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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职业院校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路径在于深入实施课程思政建设，科学、恰当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是提高课程

思政教学质量的重要抓手。鉴于过往评估方式在客观性和复现性方面存在不足的情况，本研究运用 LDA-RF算法构建中职工科

课程思政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首先，运用 LDA（潜在狄利克雷分配）对职校课程思政相关政策文本与研究文献进行主题提

取，并以主题信息为指标构建基础；其次，通过研读文献和政策文本，结合主题分析结果构建中职工科课程思政的评价指标

体系；最后，通过对 RF（随机森林）的训练和测试生成中职工科课程思政评价模型。研究表明，中职工科教师的岗位分析与

创新能力、课程思政教学水平以及学生学习投入与成效是影响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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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ey pathway fo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fulfill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lies in the 
thorough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in courses. A scientific and appropriate evaluation system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in courses is a crucial mean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in this area. Given the 
deficiencies in objectivity and reproducibility of previous evaluation methods, this study employs the LDA-RF algorithm to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model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in secondary vocational engineering courses. Firstly, 
LDA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is used to extract themes from policy texts and research literature related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in vocational college courses, and these theme information serves as the foundation for constructing evaluation 
indicators. Secondly, by studying literature and policy texts, combined with the results of thematic analysi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in secondary vocational engineering courses is constructed. Finally, an evaluation model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in these courses is generated through the training and testing of RF (Random Fores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in courses are secondary 
vocational engineering teachers' job analysis and innovation abilities, their teaching proficiency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well as students' engagement and learning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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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数据背景下，“重视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实践的

深度融合，以促进教育创新与变革
[1]
”已成为我国教育事

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中职院校亦需抓住数智化转型机遇，

运用数据深化课程思政建设，实现学生专业知识技能与道

德素养的全面提升
[2]
。课程思政

[3]
是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

关键，其评价体系的构建尤为重要。目前关于课程思政评

价体系的研究主要基于学者的教学实践经验
[4]
，针对职校

课程思政效果的数智化测评较少。据此，本文拟运用

LDA-RF 方法构建中职工科课程思政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

以系统化评价思政教学效果，助力教育工作者摆脱对传统

教学经验的依赖
[5]
，明确在大数据时代下所需的核心知识

和素养。 

1 中职工科课程思政效果评价体系 

本文拟采用LDA模型深度剖析相关政策及学术文献
[6]
，

在此基础上将提炼的核心主题及关键词作为构建指标体

系的依据。构建步骤如下：一是收集并预处理政策要闻及

文献数据，确定最为适宜的主题数量；二是对文本数据进

行分词处理，构建 LDA 模型选取主题与主题词；最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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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解读政策要闻和文献，增删调整备选指标，形成完整

的评价指标体系。 

1.1 数据采集路径 

在构建本研究评价指标体系前，数据采集路径是其重

要前提。本研究将中国知网、教育部、地方政策文件库及

其相关标准作为数据来源，据此构建文献与政策数据集。

通过文本分析，人工剔除无关失效文件，同时保留虽标题

不直接相关，但内容对课程思政评价及职业教育发展具有

紧密联系的文件，最终精选出 889 篇政策文本作为数据集

（表 1）。 

表 1  课程思政政策文献数据收集 

效力位阶 发布来源 数量 

部门规范性文件、新闻 中国教育部 183 

地方工作文件、新闻 广东省教育厅等 603 

行业标准及规范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103 

学术文献 中国知网 335 

1.2 LDA 模型原理 

LDA模型是由 Blei等人在 PLSA模型基础上提出的一

种无监督聚类算法
[7]
，常用于快速识别非结构化复杂文本

库中隐藏的主题信息。LDA 模型包含文档、主题和特征词

三层结构：如图 1所示，首先依据参数α的狄利克雷分布，

为每篇文档抽取其主题分布θm（𝓂为文档数）；接着从对

应文档的主题多项式分布中随机选择其所属主题Zm,n（𝓃
为该文档中的词汇数）；然后利用参数β的狄利克雷分布，

为每个主题生成一个特征词分布φk；最后，基于这些特征

词的多项式分布φk，我们逐一采样，生成文档具体特征

词wm,n，完成从主题到具体词汇的生成过程。 

 
图 1  LDA模型“文档—主题—特征词”生成流程 

1.3 主题识别与结果分析 

鉴于 LDA 模型的主题数目k无法直接确定，本研究将通

过一致性变化情况来确定最优主题数目
[8]
。图 2为数据集在

迭代十四次后主题一致性指标变化情况。结果显示：主题数

为 6时一致性最佳。基于上述分析，将最优主题数设定为 6。 

 
图 2  主题一致性 

本研究基于数据集提炼出以下主题词，如表 2 所示，

经深入理解和归纳，最终形成了以下六大主题：思政教学

能力强调教学方法的运用与职业精神的培养，以及课程、

教材、体系的合理选用；人才创新培养突出校企合作和产

教融合模式，注重工匠精神的培养和企业项目实操；思政

素养引领以立德树人为目标，注重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等重要讲话；思政知识基础强调

