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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报 说 明

1.每门课程均需明确“课程类别”，从“公共基础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实践类课程”中选择一个选项填报。

2.申报课程可由一名教师讲授，也可由教学团队共同讲

授。

3.“学科门类/专业大类代码”和“一级学科/专业类代

码”请规范填写。没有对应具体学科专业的课程，请分别填写

“00”和“0000”。

4.申报书按每门课程单独装订成册，一式两份。

5.所有报送材料均可能上网公开，请严格审查，确保不

违反有关法律及保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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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Python 设计基础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程 ○√ 专业教育课程 ○实践类课程

所属学科门类/

专业大类代码
电子信息/61

一级学科/专业类代码 计算机/6102

课程性质 ○√ 必修 ○选修

开课年级 二年级

学 时 64

学 分 4

最近两期开课时间

2020 年 9 月 1 日— 2021 年 1 月 1 日

2021年 3月 1日— 2021年 7月 12日

最近两期学生总人数 632

教学方式 ○线下 ○线上 ○√ 线上线下混合式

线上课程地址及账号 http://course.rzpt.cn/front/kcjs.php?course_id=2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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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授课教师（教学团队）基本情况

课程团队主要成员

（序号 1为课程负责人，课程负责人及团队其他主要成员总人数限 8人之内）

序

号
姓名

系/

部门

出生

年月
职务 职称

手机

号码

电子

邮箱
教学任务

1
陈 媛

媛

电子信息

工程系

1980.

07
教师 讲师

1500633

1011

yychen76@1

63.com

教学设计

课程教学

2
张 晓

诺

电子信息

工程系

1975.

06

教 研

室 主

任

副 教

授

1356334

5751

157308331@

qq.com

教 学 设 计

课程教学

3
郑 艳

飞

电子信息

工程系

1979.

10
教师 讲师

1356192

7019

82896228@q

q.com

教 学 设 计

课程教学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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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授课教师（教学团队）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情况

课程负责人

情况

（近 5年来在承担课程教学任务、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和理

论研究、获得教学奖励等方面的情况）

时间 教学任务 教学实践 教学奖励

2017-2018 学

年第二学期

移动终端

开发技术

1.编制课程《移动终

端开发技术》整体教

学设计文件，将课程

思政融入到课程课

程设计中；

2.完成《移动终端开

发技术》资源建设

1.信息化示范项

目;

2.信息化教学大

赛院级优秀奖

2018-2019 学

年第一学期

JavaWeb

应用开发

1.编制课程

《JavaWeb 应用开

发》整体教学设计文

件，将课程思政融入

到课程课程设计中；

2.指导学生参加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移

动互联网应用软件

开发”赛项；

1.院级精品资源

共享课

2.教学能力大赛

省赛一等奖

3.指导山东省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

获二等奖

2018-2019 学

年第二学期

移动终端

开发技术

1.开展课程思政教

学实践，在教学中融

入思政元素；

2.参加信息化优秀

课堂奖的评选活动

1.信息化优秀课

堂奖

2.教学能力比赛

院级优秀奖

2019-2020 学

年第一学期

移动终端

开发技术

1.开展课程思政教

学实践，在教学中融

入思政元素；

2.指导学生参加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移

动应用开发”赛项；

指导山东省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获

二等奖

2020-2021 学

年第一学期

移动终端

开发技术

指导学生参加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移动

应用开发”赛项；

指导山东省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获

二等奖

2020-2021 学

年第二学期

编程基础

(Python)
新型教材建设 优秀新型教材

2021-2022 学

年第二学期

Python设

计基础

1.建设《Python 设计

基础》精品资源共享

课；

2.参加信息化说课

比赛

信息化说课比赛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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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团队情况

