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库概论》教学案例

一、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数据库概论 A

课程类型：□通识教育课 □公共基础课 专业课

□创新创业课程 □实验课

开课年级：2018 年级

面向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物联网

教学章节： 第 3章第 1-3 节(关系数据库理论)

授课学时： 2学时

主讲教师：申元霞

授课形式：在线视频+直播课

选用平台及课程链接：

在 线 视 频 平 台 为 泛 雅 超 星 平 台 （ 课 程 连 接 为

https://mooc1.chaoxing.com/mycourse/teachercourse?moocId=20

6301322&clazzid=12863004&edit=true&v=0&cpi=0 ）；

在 线 直 播 平 台 为 腾 讯 课 堂 平 台 （ 课 程 连 接 为 ：

https://ke.qq.com/webcourse/index.html#cid=811454&term_id=1

00909811&taid=2276830&lite=1&vid=5285890799175119489 ）。

二、案例背景

课程性质：《数据库概论》课程是计算机学科各专业的一门综合

性和实践性很强的核心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



工程等计算机类专业四年制本科的专业基础课，数据库已经与操作系

统、通信网络、应用服务器一起成为 IT 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课程共 4个学分，56学时，期中理论课 44学时，实践课 12学时。

课程标准：本课程主要介绍数据库系统的数据模型和关系数据库

标准语言 SQL，掌握关系数据库的基本理论及数据库的规范化设计，

初步掌握数据库的数据建模，数据库的设计方法和步骤，并能应用数

据库技术建立简单的数据库系统应用程序。此外，通过课程实验和课

程设计培养学生的运用课程知识能力、数据库建模的实践能力，加深

学生对课程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促进学生对数据库系统工具的了解和

应用，初步建立数据库系统的数据建模与系统设计能力。

教学内容体系：本课程的内容主要包括 11 个部分，它们由理论

授课、上机、课外作业等三个环节构成。这 11 个部分的内容是：数

据库基础、关系数据库概念、关系数据库语言 SQL、数据库常用对象、

关系数据库理论、数据库设计、数据库应用开发、数据库安全性、数

据库完整性、数据库并发控制、数据库恢复技术。

学生特点：2018 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和

物联网四个专业的学生，选课人数为 145 人，其中申请免听的人数为

5 人。根据调查，140 位同学均具备上课的条件，139 位同学具备上

机操作的条件（其中有 1 位同学没有计算机，通过手机观看视频和参

加直播课）

教学条件：具备在线教学条件，使用的教学平台有泛雅超星教学

平台(课程门户如图 1所示，学生学习统计情况如图 2 所示)和腾讯课



堂(课堂记录如图 3 所示)；使用的答疑平台为：课程 QQ群（群内讨

论如图 4所示）。

图 1 课程门户 图 2 学生学习统计情况

图 3 腾讯课堂记录 图 4 QQ 群讨论情况

三、案例设计思路

（1）教学内容

第三章关系数据库理论包括了关系模型的基本概念、关系完整

性、关系数据语言概述、关系代数和关系演算及其查询优化，关系代

数的理解助于对于 SQL 语言的学习。关系数据库模块共 4个课时，本

节关系数据库的 2个课时。本节课共分为三个模块，第一模块为课前

导入，结合实时疫情介绍目前的数据库应用，同时以阿里数据库为例

介绍了目前存在的关系数据库和非关系数据库。第二模块针对学生在

线视频学习知识点掌握情况进行讲解知识点。对于学生掌握较好的知

识点如关系模型的基本概念，完整性约束内容结合习题进行巩固。对



于学生觉得掌握不好的知识点如关系代数操作中选择、连接进行讲解；

第三模块对于难点内容重点讲解，以学生管理信息系统为例，讲解多

表的链接，并对于如何提高检索效果进行讨论和总结；实施第二次测

试检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由于服务器负载过重的问题，该部分

内容在课堂上没有实现，改为课下实施）。教学内容模块见图 5。

图 5 教学内容模块

（2）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拟解决主要问题包括两点：第一点如何让学生理解关系代数的专