中职工科教师应具备深厚的党史、红色文化等思政知识支

撑；思政考核意识则关注党建工作机制的优化和考核制度

的完善，以切实提高教师思政素养；学生就业发展重视对

毕业生就业能力的指导，强调落实帮扶政策。这六大主题

共同构成了评价体系的核心要素。 

表 2  中职工科课程思政评价相关主题提取结果 

序号 主题名称 主题词 主题强度 

1 
思政教学

能力 

教学方法 理论 实践 职业精神 课程思

政 思政课 教师 课堂 教材 设计 
0.25 

2 
人才创新

培养 

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 工匠精神 模式 职

业教育 项目 企业 人才培养 产业 职

业院校 

0.21 

3 
思政素养

引领 

习近平 新时代 立德树人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 现代化 党 二十大 重要讲话 

高质量 学习 

0.17 

4 
思政知识

基础 

党史 红色文化 青年 师生 技术创新 

故事 爱国主义 精神 历史 百年 
0.163 

5 
思政考核

意识 

考核 机制 责任 党建 评估 师德 干部 

党组织 指导 完善 
0.135 

6 
学生就业

发展 

就业指导 毕业生 就业 职业技能 帮扶 

创业 学生 职业技能 地区 乡村振兴 
0.073 

1.4 指标构建 

中职工科课程思政效果评估的关键在于构建科学恰

当的指标体系。由于课程思政建设与教学教育过程相融相通，

具有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特点，故本研究将中职工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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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教学流程作为依据，遵循过程性导向设计思路
[9]
，将该

过程细分为问题辨识与目标提出、关键信息的收集、课程

思政教学内容、课程思政教学过程、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及改进五大维度并以此为一级指标。随后通过整合前期

LDA 主题模型提取到的关键信息，基于各一级指标进行

指标筛选和细化，最终提炼出 17 个二级指标，如表 3

所示。 

2 中职工科课程思政效果评价模型 

本研究采用随机森林多分类模型建立中职工科课程

思政效果评价模型。步骤如下：一是根据评价指标体系设

计中职工科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测评问卷；二是初步建立

多分类随机森林模型
[10]

并通过使用 GridSearchCV(网格

搜索算法)获取最佳参数组合来训练模型；三是将训练好

的模型应用于测试样本集，检验模型预测的准确性；四是

总结分析评价模型，得出评价结果。 

2.1 样本数据集构建及信效度评估 

本研究基于评价指标设计调查评分问卷，通过匿名网

络形式将问卷发放到中职院校工科专业教师、学生群体中，

收集他们在各指标上的量化评分，并将教师表现划分为四

个等级。调研共计回收 201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高达

93.05%。表 4 显示，问卷信度系数高达 0.985，效度评估

显示 KMO 值为 0.980 且 P 值极低（0.000），证明了问卷的

可靠性和一致性。基于上述检验结果，本文将样本划分为

训练数据集（140 份）与测试数据集（61 份），分别用于

模型的构建和验证。 

表 4  问卷信效度检验结果 

检验类别 检验系数 系数值 

信度检验 

克隆巴赫 Alpha 0.985 

基于标准化项的克隆巴赫 Alpha 0.987 

KMO取样适切性度量 0.980 

效度检验 Bartlett 球形检验 

近似卡方 5749.607 

自由度 153 

显著性 0.000 

2.2 评价模型的训练优化和验证 

本研究基于有效样本数据集，在 Python3.8环境下借助

Random Forest Classifier 工具包构建随机森林模型，并

使用 GridSearchCV(网格搜索交叉验证)工具对随机森林模

型进行参数调优
[11]
。表 5为 4个关键超参数的取值范围和对

应优化结果。研究结果显示，在随机森林中，当决策树数量

设定为为 100棵，每棵树的最大深度限制为 5，拆分内部节

点所需的最小样本量设为 2，且叶节点所需的最小样本数达

到 1 时，模型的性能分数达到最优值 0.9654。为验证优化

后模型的准确性，采用五折交叉验证方法，结果显示，模型

的平均误判率为3.45%，证明该模型具备较高的预测可靠性。 

表 5  随机森林超参数优化结果 

超参数 取值范围 最佳值 

决策树数量 100，200，300 100 

最大深度 5，10，15 5 

节点最小样本数 2，5，10 2 

叶节点最小样本数 1，2，4 1 

表 3  中职工科课程思政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目标层（A） 二级指标准则层（B） 指标说明 

