献计量、案例分析与访谈调查，围绕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教学评估、课程资源、思政建设机制等方面尚未构建出明确、

清晰的理论框架。在完成课程思政建设任务中，教师、学生等各

行动主体之间协调、沟通不足，致使立德树人的整体性政策目标

无法顺利达成，存在思政理念碎片化、资源碎片化、参与碎片化

等方面问题。

（2）思政融入点牵强、内容缺乏思想深度、资源不够多样化，

导致学生对思政缺乏兴趣。课程在教学内容设计过程中，缺乏系统、

深入的课程思政元素挖掘，思政融入点牵强，思政隐形融入教学

过程不够。课程缺乏微课、图像、视频、代码等多模态思政资源

库，学生不知道代码背后的计算机文化和历史，不能透过 Java 知

识点联系到思政相关元素。思政内容单一、缺乏思想深度和广度，

与学生现实需求关联不强，导致学生对思政内容兴趣不强。此外，

由于课时限制，导致教师在有限学时里只能注重语法讲解，思政

内容展开不够。对于刚踏入大学校门的新生，不明白学习 Java 课

程将来用途，对课程学习信念不够坚定，遇到编程问题时候，很

难坚持。

二、思政建设涵盖内容重点

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课程思政

建设围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一核心点，围绕等重点优化课

程思政内容供给等要求，Java 课程思政建设主要涵盖：政治认同、

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以下五个方面：

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是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目标之一，它关

系到学生能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否坚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2）

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是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重要

途径，有助于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奉献精神。（3）文化修养。

文化修养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方面，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文

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4）宪法法治意识。宪法法治意识是现代

公民的基本素质，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

义。（5）道德修养。道德修养是培养学生良好品德和健全人格的

基础，对于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具有重要作用。针对上述方面，

课程思政建设实施策略包括：

表 1   Java 课程思政建设维度与实施策略

思政建设维度 实施策略

政治认同 在课程设计中融入国家发展战略、计算机互联网重

大工程、历史成就等内容，增强学生的政治认同感

家国情怀 通过讲述国家互联网、国产软件发展故事、创新创

业人物事迹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文化修养 在课程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如诗词、历

史故事、哲学思想等，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

宪法法治意识 在课程中融入宪法法律知识，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

规学习及网络钓鱼、黑客等违法案例分析，提高学

生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

道德修养 在课程中融入道德教育内容，软件工程职业道德和

职业行为准则，通过讨论、反思等形式，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

三、思政元素挖掘与资源构建举措

（一）构建课程思政教学多模态立体资源库

结合 OBE 理念，基于 clip 多模态大模型构建多模态案例库，

包括六个方面：①筛选优秀 Java 教学案例；②筛选“蓝桥杯”“ACM”

等竞赛经典项目（挑战性、高阶性）；③制作有关计算机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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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趋势相关微课；④通过资源搜集，构建关于互联网、软件创

业励志人物微视频库；⑤构建动态更新的软件领域前沿成果库；

⑥搜集学生的往届优秀 java 大作业、毕设作品，建设学生优秀作

品库。以此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课程特色立体资源库（如图 1

所示），为 Java 课程思政的实施提供丰富教学资源。

图 1 Java 课程思政资源库

（二）深挖 Java 课程内容思政融入点

课程团队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从计算机体系结构特

点、编程规范、数组、面向对象抽象、父类子类、内嵌类、异常

处理、I/O 流等多方面深挖思政元素，从终身学习、职业道德、技

术报国、创新精神、合作精神、工匠精神等方面展开，推动思政

元素与 Java 知识深入融入（图 2）。结合思政立体资源库，如通

过案例分析、历史脉络、现实管理问题等引入思政元素。

图 2 Java 课程思政元素

（三）构建课程思政知识图谱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Java 程序设计基础》教材资源、

PPT、题库、算法应用案例、常见编程问题等教学内容经过数据预

处理、信息抽取、关系提取构建、主题识别及聚类分析，建立《Java

程序设计基础》课程知识图谱，将碎片化的资源和封闭的知识学

习实现了系统化思考、结构化表达。以 Java 编程基础知识 - 面向

对象 - 图形用户界面的知识结构为主线，梳理知识结构，构建知

识图谱，采用 Bertopic 等深度学习工具，提炼思政点、难点、高

频率知识点等，通过可视化的知识图谱 +Web 可视化技术，实现

知识关系及学习目标达成路径的清晰展示，促进学生学习效率提

高。

（四）围绕价值塑造，优化教学过程设计

围绕“情感、价值、能力”关键元素，在教学全过程融入思政，

优化课前、课中、课后设计，具体包括：①课前导入注重：趣味性、

延展性，体现了知识和价值的结合，通过课前小故事、Java UI 动画、

微视频，突出家国情怀和专业精神，引发学生兴趣；②课中的展

开：注意授课逻辑清晰，语言流畅，通过内容讲解，突出科学思维、

工程思维、计算思维，③课后总结：课后注意总结凝练与升华，

把知识连点成线，完善学科体系构建以及思政有效延续。此外，

课后增加计算机领域的人文和科普读物，包括李开复对大学生对

编程学习的意见，吴军博士的《数学之美》《态度》等适合大学

生的科普读物，计算机领域的经典著作、名人名言等，通过丰富

的课外阅读资源，扩展学生的视野。

（五）完善思政教学工作评价体系

基于 OBE 理念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出发，建立科学的可操

作的课程思政考核制度，强调学生自我评价、持续改进以及是否

已经达到了自我预期目标。“以学生为中心”，根据学生的不同

类型选择相应的教学方法并对实现效果进行评价，收集学生的学

习行为数据、作业代码数据、参加竞赛和创新创业、就业评价数

据（毕业生的社会表现和社会责任感）等，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在课程考核方面，将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组合运用

雨课堂提问、课堂观察、Java 平时作业和综合性大作业、课程座

谈会、问卷、Educoder 等平台课外测试积分、慕课自主学习证书

等多种评价方法，测量知识掌握、技能应用、思想态度等维度，

关注学生是否已经建立起正确的信仰、价值观、科技观等方面，

是否增强了学生的 “四个意识”，学生参与度和学习体验是否提升，

是否能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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