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开课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制作人：李晓妮

课程名称 数据结构与算法 授课对象所属专业 人工智能

课程类型 实践课 开课年级 大二

课程性质 专业基础课 课程总学时 48

一、课程简介

数据结构与算法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课程，在课程体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课程主要介绍线性表、栈、队列、

数组、树、图等常用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操作及其典型应用，和经典的查找、

排序算法。通过研究数据的逻辑结构和存储结构，建立在数据结构上基本运算的

正确概念，学习基本算法效率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学完本课程后学生将基本

掌握数据结构与算法的设计、分析技术，提高程序设计的质量。

通过优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结合课程在专业培养目标中的支撑作用，确

定了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教学目标，以爱国敬业、道德规

范、工匠精神、创新精神、团队协作做为思政教育建设重点，实现知识传授、思

政教育、素质教育和能力培养的紧密结合。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编程模拟排队核酸检测

2.对应章节：第三章 栈和队列

3.课程讲次：第 7 讲 队列

三、案例教学目标

(1) 通过案例讲解，可以使学生对队列的概念有更深的理解和感悟，让学生

理解队列是一种特殊的线性表，在使用过程中具有操作限制性。

(2) 引导学生尊重社会公德，遵守公共秩序，做一个有文明素养的大学生，

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认同感、文化自信心和家国情怀， 可以增强学生社会责任

感，将专业知识与社会科学、科学精神相结合。



四、案例主要内容

排队现象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如食堂打饭、超市购物结账、核酸检测、

进火车站、过收费站等都要排队，排队使公共场所有了一定秩序，使各项服务、

工作能有序、高效地运行，而插队、加塞等不文明行为可能会引起推搡、引发争

执和混乱，甚至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目的：掌握队列应用的算法设计。

内容：编写一个程序 SqQueue.py，反映疫情期间学生排队做核酸的情况，

在排队过程中主要重复下面两件事：

(1) 学生到达采集核酸地点，排到等待队列中等待核酸检测。

(2)“大白”从等待队列中选做下一个学生，对该学生进行核酸检测。

要求模拟学生等待核酸检测这一过程，程序采用菜单方式，其选项及功能说

明如下：

(1) 排队：输入排队学生的 ID 号，加入核酸排队队列中。

(2) 核酸检测：学生排队队列中最前面的人进行核酸检测，并将其从队列中

删除。

(3) 查看排队：从队首到队尾列出所有排队进行核酸检测的序号。

(4) 不再排队，余下依次就诊：从队首到队尾列出所有排队学生的序号，并

退出运行。

(5) 核酸检测完毕，下班，退出运行。



五、案例教学设计

1、课前准备

(1) 预习教材 3.2 节队列，讨论：你在生活中遇到过需要排队的情形吗？你

在排队的时候有没有遵守先来后到的规则？排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加塞的情

况？有没有对某些加塞行为表示拒绝，但又对某些加塞行为表示理解和许可？

(2) 观看教学视频，通过一群小兔子过独木桥的故事体会队列的概念和特点。

(3) 思考：队列、栈、线性表三者之间的关联和区别，并列举出在生活中发

现的“栈”、“队列”和“线性表”。

2、课堂教学

(1)创设情境

情景导入：

通过引入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排队现象，如食堂打饭、超市购物结账、进火车

站、核酸检测等，引出队列的基本概念，通过观察现实生活中的排队现象，了解

队列“先进先出”的特点及队列的作用。

设计意图：

引导学生意识到排队制度使公共场所有了秩序，使得各项工作能高效地运行，

引导学生既要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更要尊守社会公德、遵守公共秩序、遵守国家

法律法规。

(2)问题探究

针对基础和重点知识，进行随机抽查、随堂检测，讲解课前布置作业；收集

问题，答疑解惑。

对课前布置的讨论题进行分析，总结线性表、栈和队列三种结构的异同点，

栈和队列可以看作操作受限制的线性表。

设计意图：