门操作如选择、投影和连接，其中表连接为难点；并能够掌握通过关

系代数专门操作实现数据库查询，为 SQL 语言的学习打下理论基础。

第二点如何让学生理解在连接操作中的查询优化问题，并掌握查询优

化方法。

（3）有机融入疫情素材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直播课程中有机融入疫情素材。开课伊始，学生对线上教学不适

应，缺乏学习热情，教师通过介绍疫情中“逆行者”案例激励学生，

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接着的课程中将“科学防控、精准施策”的



思想传输给学生；对于如何做到“科学防控、精准施策”，引入数据

库在疫情中的作用，以阿里数据库为例介绍数据库在疫情中科学防控

所起得作用，激起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同时结合课程，为学生们介绍

中国数据库的发展，并鼓励学生为中国数据库和社会做贡献。课堂截

图如图 6所示。

图 6 直播课堂截图

（4）采取的教学方法和载体途径

教学方法包括启发式教学法和案例分析法；载体途径：教学媒体

的载体采用泛雅超星教学平台、腾讯直播课堂和 QQ群。

四、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目标：能够运用关系代数理论实现信息查询；培养对

复杂数据库中数据的查询分析和优化能力。

育人目标：集合疫情融入课程思政，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及爱

国情怀。



五、教学过程

（1）教学环节

根据本节课教学目标，结合学情分析，将教学活动分成课前驱动、

课中促成、课后延伸三个环节。课前驱动环节包括：发布在线学习任

务，调查学生学习情况,发布课前测试；课中促成环节包括：知识点

回顾、重难点分析、课堂互动讨论；课后延伸环节包括：检测直播课

学习情况、开展讨论、发布作业等。整个教学过程和教学情景如表 1

所示。

表 1 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信息化手段和课堂情景

课前

驱动

1. 在教学平台上（泛

雅超星平台和学习

通）发布课前任务单、

部署教学视频；

2. 组织学生学习，并

监督学生的学习情

况；对于没有及时学

习的同学提醒；

3. 发出调查问卷，调

查学生对知识点的掌

1.阅读课前学习任务

单，了解课前及课堂任

务。

2.按时完成课程视频

学习。

3.学生完成调查问卷。

课程组部署的学习视频：

发布学习任务单：

及时反馈未及时学习视频名单：

调查问卷结果：



握情况；

4. 对学生在线测试

和问卷进行调查，根

据调查内容结果调整

教学内容。

4.在线学习视频并完

成测试。 测验统计：

在线课堂（直播）-腾讯课堂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信息化手段和课堂情景

第一模块：

直播课程引

入课程思政

1.结合当前疫情引入

课程思政，以阿里数

据库为例介绍数据库

在疫情中科学防控所

起得作用，鼓励学生

为中国数据库和社会

做贡献。

1.学生反馈疫情情况。

第二模块：

针对学生在

线视频学习

知识点掌握

情况进行讲

解知识点。

1.关系数据库概念的

回顾：如何产生关

系？ 关系间如何联

系？

2.巩固关系数据库

概念和关系完整性

约束的知识点，并设

置互动环节。互动包

括课堂中提问环节

和同学举手发言。

3.讲解学生学习中反

馈的知识难点，关系

专门操作。如何查询

符合条件的元组？

1.学生带着问题听课，

并对老师的问题在学

生客户端进行。

2.对于选择题学生可

以在客户端直接答题；

对于问答题可以通过

举手功能实现；学生回

答问题可以让所有在

线同学听到。

3.学生能够积极融入

课堂。



第三模块：

为对于难点

内容重点讲

解。

1.针对学生管理信

息，如何完成多表检

索问题？

2.以图形的方式给出

第一种解决方案，同

时启发式提问能否给

出第二种方案。

3.以图形的方式给出

第二种和第三种方

案；并让同学讨论这

些方案有什么不同，

每个方案的效率是否

相同？

1.学生根据老师的问

题，积极思考并发言。