（近 5年来教学团队在组织实施本课程教育教学、开展课程思

政建设、参加课程思政学习培训、集体教研、获得教学奖励等

方面的情况。如不是教学团队，可填无）

一、课程团队结构合理

《Python 设计基础》课程教学团队坚持立德树人，具有良

好的师德师风。本课程团队成员均属于省级教学团队。本课程

教学团队是由中青年教师为主，其中副教授 1人、讲师 2人,

在政治面貌上均为中共党员。教学团队由坚实富有学术底蕴和

朝气活力的教学骨干人员组成，教学团队师资 3人具备硕士以

上学位；2人拥有企业顶岗、访学经历；3人为双师型教师。

二、课程团队基础扎实，课程思政经验丰富

团队成员注重开展有关课程思政的学习、交流与研讨，深

入挖掘专业课中的思政元素，课程思政教学主题鲜明、内容丰

富、融入自然，注重教研成果应用，并起到辐射带动作用。通

过构建特色鲜明的课程思政研究体系，对课程思政重点、难点、

前瞻性等问题有一定的研究。

团队成员在 2019 年 3 月-7 月参加信息化优秀课堂奖评选

并获奖；2018 年 9 月参加山东省教学能力大赛荣获一等奖；

2020 年 5 月《Python 设计基础》被评为学院线上典型教学案

例；2021 年 7 月《移动终端开发技术》教材被评为院级优秀新

型教材；2021 年 9 月参加院级信息化说课比赛荣获二等奖。

三、课程团队能力突出，成绩斐然

时间 课程思政活动/奖励 人员

2017.11
指导山东省大学生电子与信

息技术应用大赛获二等奖
陈媛媛 张晓诺

2018.06 信息化示范项目 陈媛媛

2018.06
信息化教学大赛院级

优秀奖
陈媛媛 张晓诺

2018.09
山东省教学能力大赛

一等奖
陈媛媛

2018.09 院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团队成员

2018.11
指导山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团体二等奖
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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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课程思政活动/奖励 人员

2018.11
指导山东省大学生电子与信

息技术应用大赛获二等奖
团队成员

2019.06
教学能力大赛院级

优秀奖
陈媛媛 张晓诺

2019.07 信息化优秀课堂奖 陈媛媛

2019.09
指导山东省大学生科技节机

械 CAD 技能大赛获一等奖
陈媛媛

2019.11
指导山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团体二等奖
陈媛媛

2019.11
指导山东省大学生电子与信

息技术应用大赛获二等奖
团队成员

2020.05
《Python 设计基础》线上典型

教学案例
郑艳飞

2020.06 1+x 计算机视觉师资培训 张晓诺

2020.08 1+x 计算机视觉师资培训 郑艳飞

2020.09
1+x 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师资培训
张晓诺

2020.10 省级教学团队 团队成员

2020.11
《Python 设计基础》教学典型

案例
郑艳飞

2020.11
指导山东省大学生电子与信

息技术应用大赛获一等奖
陈媛媛

2020.11
指导山东省大学生电子与信

息技术应用大赛获二等奖
张晓诺

2020.12
指导山东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个人赛二等奖
陈媛媛

2021.07 优秀新型教材 陈媛媛

2021.07 移动应用开发师资培训 陈媛媛

2021.09 信息化说课比赛二等奖 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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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思政建设总体设计情况

（描述如何结合本校办学定位、专业特色和人才培养要求，准确把握本课程的课

程思政建设方向和重点，科学设计本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目标，优化课程思政内

容供给，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紧密融合等情况。500 字以内）

一、课程思政建设方向和重点

1.建设方向

课程思政建设贯彻学院“以就业为导向、学生为中心、产教结合为手段”的

办学定位，立足日照、面向山东、服务全国软件产业需求，以基础性、实用性和

可实践性案例为原则，培养具有“爱国、敬业、精益、创新”精神、面向 Python

项目开发岗位的技术技能人才。

图 1 建设方向

2.建设重点

根据课程设计的五个教学案例，以真实 Python 项目开发工作情景及其工作

过程为导向，构建“案例—情景—思政”的课程思政体系，将学生个人的综合素

养提升、职业发展与我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和软件

产业高质量发展所需的工匠人才紧密集合。

图 2 “案例—情景—思政”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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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案例—情景—思政”课程体系

二、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2021 年建设成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课程团队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 Python 项目开发真实工作情景

