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结构（Python语言）

Data Structures in Python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2050248】
课程学分：【3】
面向专业：【数字媒体技术】

课程性质：【院级必修课◎】

开课院系：【信息技术学院】

使用教材：

教材：

【数据结构-Python 语言描述，张光河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8 年 1 月】

参考书目：

【数据结构与算法(python 语言版)，裘宗燕等，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年 7 月】

【Python 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第 2 版），布拉德利.米勒等著，吕能等译，人民邮电出

版社，2019 年 9 月】

先修课程：【程序设计基础（Python 语言）】

二、课程简介

数据结构是一门研究非数值计算的程序设计问题中计算机的操作对象及其之间关系与操作

的学科，是介于数学、计算机硬件和计算机软件三者之间的一门核心课程，属于计算机学科中的

一门综合性专业基础课程，它不仅是一般程序设计的基础，也是设计和实现编译程序、操作系统、

数据库系统及其他系统程序和大型应用程序的重要基础。主要介绍：线性表、栈、队列、数组、

串、树、二又树、图等基本数据结构及其应用；排序和查找的原理与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较熟练地掌握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特性、存储结构及相关算法；熟悉它们在计算机学科

中最基本的应用；培养和训练学生能运用高级程序设计语言编写结构清晰、可读性好的算法及初

步评价算法的能力；为后续课程的学习，以及计算机软件的研制和开发打下一定的理论基础及实

践基础。

本课程教学注重运用能力的培养，强化实践教学，通过课内外上机实践，提高程序设计能力。

三、选课建议

本课程是适用于计算机类专业的学科基础必修课，要求具有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Python
语言）及一定的数学基础。

四、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关联性

专业毕业要求 关联

LO11：能领会用户诉求、目标任务，正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具有专业文档的

撰写能力。

LO21：能根据环境需要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并主动地通过搜集信息、分析

信息、讨论、实践、质疑、创造等方法来实现学习目标。


LO31：工程素养：掌握数学、自然科学知识，具有工程意识，能结合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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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LO=learning outcomes（学习成果）

五、课程目标/课程预期学习成果（必填项）（预期学习成果要可测量/能够证明）

六、课程内容

第 1 章 数据结构概述

知道数据结构的发展及所处的地位，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研究内容，算法的描述。

理解算法的时空效率评价。

能运用时间复杂度分析算法的时间效率。

数字媒体技术相关专业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LO32：软件开发：掌握主流设计技术、程序设计思维以及相关数据库技术，