2.学生积极思考，并发

言。

3.结合图形和观察不

同的方案，学生理解查

询优化，首先要进行选

择。

课后延伸

课后拓展

1. 直播课程后发布

新的测试题，检验学

生的接受情况。

2.发布本次课作业；

3.发布讨论内容，利

用所学知识调查生活

中的数据库应用；

4.发布下一讲的学习

任务—搭建数据库学

习环境。

1.完成测试；

2. 按时完成作业，并

提交到学习通平台；

3.积极参与讨论；

4.完成下一讲学习任

务。

课后测试

作业：

讨论活动

（2）课堂融入方法

对于在线课程的教学环节重要的是如何组织课堂。由于在线课堂



教师无法掌握学生的听课状态，有的学生加入课堂，但是把视频放在

一边，并不融入课堂。如何让学生融入课堂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环

节。对于组织课堂，本课堂采用以下方法:第一，由于选课人数较多

（140 人），对班级进行分组，共分 8 组，每组招募一名组长。为了

便于管理，给每位同学一个编号，并要求在课程 QQ群中的名片标注

编号，这样教师和组长能够快速找到学生； 第二，在课堂互动中，

要求每位同学把自己的发言截图保存，下课将保存的截图发送给组长，

组长做好记录（课堂记录如图 7 所示）。第三，查看学生的在线时间、

直播课回看记录和结合组长的统计记录，及时发送学习预警（如图 8

所示）；将课堂不积极的同学找出来，分别联系这些同学进行询问不

能融入课堂的原因，针对不同情况帮助学生融入课堂，并在以后的课

堂中多关心这些同学（如图 9所示）。

图 7 课堂记录

图 8 学习通发送学习预警 图 9 与不参加直播课同学 QQ 聊天



（3）课堂组织形式

在线课程的课堂组织形式，特别是直播课，对学生是否能够融入

课堂十分重要。由于学生观看电子屏幕，很容易走神和疲劳，那么在

讲解知识点的时候时间不能过长，中间需要加入互动。互动的形式要

多样，比如：提问（可以发提问卡）、小练习（可以在直播课堂直接

回复）、举手发言、课中发起讨论等。通过调查问卷调研学生喜欢的

互动形式。

六、教学效果与特色创新

(1) 教学效果

激发学生在线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学习能力

通过学习平台数据统计及在线问卷调查得知，95%及以上同学都

完成在线视频课的学习，如图 10 所示；作业完成率达到 94.8%（作

业材料在第八项材料中）；说明学生并有较高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学

习能力。

图 10 超星平台统计数据 图 11 满意度调查

学生对灵活多样的互动教学方式满意度高

直播课堂上，通过提问（可以发提问卡）、小练习（可以在直播

课堂直接回复）、举手发言、课中发起讨论等多样的互动形式让学生



融入课堂。满意度调查显示：105 位同学参与调查，65%左右的学生

对直播课的教学方法很满意，31%左右学生持满意态度，无人持否定

态度。调查结果如图 11所示。

通过直播课学生知识掌握程度有提高

学生进行第三章视频学习后，需要参加在线测试，测试结果如图

12 所示。据统计，2.72%同学取得了 80 分以上；19.7%同学在 60 分

至 80 分之间；多数同学不及格。参加直播课后，进行在线测试，测

试结果如图 13所示。据统计，42%同学取得了 100 分。同时在直播课

后，对学生掌握的知识点做调查，调查结果如图 14所示。据统计64.4%

同学已经完全掌握所学的知识点，说明通过直播课学生的成绩有明显

提高。通过调查，教师清楚了学生的薄弱环节，针对学生的薄弱环节

开展习题课。

图 12 直播课前测试 图 13 直播课后测试

图14 直播课后知识点掌握情况调查表



（2）特色创新

多样化课堂组织形式：通过提问（可以发提问卡）、小练习（可

以在直播课堂直接回复）、举手发言、课中发起讨论等多样的互动形

式让学生融入课堂。

分组式教学班管理：分组式管理可以监督学生的课堂活动，同时

通过分组，学生可以便于讨论，更好完成分组任务。

及时反馈动态调整:通过调查及在线数据可以及时反馈学生的

学习状态，包括课前调查学生的学习困难、课后调查学生存在的问题

和通过在线数据和课堂的统计数据反映学生的状态。动态调整教学任

务，将教学目标围绕学生存在的问题，以学生为本。

七、教学反思

（1）疫情相关素材选取结合课程

