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序控制结构——循环结构

主讲教师：邓春伟

课程名称： Python 程序设计 课程性质：专业教育课

适用专业：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所属类别：工学

一、课程简介

《Python 程序设计》是一种开源的脚本语言，针对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开设的一

门计算机语言类的专业必修课课程。本课程系统学习 Python 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语法，较好地

训练学生解决问题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编程思路和技巧，使学生具有较强的利用 Python 编写

程序的能力。

课程内容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导向，形成从思政目标精准定位，子目标精细划

分，思政元素精准匹配；教学中充分利用“四学一转”的思政教学模式，以史为例，引经据典，了解

中国优秀传统；以师为榜，传承精神；关注热点，分析热点，辩证的认识问题，形成正确的三观，做

到真正使学生寓学思政于知识、寓学思政于精神、寓学思政于情怀、寓学思政于担当的通盘设计，润物

无声的教学过程。

二、思政元素挖掘与思政素材选取

结合我校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办学定位及其专业特色。制定课程总体思政目标为培养

服务于国家、服务于党、服务于人民，具有工程精神，胸怀祖国的未来应用型本科人才。

在对课程的整体设计、对课程知识点所蕴含的思政元素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总目标中

凝练出了“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观念、科学精神、担当能力”五个模块的

具体课程思政培养目标，成为课程思政主线，并将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从业职业道德和行

为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和责任，分层次、有计划、潜移默化地

融入教学全过程。划分知识粒度，建立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知识图谱，围绕 5个目标精确案