问题辨识与目标提出（A1） 

思政教学的问题识别力（B1） 能敏锐发现、分析和判断教学过程中的问题、挑战 

明确思政教学目标（B2） 能从专业课程性质、企业时代要求等角度设置思政目标 

教学总结意识（B3） 能及时反思教学活动并做详实总结 

关键信息的收集（A2） 

学生学情收集（B4） 能对学生学习态度、基础、兴趣等做全面了解分析 

专业课思政元素收集（B5） 能挖掘思政元素并结合时事热点收集思政素材 

对教学资源的洞察力（B6） 能及时利用除教材外的教学资源，更新教学资源库 

专业就业情况收集（B7） 能多渠道了解当前就业动态，灵活调整教学内容 

课程思政教学内容（A3） 

合理性（B8） 能准确恰当地选取思政元素、传达思政观点 

启发性（B9） 能激发学习兴趣、增强情感体验，形成正确价值观。 

实用性（B10） 能贴合学生未来工作岗位，融入新技术、新工艺 

课程思政教学过程（A4） 

政治理念引领（B11） 思政知识基础扎实，能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感 

思政元素融入能力（B12） 思政元素融入自然，可促进知识内容的理解掌握 

学生参与情况（B13） 学生专注认真，积极发言、课后认真完成思政学习任务 

思政教学方法设计（B14） 能结合新教学法和现代教育技术创新思政观点传达方式 

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及改进（A5） 

知识技能掌握情况（B15） 学生课后任务完成情况良好，学业成绩有进步 

思政育人情况（B16） 学生学习满意度高，在职业精神多方面显著提升 

思政教学改进能力（B17） 教师能根据教学情况做改进举措，及时更新教学案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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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评价模型的测试和评估 

在模型评价的测试环节，我们将经过优化的训练模型

应用于数据库中的 61 份样本测试集，并采用随机森林算

法的 OOB（袋外数据）验证机制来衡量模型的性能。如图

3 所示，通过混淆矩阵结果，我们得出模型在 OOB 验证下

的误判率为 2.52%，根据混淆矩阵可得出测试集的准确率

（Accuracy）为 95.08%、精确率（Precision）为 95.4%、

召回率（Recall）为 95.1%和 F1 值为 95.2%。 

 
图 3  随机森林模型的袋外验证混淆矩阵 

为验证随机森林评价模型是否具备优势，本研究使用

训练样本集构建 KNN(K 最近邻)和 Adaboost（自适应提升

算法）模型，最后通过三种模型在测试样本集中的表现做

出判断。基于训练集训练后 3个集成模型在测试集的性能表

现见表 6。结果显示，检验样本经过随机森林模型处理后，

显示出较高的分类准确率。同时精确率、召回率和 F1 值分

别为 95.7%、95.1%和 95.2%，说明本研究构建的随机森林评

价模型不仅整体分类准确率高，还表现出高精确性和高召回

率，展现了该模型在处理复杂分类问题时的稳定性。 

表 6  分类器性能指标 

算法 准确率 精确率 召回率 F1 值 

随机森林 95.08% 95.7% 95.1% 95.2% 

KNN 93.44% 93.7% 93.4% 93.5% 

Adaboost 85.71% 76.2% 85.7% 80.0% 

2.4 模型结果分析 

通过随机森林算法构建的多分类模型对本研究评价

指标进行重要性排序，见图 4。 

研究结果显示，在评价体系中，专业就业情况收集

（B7）、思政教学方法设计（B14）、思政元素融入能力（B12）、

课程思政教学内容的实用性（B10）等指标占据关键位置。

具体来说，B7 和 B10 指标体现了中职工科专业的职业导

向特征，在问卷中，总体表现达到优秀的教师在 B7 指标

的得分均大于 7，这说明教师岗位分析与创新能力是课程

思政教学效果的有力支撑。同时 B12、B14 指标在课程思

政效果评价中占比显著，总体表现为欠佳的教师在 B12

和 B14 指标上的得分均低于 2.5，这表明教师课程思政教

学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课程思政评价效果的下限。 

 
图 4  特征重要性排序 

3 结论 

本研究运用 LDA 主题模型提取政策与文献主题，并细

分为 17 个二级指标，构建中职工科课程思政教学的评价

指标体系。通过随机森林算法验证模型的科学性与适用性，

显著提升了评价体系的全面性与客观性。综上所述，职业

院校应抓住数智化转型机遇，利用信息技术完善评价体系，

并从拓展校企合作深广度、打造教学支持平台、发挥政校

企协同作用等方面入手，增强中职工科课程思政教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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