在疫情相关素材选取方面最好需要结合课程内容和实时疫情发

展。如果不能够结合课程，思政课程的导入显得空洞。目前虽然直播

课导入思政课程，但是素材选取和课程内容的结合仍需进一步思考和

凝练，让课程思政能够融入学生的心里，从而让课程思政发挥“润物

细无声”的作用。

(2)在线课堂学生两级分化严重

从课堂测试和作业来看，多数的同学可以掌握知识要点； 但是

仍有同学对学习是消极态度。随着在线课堂的继续，持有消极态度的

学生在增加。为了调查影响学生学习状态因素，发起了调查问卷如图

15所示，统计结果是 7.2%同学没有看在线视频、0.9%同学偶尔不参



加直播课也不看回放、52.3%同学没有书本复习不愿意看电子书、

39.6%同学认为在家里没有学习氛围。对于学生反映影响学习状态的

因素，教师如何帮助学生走出困境，仍需深入思考。

图 15 调查影响在线学习因素问卷

八、教学资源

1.与本章节教学内容相关、可供学生课外学习参考的书目、文章、

网站等。

参考书籍：

[1]《数据库系统及应用》，戴小平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

社，2010.8

[2]数据库系统概论（第 5 版），王珊，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9月；

[3]数据库系统及应用（第 3版），崔巍，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 8月；

[4] 数据库系统概念, (美)西尔伯沙茨,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年 05 月

[5] 数据库系统基础:初级篇(第 5版)，邵佩英，人民邮电出版

社，2007 年 10 月；

学习网站

[1]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RUC-488001（数据库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E%F7%B6%FB%B2%AE%C9%B3%B4%C4&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B%FA%D0%B5%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RUC-488001


系统概论（基础篇））；

[2]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IT-1001516002（数

据库系统（上）：模型与语言）

2.学生课前、课中或课后提交的与本章节教学内容相关的典型资

料。

学生课前、课中或课后提交的与本章节教学内容相关资料的截图

如表 2 所示。

表 2 学生课前、课中或课后资料

学生课前学习资料

学习项目 情景截图 说明

视频学习

记录

通过查看对任务

点的统计，可以看到

所有学生对这个任务

点的学习情况，可以

根据学习情况对学生

监督。

完成在线

测试

通过在线测试统

计，可以看到所有学

生成绩和每道题的学

生的正确率。

提交调查

问卷

通过调查问卷统

计，可以清楚知道学

生学习中的难点，这

样做到课中有的放

矢。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IT-1001516002


学生课中资料

学习项目 情景截图 说明

学习通签

到

学习通签到在进

入直播课堂前完成，

提醒学生要进入课堂

了。

课中练习

提交

根据老师提出的

问题，学生通过在线

平台进行回答。也可

以通过QQ平台回答问

题。

在线完成

选择题

课堂上通过在线

答题卡完成选择题。

学生举手

发言

学生可以通过举

手发言，发言其他同

学均可以听到，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



学生课后提交资料

学习项目 情景截图 说明

提交作业
学生完成在线作

业

在线考试
直播课的关于本章

节测试

完成讨论 完成相关主题讨论

填写调查

问卷

完成知识点掌握

情况的问卷，为教师

习题课提供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