引导学生辩证看待线性表、栈和队列三者之间的关系，线性表的优点在于插

入和删除位置不受限制，而栈和队列在于可以高效模拟实际应用中的类似场景。

(3)情景引申—分组排队



情景导入：

世界杯小组赛出线规则：32 支参赛队通过抽签分为八个小组，每个小组分

别有四只球队进行比赛，每支球队都必须和其他三支球队进行且只进行一场比赛。

核酸检测时因校医院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受限，学校 22 个学院的学生在做

核算的时候，需要排队轮流做核酸，每次最多只能同时排 6 队做核酸，学生人数

少的学院可以安排排一个队里，一个学院学生全部做完以后下一个学院学生跟上。

算法实现思路：

世界杯小组赛，可以利用队列的基本操作，编写算法，打印各组内的循环比

赛对战名单，将小组内的球队依次入队，只要队列不为空，队头元素出队，再遍

历队列中的元素，直到队列为空为止。

核酸检测中，将 6 个学院的学生依次入队，只要队列不为空，队头元素出队，

再遍历队列中的元素，直到队列为空为止。

设计意图：

指导学生在利用队列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在讲解核酸检测过程中了解抗疫

精神、国家力量、中国创造、中国制造，感受中国经济和科技强大的竞争力、影

响力，增强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自豪感，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4)情景引申—优先队列

情景导入：

车辆在道路行驶时，正在执行任务的军警车、救护车和消防车拥有优先通过

的权利。通过跟学生讲解《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53 条引出优先队列的概念。



在核酸检测中，当有检测台没有学生排队，即队列为空的时候，可以安排剩

下的队列里最长队列里的后一半学生过去继续做，后面依次类推，可以实现尽快

可能完成全部学生的核酸检测。

算法实现思路：

当某队列为空，此时查找判断其他队列长度，把最长队列后一半学生提前出

队，赋予优先出队的权利，再按原来的顺序进入空队继续排队做核酸。

优先队列的算法实现，可以用排序、查找、直接插入等操作，也可以用堆提

高算法的性能。

设计意图：

讲解优先队列思想的同时，引导学生，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正在执行任务的

军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时，要主动避让，为生命让道。进一步引导学生处理任

何问题必须遵循必要的规矩，但是面对具体问题和工作中的复杂性，又要敢于打

破常规，勇于创新，守规矩但不墨守陈规。

(5)课堂讨论

通过模拟全民核酸检测的程序，讨论作为新时代大学生的一员，应当怎样遵

守国家的防疫政策，做一个有素质的人？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你对战

“疫”期间“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有着怎样的感想？请把讨论感言作为字符串

的内容，在程序中进行输出。

3、课后任务



约瑟夫环（约瑟夫问题）是一个数学的应用问题，已知 n 个人（以编号 1，

2，3...n 分别表示）围坐在一张圆桌周围。从编号为 k 的人开始报数，数到 m

的那个人出圈；他的下一个人又从 1 开始报数，数到 m 的那个人又出圈；依此

规律重复下去，直到剩余最后一个胜利者。

请利用所学的数据结构（如：顺序表、链表、队列等）解决约瑟夫问题，尽

可提供多种解决方案，给出算法设计思路，算法效率分析、代码及运行结果截图。

六、教学反思

（1）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想让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课程思政，必须保证思政

元素与专业知识的融入具有趣味性和吸引力，除了引入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发展历

程中的代表性人物或里程碑事件的介绍以外，思政元素的挖掘还可以从学生关注

的行业大事件以及当前社会的热点事件出发，引导学生关注国内外时事和本学科

的研究与应用前沿。

（2）课程思政的评价方式可以采用调查问卷、心得体会等诊断性评价和终

结性评价方式，判断学生的思想状况，也可以通过学生参与思政问题的讨论情况、

教学过程的记录等进行评价和反馈。

（3）一个案例可以应用于多个教学知识点，如约瑟夫问题就可以贯穿线性

表、栈和队列的始终，让学生尝试用不同的数据结构解决此问题，对算法效率进

行分析，并给出算法的实现。这样既能加强学生对基本数据结构的应用，也能让



学生深切体会到用不同数据结构解决同一问题的差异性，从中找到效率最佳的解

决方案，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