为引领，“学中做、做中学”，构建“浸润式”特色课程思政模式。

课程建设与思政教育同向而行，形成协同效应，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结合。依

托于 Python 语言在不同领域的应用案例，适当结合我国政府在解决民生问题和

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方面的突出作用和重要成果，结合我国科学家在一些

领域的重要贡献，在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在

点滴之间影响学生。

三、课程思政内容供给

课程抓住国情教育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浸润这两个基本维度，紧

扣程序设计与开发这一核心能力，引入真实工作情景，完成教学实施。重点将

家国情怀、“四个”自信、诚信教育、职业规划、法律意识和工匠精神等元素

融入课程体系设计、教学实施、校本教材撰写、教学资源建设、考核评价中，实

现润物无声的效果。

图 3 教学案例与课程思政内容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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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情况

（描述如何结合办学定位、专业特色和课程特点，深入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完善课程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探索创新课程思政建设模式和方法路径，将课程

建设目标融入课程教学过程等情况。1000 字以内）

Python 设计基础教学团队结合学校办学定位，紧密围绕软件技术专业的人

才培养目标，在具体分析 Python 技术特点的基础上，寻找 Python 课程的知识体

系与课程思政的契合点。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将思政教育元素有效融入教学内容，

达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教学效果。

一、多门课程联动，深入挖掘思政元素

根据 Python 设计基础课程内容的发展变化，加强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

沟通交流，不断挖掘开展“课程思政”的“思政元素”，实现多门课程的联动。

1.加强思政教师与专业课教师之间的合作

通过专题研讨活动、集体讨论备课等活动，与思政教师的沟通交流，帮助专

业课教师掌握一定思政理论知识，以便深入挖掘 Python 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2.实现多门课程联动，挖掘相同的思政元素

在多门相似课程的共同作用下，做到思政元素全面挖掘，例如与《面向对象

程序设计（Java）》、《移动终端开发技术》等课程联动，促使学生在不同课程

学习中掌握相应的思政知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发展。

二、构建课程内容，有效融入思政元素

1.明确培养目标

（1）培养家国情怀和工匠精神。通过我国在信息产业的成就，着力培养学

生家国情怀、“四个”自信和工匠精神。

（2）培养职业理想与使命感。学生在学习 Python 技术的过程中，要充分了

解软件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和最前沿的科学研究，激发起奋发图强的决心。

（3）培养职业道德与法律观念。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强的法

律观念是 Python 程序设计课程的重要育人目标。

2.构建课程内容

Python 程序设计课程知识点内容丰富、涵盖面广，与课程思政存在着许多

契合点。依据软件专业人才培养培养目标，结合我院学生特点，与行业企业专家

共同对 Python 课程内容进行选取、整合，将课程思政融入到教学案例中。按照

难易程度，将《Python 设计基础》的教学共分 Python 编码规范、输出杨辉三角、

学生成绩管理系统、职业生涯规划和网络爬虫五个教学案例，将思政元素融入到

教学案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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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构建课程内容

《Python 设计基础》课程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按照“案例—情景—思政”

的课程思政体系，即每个工作任务确立 1 个课程思政主题，完成本门课程思政

体系构建。

教学案例 情景 课 时 思政元素

案例一

Python 编码规

范

1.1 准备工作 4
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工匠精

神

1.2 编写 Python 程序 2
规范编码习惯，规范日常行为，

培养职业素养

案例二

输出杨辉三角

2.1 定义变量 4
比较 Java 与 Python 的语法区别与

联系，培养学生知识迁移的能力

2.2 流程控制语句 8 热爱祖国、增强“四个自信”

2.3 运用模块实现年历 4
珍惜时间，努力学习，争做“追梦

人”

案例三

学生成绩管理

系统

3.1 定义与调用函数 8
处理分工与合作、个人与集体的关

系，服从集体决定，承担相应责任

3.2 运用组合数据类型 8 诚信教育：

学业诚信不作弊；贷款诚信不逾期；

做事诚信不违约。正确人生观教育3.3 类与面向对象 8

案例四

职业生涯规划

4.1 文件操作 4
规划职业生涯，快速实现价值

4.2 文件路径操作 2

4.3 错误和异常 4
工匠精神，为追求真理锲而不舍的

精神

案例五

网络爬虫

5.1 网络编程 4 网络时代如何保护个人信息

5.2 简单爬虫 2
编写爬虫程序时应注意遵纪守法，

不要触犯法律5.3使用BeautifulSoup

解析 HTML
2

三、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模式，改进教学方法

依托在线教学平台，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模式。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将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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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政教育理念、价值观、方法论应用于教学内容之中，采用讲授、演示、分组、