具备建设可运行于多种终端网站的能力


LO33：系统运维：系统地掌握计算机硬件、软件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具

备保障系统运行与维护基本技能。

LO34：素材采集与处理：掌握数字媒体的基本理论、主流数字媒体应用软件

使用技术，具备素材的采集、存储、处理以及传输的能力。

LO35：三维设计与制作：熟悉并了解三维设计与制作全部流程，掌握物体构

造原理以及三维空间运动规律，运用三维软件实现三维建模以及动画短片的

设计与制作，具备建模、贴图、绑定、灯光、特效、渲染以及合成的能力。

LO36：虚拟现实设计与制作：熟悉虚拟现实基本原理，掌握虚拟现实产品设

计与制作流程及主流的设计、集成平台，具备结合相关硬件实现虚拟现实产

品的内容

LO41：遵守纪律、守信守责；具有耐挫折、抗压力的能力。

LO51：能与团队保持良好关系，积极参与其中，保持对信息技术发展的好奇

心和探索精神，能够创新性解决问题。

LO61：能发掘信息的价值，综合运用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

LO71：愿意服务他人、服务企业、服务社会；为人热忱，富于爱心，懂得感

恩。


LO81：具有基本外语表达沟通能力，积极关注发达国家和地区信息技术发展

新动向。

序

号

课程预期

学习成果

课程目标

（细化的预期学习成果）

教与学方

式
评价方式

1 L0211 能根据需要确

定学习目标，并设计

学习计划。

能够制定学习计划，在课程平台

上，下载学习资源，完成配套练

习测试

资源阅读 课堂测试

2

L0321 掌握程序设计

思维及数据库技术，

能够根据软件开发

的需求，选择、使用

合理的技术以及开

发平台。

掌握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及理

论

讲课 作业

考试

掌握线性、树形、图形结构在不

同存储结构中基本操作的实现，

能够分析典型算法的效率

讲课

算法实现

作业

考试

熟练运用 Python 集成开发环境

和第三方库进行程序开发，具备

程序测试和程序调试的能力

算法实现

作业

考试



理论课时数 2，实验课时数 0。

第 2 章 线性表及其顺序存储

知道线性表、线性表顺序存储（顺序表）的概念，顺序表操作的描述；

理解顺序表存储结构、数据类型描述及基本操作运算的实现；

学会运用组合数据技术解决顺序表的应用（有序表的插入、有序表的合并等）；能简单分析

顺序表运算实现的时空效率；顺序表的查找、排序和复杂度分析

理论课时数 4，实验课时数 4

第 3 章 线性表及其链式存储

知道线性表采用链式存储的存储方式及特点，单链表的基本概念及操作描述；知道循环链表、

双向链表的基本概念、区别及操作描述；

理解动态存储技术，单链表的存储结构、数据类型描述及基本操作（创建、遍历、插入、删

除）运算的实现；理解循环链表、双向链表的存储结构、数据类型描述及基本操作（创建、遍历）

运算的实现；

学会运用动态存储技术解决单链表的应用（倒置、有序表的合并、一元多项式相加等）；能

简单分析链表运算实现的时空效率；

理论课时数 4，实验课时数 4

第 4 章 栈和队列

知道栈、队列基本概念及其操作特点；

理解栈、队列用 Python 实现的方法、数据类型描述及基本操作运算的实现。

学会运用栈解决实际应用问题（如：数制转换、括号匹配、算术表达式求值等）。

理论课时数 4，实验课时数 0。

第 5 章 树形结构及二叉树

知道递归基本概念，递归程序设计特点；知道树的基本概念、术语；知道二叉树的基本概念，

满二叉树、完全二叉树定义，二叉树遍历的定义。

理解递归问题分析，简单递归程序设计方法及递归执行过程分析；理解二叉树的性质、二叉

树的顺序及链式存储结构，二叉树遍历的算法实现，二叉树其他运算的实现，树、森林与二叉树

的转换方法，Huffman 树创建方法。

学会运用 Huffman 树进行 Huffman 编码的设计。综合分析及设计，以字符串中字符建二叉树

为例，实现对二叉树的创建、遍历、统计、查找、左右子树交换等运算。

本讲重点二叉链表存储的二叉树的创建算法实现；二叉树的遍历及其他运算的实现。

理论课时数 6，实验课时数 2。

第 6 章 图

知道图的定义及术语。

理解图的存储结构（邻接矩阵表示法、邻接链表表示法）、数据类型描述及建图运算实现；

图的遍历方法（深度优先搜索、广度优先搜索）及其算法的描述和实现。

学会运用图的遍历算法求解各种简单问题（如：连通分量、最短路径）；连通图的最小生成

树；有向无环图的拓扑排序。

综合设计：顶点信息以顺序字母（A，B，C，D...，）为例，创建一个无向连通图，实现图的



创建及遍历运算。

本讲重点邻接矩阵、邻接链表存储结构上图的建立及遍历算法的实现。

理论课时数 6，实验课时数 2。

第 7 章 检索

知道检索的基本概念，查找效率的度量方法，不同检索方法对查找表的要求，二叉排序树的

基本概念，散列存储概念。

理解顺序检索、二分法检索（折半查找）、分块检索的查找思想及算法实现，二叉排序树的

创建及其上的查找、插入、删除算法思想及实现，常用散列函数（除留余数法）的构造方法及散

列存储处理冲突方法（开放地址法、拉链法）。

能分析各种查找方法在等概率情况下查找成功时和失败时的平均查找长度的分析计算。

本讲重点是二叉排序树的创建、插入、删除算法实现；平均查找长度的分析。

理论课时数 4，实验课时数 0。

第 8 章 内排序

知道排序的基本概念。

理解常用排序（直接插入排序、希尔排序、冒泡排序、快速排序、直接选择排序、堆排序）

方法的基本思想、排序过程及算法实现。

学会运用不同排序方法在顺序表上实现按关键字排序；能分析不同排序方法的时空效率分析

从而选择最优的排序方法。

综合设计：以学生基本信息顺序表为例，实现学生表的创建、不同方法的查找及排序等操作

的实现。

本讲重点是各种排序方法的算法实现及时间复杂度分析。

理论课时数 6，实验课时数 0。

七、课内实验名称及基本要求

列出课程实验的名称、学时数、实验类型（演示型、验证型、设计型、综合型）及每个实

验的内容简述。

实验

序号
实验名称 主要内容

实验

时数

实验类

型
备注

1
顺序表操作实

现

设计并实现学生基本信息顺序表的建立、插入、

删除、遍历、统计、拆分等操作的应用程序。
4 设计型

2 链表操作实现
设计并实现学生基本信息单链表的建立、插入、

删除、遍历、统计、拆分等操作的应用程序。
4 设计型

3
二叉树操作实

现

对字符串中的字符按前序遍历方式建二叉树，

实现二叉树的创建、遍历、统计、查找、左右

子树交换等运算。

2 设计型



4 图操作实现

顶点信息以顺序字母（A，B，C，D...，）为例，

创建一个邻接矩阵存储的无向连通图，分别用

BFS 与 DFS 进行遍历并验证。

2 验证型

八、评价方式与成绩

撰写人： 陈莲君 系主任审核签名：朱丽娟 审核时间：2022 年 2月

总评构成（1+X） 评价方式 占比

1 期末考试（闭卷笔试） 40%

X1 平时表现（出勤，课堂互动，线上学习等） 20%

X2 随堂测试&作业 20%

X3 期中测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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