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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工科背景下，高等教育不仅要求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更强调培养学生的思政素养。论文围绕《数据

库原理及应用》课程，探讨了如何在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元素，实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论文分

析了新工科背景下数据库课程思政的重要性，并分析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了课程思政的具体实施策略，

最后对课程思政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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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higher	education	not	only	 requires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rofessional	skills,	but	also	emphasizes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ivic	and	political	 literac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urse	“Database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discusses	how	to	 integrate	elements	of	Civic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	teaching,	and	realize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Civic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database	course	Civics	in	the	context	of	new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reasons,	puts	forward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course	Civics,	and	finally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ourse	Civ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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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随着工程科技的不断进步，新工科已成为中国高等教

育的重要发展方向，其强调学科交叉、知识融合和创新实践，

旨在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工

程技术人才 [1]。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等工科专业重要的基础课程。然而，传统数据库教

学往往只关注理论层面的教授，忽视了对学生思政素养的培

养 [2]。因此，如何在数据库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元素 [3]，使

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提升专业思政素养，已成为当

前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新工科建设 [4]，发布了一

系列相关政策文件，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 年）》《中国制造 2025》等，强调培养具

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

才。同时，中国高度重视课程思政的建设和推广，2017 年，

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人才培养全过程，强化课程思政和专业思政”。2020 年，

教育部再次发布《关于加快新工科建设的意见》，这些政策

文件为高校课程思政的实施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和政策支持。

特别是在新工科背景下，《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课程作为一

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其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具有重要的

意义 [5]，通过思政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社会责

任感、全面发展、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国际视野，提高学

生的综合素质，为中国新工科建设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

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

1 数据库课程思政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1.1 数据库课程思政现状
许多高校在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课程教学中，往往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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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忽视了实际应用。这导致学生对课程的兴趣不高，难

以激发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难以满

足新工科背景下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需求。而且，许多高

校在课程评价中过于注重考试成绩，忽视了对学生综合素质

的评估。随着新工科建设的推进，强调培养具有创新能力、

跨学科知识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新一代工程技术人才 [6]。在

这种背景下，《数据库原理及应用》作为一门重要的基础课

程，在讲解专业知识的同时融入思政教育，以实现知识传授

与思政教育的双重目标 [7]。

目前，《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课程思政融入研究的现

状 [8-9]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部分高校已经开始

尝试在数据库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通过案例教学、专题讲

座等形式，引导学生关注数据伦理、数据安全等社会问题。

其次，国家和地方教育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鼓励高

校将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相结合，为课程思政的实施提供了

政策支持。最后，一些教师开始主动探索课程思政的实施路

径，通过教学改革、案例设计等方式，尝试将思政元素融入

课程教学。

1.2 存在的问题

在新工科背景下，《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课程思政融

入研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10-11]，下面将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教学评价体系、思政元素融入、学生参与度、教

师素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表现以及原因总结如表 1 所示。

2 新工科背景下数据库课程思政的重要性

新工科强调工程教育与创新驱动的深度融合，旨在培

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工程人

才。在这一背景下，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课程作为工程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政教育的融入显得尤为重要，主要体现

以下几个方面。

2.1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在新工科背景下，强调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通过

思政教育，培养其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观念，具

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这些对于学生未来的职业

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

2.2 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
将思政元素融入《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课程，以提高

学生的创新精神，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学生在面对社会问题时，能够积极

思考解决方案，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2.3 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通过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以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激发学生的实践兴趣，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沟

通能力，使学生在实际工程项目中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专

业技能，解决实际问题。

3 数据库课程思政元素融入的具体实施策略

将思政元素融入数据库课程不仅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的重要途径，也是响应国家教育政策、培养新时代复合型人

才的必然要求，下面给出部分实施策略。

3.1 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深入挖掘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课程思政元素，如在介绍

数据库技术的发展历程时，可以引入中国数据库技术的自主

创新历程和取得的重大成果，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操。

3.2 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通过组织学生进行数据库设计、应用开发等实践活动，

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入理解数据库技术的原理和应用，同时培

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3.3 课程内容的思政元素整合
在课程大纲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课程内容相

结合，明确列出思政教育的目标和要求；结合具体案例，如

数据泄露事件分析、数据伦理困境等，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数

据安全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关系。

3.4 教学案例的开发与应用
设计与数据库安全相关的案例，如 Equifax 数据泄露事

件，通过分析该事件的过程和后果，引导学生了解数据安全

的重要性；创建与社会责任相关的案例，如讨论企业在收集

和处理用户数据时应如何平衡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引导学

表 1 数据库课程思政存在的问题、表现与原因

存在问题 问题表现 原因分析

课程内容与实际应

用脱节

当前，《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课程教学内容偏重理论，

与实际应用脱节，导致学生对课程的兴趣不高，难以激

发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于注重理论知识，忽视了实际应

用案例的引入，使得学生对课程的实际应用价值认识不足。

思政元素融入不足
当前《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课程中思政元素的融入不足，

导致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识不够

部分教师对思政元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未能将思政元素

有效融入课程教学中

学生参与度不高
学生对《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课程的参与度不高，导致

教学效果不佳

部分学生对课程内容不感兴趣，缺乏主动学习的动力；部

分教师的教学方法单一，未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师素质参差不齐
部分教师在《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课程教学中，对新技

术、新方法的了解和掌握不足，影响教学效果

部分教师缺乏继续教育和专业培训，对新技术、新方法的

了解和掌握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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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思考企业应如何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承担起社会责任。

3.5 教学方法的创新
采用项目驱动学习的方式，让学生参与到实际的数据

库设计与开发项目中，通过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来提高学生

的实践能力；实施翻转课堂，让学生在课前预习课程内容并

通过在线平台完成基础知识的学习，课堂上则进行深入讨论

和实践操作，重点放在思政教育和案例分析上。

3.6 考核体系的改革
构建多元化的考核体系，在考核体系中，除了传统的

笔试和作业成绩之外，增加项目实践、小组讨论、案例分析

等内容，以全面评价学生的能力；通过项目实践考核学生的

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确保学生能够掌握专业知识，并

将知识用于实际问题的处理。

3.7 师资队伍建设
鼓励教师参与课程思政的研究和实践，通过研讨会、

工作坊等形式分享经验，提高教学水平；为教师提供参与课

程思政研究的机会，如参与编写教材、案例集等，以提升专

业素养；建立教师评价体系，将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纳入教

师绩效考核中，激励教师积极参与课程思政的改革。

4 结语

通过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优化教学内容与方法、

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等措施，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思政素养和

技术能力，培养既具备专业技能又具备社会责任感的新时

代工程人才，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课程思政的实施方式和手

段，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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