榜样示范、实践教学、典型案例、网络教学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有效达成

Python 设计基础课程中的思政教学目标，充分发挥课程思政的积极作用。

1.依托在线教学平台，运用翻转课堂模式

在 Python 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利用在线教学平台，该平台可以有效地管理

思政资源。教师将含有思政元素的课程资源上传到平台，并将学习过程场景化，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

图 4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

2.小组分工合作

在 Python 实践教学过程中，基于多个项目环节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让小

组中的每一个学生都能够体验到职业角色的责任，明确岗位能力要求。学生通过

小组分工合作，最大限度地挖掘出自身的价值，提升专业能力。

3.案例教学

在 Python 授课过程中采用案例驱动的教学方法，将思政元素与 Python 知识

点有机融合。典型的思政案例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掌握专业知识，对学生形成良好

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也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四、课程思政建设模式和方法路径

1.增强思政意识

教师和学生充分认识到“课程思政”的重要性，增强教师的思政意识和思政

能力，由专业教师独立开发课程向共同开发课程转换，做到课程思政的全员参与。

2.教学内容与课程思政有机融合

“以实际工作任务”为驱动，实现任务—思政的有机融合。通过真实情景、

真实工作任务、真实身份转换，更好的实践和检验课程思政效果。

3.改革考核方式

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健全综合评价。考核内容包括单元学习成绩

和项目综合成绩，注重过程评价以及职业素养评价。依托线上平台，运用大数据

开展教与学行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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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评价与成效

（概述课程考核评价的方法机制建设情况，以及校内外同行和学生评价、课程思

政教学改革成效、示范辐射等情况。500 字以内）

一、改革考核方式，注重职业道德和素养评价

1.改革传统评价方式

在考核评价形式方面，Python 设计基础课程改变了以往单人单套、独立操

作、独立汇报的考核评价方式，采用形成性评价、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并

制定具体的量化指标和考核细则。

2.改革传统评价指标

在考核学生专业能力的同时，将立德树人作为德育目标的首要考核指标，注

重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的评价。在考核评价过程中，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每组 3

—4 人，采用“独立操作+小组汇报”的形式，围绕专业能力、职业素养、创新

精神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3.改革传统评价算法

具体的评价方式采用在线教学平台，利用数据采集功能记录学生对思政教学

资源的点击量和访问时长，利用考核评价功能开展自我评价和小组评价，利用数

据分析功能掌握学生职业素养的养成情况。

二、校内外同行和学生评价

《Python 设计基础》课程赢得了学生和督导的高度评价——“内容丰富、

形式新颖,有成就感和参与感。激发了民族自豪感，培养了工匠精神，能够形成

清晰的职业愿景，并将自己的职业规划与国家发展进程紧密结合”,课程评价结

果优良率达到 100%。下一步，课程组拟对教学效果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进行深

入研究，进一步提高 Python 程序设计课程的教学质量。

三、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成效显著、示范辐射

Python 设计基础课程组深入挖掘提炼课程所蕴含的思政要素和德育功能，

推动“课程教学”向“课程思政”转化、“专业教育”向“专业育人”转化，实

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经过两轮教学实践，从学生的学

业成绩和职业素养来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达到了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教师

在授课过程中，掌握了课程思政的教学方法，挖掘出了丰富的思政资源，并将其

有效地融入 Python 教学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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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特色与创新

（概述在课程思政建设方面的特色、亮点和创新点，形成的可供同类课程借鉴共

享的经验做法等。须用 1—2个典型教学案例举例说明。500 字以内）

一、多门课程联动，深入挖掘思政元素

通过专题研讨活动、集体讨论备课等活动，与思政教师的沟通交流，帮助专

业课教师掌握一定思政理论知识，以便深入挖掘 Python 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在多门相似课程的共同作用下，做到思政元素全面挖掘，例如与《面向对象