例，明确蕴含思政目标。学生将明确内在逻辑、精神实质和重大意义，理解其蕴含和体现的

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最终实现专业与思政同构同在，通盘设计，润物无声的

全育人。

图 1-1思政目标五大模块

思政理论研究方案从以下五个方面实施及其理论知识：

1. 专业知识点中发掘思政元素。

2. 通过研究教学内容，发掘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



3. 通过失败的教训、警示性的问题等，反思分析，提高学生辨识能力和责任意识。

4. 和学生一起对专业相关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将“课程思政”很好的切入点。

5. 从专业课的学科发展史、大师成长道路、教师个人经历等方面完成对学生的“价值观

塑造”。

三、课程思政案例设计与实施

案例名称： 程序控制结构——循环结构

1.案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掌握 range对象，for语句

（2）能力目标

能够使用 range、for循环语句编写程序；

建立使用循环语句解决问题的思想；

具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3）价值引领目标

培养学生精益求精、勇攀高峰的精神。引导学生爱国爱校爱家的家国情怀。建立正确

的价值观

以探究的方式讲解循环结构，让学生明白高效率算法的重要性，引导学生按照计划和

顺序做事，用科学合理的流程安排生活、学习和工作。

2.教学组织与实施

课程名称 python 程序设计 课程代号

授课类型 A 类纯理论课 B 类理论+实践 C 类纯实践课

单元名称 程序控制结构——循环结构 学习学时 1

学情分析

1.已经理解.掌握关系运算符.逻辑运算符.条件表达式的书写。学习者具有循

环结构的执行过程和思维方式。

2.学习者在学习通预习任务单。

3.讨论或独立完成课前布置的程序分析，设计和代码编写。

4.完成思维导图。

教学重点 循环要素；循环控制语句

教学难点 循环体的提取；for 循环

教学方法手段

1.教学方法：采用讲授法.课堂讨论法.练习法.实训法.演示法。

2.学习方法：CDIO 法，合作学习，实训学习，自主学习。

3.教学手段：多媒体，项目演示。

课程资源

1.学校资源：课件.多媒体化室。

2.文献资源：参考教材，课程大纲，课外读物，实训指导书。

3.网络资源：超星学习通。

教师课前准备 1.布置学习环境。



2.研究和准备教学内容（包括课件，演示项目等）。

预习任务
1.完成预习任务单

2.思维导图

思政内容

1.思政目标

通过社会热点问题，让学生选择正确的消费观，选择正确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

通过中国古代经典趣味问题，培养和激发学生博古通经、积极进取、发

扬光大的精神。体会程序设计的惊人力量，开阔计算思维， 使学生感受到

走出传统、关注科技发展的必要性，学会利用先进的手段解决问题，提高创

新能力。

通过趣味性高、实用性强的教学案例，让学生体会到由山穷水尽到豁然

开朗再到大获全胜的充实体验，并将这种体验内化为刻苦钻研的动力，点燃

起学生内心的科研精神的火焰。

2.教学过程

循环语句（坚持到底，积极向上）：成功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培养学生

持之以恒，百折不挠，不断打磨专业能力的品质和工匠精神；

循环语句（有条件迭代）：循环的本质是一直重复，但并不是无条件的

重复，从而体现“匱变引起质变”的马克思哲学观。

解决实际问题：通过循环中穷举法，解决实际应用问题，从而了解中国

优秀的传统文化。

3.思政案例

（1）思政案例——每天进步 1%——天天向上的力量

用 for 语句解析（1+0.01）**365 （1-0.01）**365

努力和不努力的鲜明对比

——每天进步 1%，一年后就进步 38 倍（3800%）

——每天懈怠 1%，一年后就只剩 2%了。

业精于勤，荒于嬉。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不负时代、自律自强。“好

好学习，天天向上”，养成每天多学、多练习一点的主动学习习惯。

（2）思政案例——社会热点问题——校园贷

分析如何实现内置函数 pow



（3）思政案例——中国古代经典趣味问题（博古通经、积极进取、 发扬光

大）：

• “鬼谷算”，也叫“隔墙算”，或称为“韩信点兵”，外国人还称 它为

“中国余数定理"

教学活动（任务）

活动（任务）

步骤名称
活动（任务）内容

主要教学策

略

回顾旧识 1.回顾程序三种结构 3min 学生观察思



问题引入

顺序结构、选择结构、循环结构

（强调每种结构应用环境）

2. 关系运算符

< <= > >= == !=

（强调运算符的书写，==与=的不同）

3. 逻辑运算符

and or not

（提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程序基本结构（认真、细心和严谨）：通过编写与

调试程序，引导学生无论在日常的学习中，还是今

后的工作岗位上，都需要养成认真、细心和严谨的

作风和习惯。

2min

考，教师讲解

演示

知识讲解

知识点 1：range对象

知识点 2：for语句的执行过程

知识点 3：for语句解决实际问题

启发讲解

讨论归纳

1. 课程导入

通过数学问题的 1+2+3+......+100的和

以问题探究的方式让学生讨论“从 1累加到 100 有哪些编

程方法？”，让学生明白高效率算法的重要性，引导学生

按照计划和顺序做事，用科学合理的流程安排生活、学习

和工作。

五部问题解决法：

解决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产生问题

解决方法。

总结：五部问题解决法；循环结构重复相同操作。

2. range对象

格式：range(start,stop[,step])
注意：集合区间[start,stop)
小试牛刀

3. for语句

for语句格式：

for 变量 in 对象集合：

3min

4min

18min



循环体语句/语句块

（强调书写格式，冒号不能省略）

分析 for 语句执行过程，回顾**运算符。

【例题】用循环实现（1+0.01)**365 (1-0.01)**365

实现方法：

引发问题：学习积累

（学习是一个积累过程，由量变到质变）

【例题】800 元校园贷，日息 1%，一年以后偿还金

额计算。

实现方法：利用内置函数 pow

解析函数：该函数是通过循环实现的。

引发问题：未来工作方向，消费观念、正确的价值

观。

（远离校园贷，莫让青春来还贷）

【例题】求解 1+2+3+......+100 的和。

问题实现：

总结算法：求和问题的实现思路

举一反三 同中求变

求解 1+2+3+......+100 中奇数的和以及偶数和。

重点讲解题目的演变，以及如何在实际应用中寻找

基础操作。

4. 解决应用问题

由众人熟知的经典数学问题引发实际解决方案。

《孙子算经》——鸡兔同笼 韩信点兵

视频分享：了解《孙子算经》，韩信点兵出处。

解决问题：

（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高素养）

8min



示范操作

5.课程小结

知识点总结：

range对象

for语句

知识巩固讲解

2min 教师例题演

示，学生观察

思考

根据学生情

况，酌情选择

示范操作

课外实训
学生试写 for例题程序

（清览题库）

实践操作

总结分析

知识拓展 在单片机流水灯，延时等应用；空语句
启发讲解

讨论归纳

课堂总结
循环的要素

for语句

总结分析

整理笔记

课后作业

1.求 n!