程序设计（Java）》、《移动终端开发技术》等课程联动，促使学生在不同课程

学习中掌握相应的思政知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发展。

二、发挥专业特色，有效融入课程思政

课程团队与行业企业专家共同对 Python 课程内容进行选取、整合，将课程

思政融入到教学案例中。按照难易程度，将学习内容共分 Python 编码规范、输

出杨辉三角、学生成绩管理系统、职业生涯规划和网络爬虫五个教学案例。现对

案例二和案例五进行详细说明：

1.案例二 输出杨辉三角

知识点：for 循环语句、while 循环语句

案例描述：要求运用 for 循环在控制台上输出杨辉三角。

思政元素：杨辉，南宋杰出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杨辉三角是我国古代数

学的瑰宝。通过案例引导学生热爱祖国、增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自信”，

激发学生努力学习为祖国做贡献的决心。

教学方法：课前教师将含有思政元素的课程资源上传到平台，并将学习过程

场景化，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让小组中的

每一个学生都能够体验到职业角色的责任，明确岗位能力要求；采用“杨辉三角”

案例教学，将思政元素与 Python 知识点有机融合；学生讨论，如何输出九九乘

法表，我国在九九乘法口诀的贡献有哪些？

2.案例五 职业生涯规划

知识点：文件的打开与关闭操作、数据写入、文件的定位与读取

案例描述：创建“职业生涯规划”文件，将自己的职业规划写入文件“职业

生涯规划”，读取文件内容。

思政元素：学会规划职业生涯，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职业理想和职业抱负。

教学方法：课前教师将“如何规划职业生涯”的课程资源上传到平台，并将

学习过程场景化，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采用“职业生涯规划”案

例教学，将思政元素与 Python 知识点有机融合；学生演示“职业生涯规划”，

并讨论评选最佳“职业生涯规划”。



14

八、课程建设计划

（概述今后 5年课程在课程思政方面的持续建设计划、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主要改进措施、支持保障措施等。300 字以内）

一、继续深挖思政元素

1.厚植爱国情怀

课题组继续挖掘如华为电子芯片、5G 技术自主研发等典型事例，将思政元

素融入教学中，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培养学生对软

件专业及 Python 行业的认识，增强学生的专业信心。

2.关注时事热点

课题组围绕时事热点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系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切实提升立

德树人的成效。

二、完善教学材料

课题组不断加强教学内容创新，在课程教学中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

引领同时展开。增加教学案例，做到知识点全覆盖；完善拓展资源，让学生开阔

眼界、增长知识；加入“计算机视觉”、“大数据应用开发”等 1+X 证书相关内

容，提升学生职业素养。

三、创新教学手段

1.开设第二课堂的学习

积极与本地软件企业联合，强化基础理论、拓展实践技能、学习企业文化。

把社会与市场需求作为人才技能培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提

供导向。

2.举办或指导学生参与丰富多彩的竞赛活动

举办校级“Python 设计”相应的技能大赛，指导学生参加“山东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大学生科技节”等竞赛，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职业

素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四、提升团队课程思政能力

课程组将以专业教育与课程思政相融合为主题，参加“课程思政”专项师资

培训、开展教学研讨、积极参与“课程思政”相关的课题研究，提升教师的课程

思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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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附件材料清单

1. 教学设计样例说明（必须提供）

（提供一节代表性课程的完整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流程说明，尽可能细致地

反映出教师的思考和教学设计，在文档中应提供不少于 5张教学活动的图片。要

求教学设计样例应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表述清晰流畅。课程负责人签字。）

2. 最近一学期的课程教案（必须提供）

（课程负责人签字。）

以上材料均可能网上公开，请严格审查，确保不违反有关法律及保密规定。

十、课程负责人承诺

本人已认真填写并检查以上材料，保证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任何知识产权

问题。如有违反，本人将承担相关责任。

课程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十一、所在系部推荐意见

主管领导签字：

（院部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