2.求 1+1/2+1/3+......+1/n 的前 10 项的和

3.自己试着设计输出九九乘法表（用循环嵌套实现）-------预习内容

（学习通内完成课后固学）

2.教学效果分析及教学反思

通过课堂的教学实践中将知识传授与育人无声的融合，例如从讲解程序编写规则中，引

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介绍学校的校规校纪、了解网络安全法；讲解幂运算符（**）时候，

引导学生学习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培养学生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在解决问

题方面讲解中，通过实际生活的应用，分析到具体问题，在从具体问题解决演变到相似问题，

譬如疫情期间的统计求和问题，可以通过简单 1~100的求和解决方法，了解基本统计求和如

何实现，在通过条件转变，学会同中求变，举一反三思考方式，解决带条件的求和问题等（如

求 1~100中的奇数和），在分析讨论疫情期间如何解决的统计求和，从中激发爱国情怀、培

养工匠精神。

精心设计知识点自评题，掌握学员自我测评的同时，教师需要反思，如何提高个人素养，



教师不能只停留在教学方法和专业知识的层面，要知道真正的立德树人需要身教大于言传，

通过长期的身教就是最好的课程思政，自然也把学风建设落到实处。

图 1-2 示范课证书 图 1-3思政培训证书

3.教学创新

“Python程序设计”课程思政教学团队根据其快速更新的知识和技术，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和价值观为导向，形成从思政目标精准定位，子目标精细划分，思政元素精准匹配；教学中充分

利用“四学一转”的思政教学模式，以史为例，引经据典，了解中国优秀传统；以师为榜，传承精神；

关注热点，分析热点，辩证的认识问题，形成正确的三观，做到真正使学生寓学思政于知识、寓学思

政于精神、寓学思政于情怀、寓学思政于担当的通盘设计，润物无声的教学过程。

课程思政建设贯彻“全过程育人”理念，按照课程项目教学的实施过程，遵循教育教学

和学生的成长规律，不同的阶段侧重点有所不同，并将育人贯穿“四学一转”教学模式全过

程，其中四学为预学、讲学、固学、延学，一转为翻转课堂。

图 1-4 “四学”教学模式

构建基于思政元素的教学设计模型：立足于以学生为中心，充分了解学生特性，以专业

培养、课程思政为纲，设计适当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达到知识育人、思政育人的目标，

集专业培养与课程思政于一体教学模型。通过该模型设计重构基于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价值概念、科学精神、担当能力五大子目标的案例资源库。

图 1-5 教学设计模型



凝练基于思政的教学大纲，详细划分教学大纲中思政目标的目标粒度，明确总体目标，

章节子目标。

图 1-6 教学大纲思政总目标 图 1-7 教学大纲思政子目标

4.课程思政的理念与内涵

课程教学中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教育与科学精神的培养结合起来，提高学生正

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注重强化学生工程伦理教育，培养学生精益求

精的大国工匠精神，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主要文件依据包含 2020年 5
月 20日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2021年 7月 21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进课程材料指南、2021年 9月 29日中国共产当人的精神谱系。

5.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合

预学，通过学习通下发预学任务单，任务单包含预习内容、思维导图纲要、资料收集（课

程相关的案例）、预习测试等内容。重点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独立思考的能力，激发学生

学习的兴趣，设置讨论话题，进行直播讨论，对即将开展的教学内容进行启发引导。

讲学，主要采用案例式、引导式教学方法，详细设计知识点或技能点所蕴含的思政元素，

搜集典型素材，设计课程思政的实施途径，将价值塑造潜移默化地融入教学。思政素材紧扣

目标，传承“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工匠精神，体现新时代工匠精神内涵，并构建思

政案例图谱。在教学全过程中采用的目标与素材向对应、素材与知识相融合、知识向价值转

变的主线进行教学设计。实现环环相扣、相互支撑的教学环境。

图 1-8 课程思政案例图谱



固学，古语云：“玉不琢，不成器”，培养学生不断雕琢自己的作品，不断改善自己的

工艺，享受着作品在双手中升华的过程。他们追求完美和极致，其利虽微，却长久造福于世。

延学，重点培养学生的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顽强攻坚的战斗精神，进一步激发学生学

习的兴趣，借助网络资源，虚拟化实验平台，小组讨论等形式，对知识进一步的扩展。

课程思政教学方法主要有：故事讲述法、典型案例法、言传身教法（教师）、身体力行

法（学生）、职业体验法、图片欣赏、观看纪录片、宣传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