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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政素材的大学数学基础课程思政元素挖掘
和教案案例设计

张　浩　毛敏芳

（南京农业大学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在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是实现“三全育人”的重要途径。本文分析了当前大学数学基础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现状，指出

了课程思政元素挖掘和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基于时政素材挖掘课程思政元素、设计教学案例的思路，丰富了课程思政元素来源

和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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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指出：“要

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

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

发展新局面。”之后的多次全国性重要教育会议也强调了思想政

治教学的重要性。2019 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

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2020 年，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对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提出了指导性要求。

课程思政是近年来教育教育教学领域的一个热门研究主题，

许许多多学者在这一方面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和实践，产生了丰富

的研究成果。

一、大学数学类基础课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现状

包括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在内的大学数学

类基础课是国内高校大多数专业都开设的重要课程，受众范围广，

学生从一年级起就开始了数学基础课程的学习，数学基础课程是大

思政背景下进行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第一棒，在高等教育课程

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参与到数学类基础课程思政教

学研究与实践的学者逐年增多，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

齐新社等、卢杨等总结了数学类课程思政教学的总体思路和

思政元素挖掘的主要路径，指出可以从数学史中的励志故事、数

学家的事迹、数学知识蕴含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等方面挖掘思

政元素，构造教学案例。秦厚荣等从数学文化的角度分析了课程

思政融入数学教学的“触点”，系统地阐述了数学文化中的思政

元素。赵娟等提出了结合古诗词文化中挖掘数学类课程思政元素

的方式，给出了一些案例。郭冬等也系统分析了数学类课程思政

改革的实现路径，并分析了数学类课程在思政教学上的优势和劣

势，指出思政元素和教学实践要有机融合，实现“润融入”，要

画龙点睛，避免画蛇添足。张若军等系统分析了从哲学思想的角

度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的方法，并给出了一些具体的案例。

更多的学者进行了实证性研究，提出了许多数学类课程中知

识点在思政教学中的具体切入点。在高等数学课程方面，吴慧卓、

齐新社等、刘淑芹、赵东红等提出了一些数列极限这一知识模块

中蕴含的课程思政元素；赵娟等、刘淑芹提了一些函数的连续性

这一知识模块中蕴含的课程思政元素；刘淑芹、赵东红等提出了

一些定积分中蕴含的课程思政元素；刘淑芹、赵东红等提出了一

些级数中蕴含的课程思政元素。在线性代数课程方面，赵东红等

提出了三个课程思政融入点：坐标变换（映射点：中国航天技术）、

矩阵对角化（映射点：人口迁移问题）和线性方程组（映射点：

中国古代重要数学典籍《九章算术》）。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

程方面，赵东红等、马昕等提出了一些关于数学期望这一知识模

块的课程思政元素；赵东红等、马昕等、张慧等提出一些关于贝

叶斯公式的课程思政元素；李晨等、张慧等提出一些关于全概率

公式的课程思政元素；李晨等提出一些关于事件独立性的课程思

政元素；赵东红等提出一些关于假设检验的课程思政元素；张慧

等提出了一些关于小概率原理这一知识模块的课程思政元素；张

慧等提出了一些关于正态分布这一知识模块的课程思政元素。

2020 年起，新冠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有学者提出了一些基

于疫情题材的数学类课程思政元素和教学案例，例如，朱婧等提

出了几个新冠疫情背景下微积分课程教学融入思政元素的案例，

提出可以从疫情题材中挖掘数学类课程思政元素；赵东红等提出

了一个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与新冠疫情有关的课程思政教学

案例。

二、大学数学类基础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纵观文献资料发现，许多在教学实践中使用的课程思政元素

普遍创新性不足，案例不够鲜活，不够生动，与当前时政的联系

不足，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强，难以激发学生的共鸣，在知识传授

和价值引领的结合上也难以做到有机结合，不容易达到在课程思

政教育方面应该有的“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发现，大思政背景下数学类基础课思政教

学的理论性研究较少、理论水平不高，具体到一门课程或一类课

程的实证性研究较多；从年度看，相关文献数量从 2016 年起快速

增加。但是，在重要期刊上与大学数学基础课相关的课程思政研

究论文非常少，其主要原因是思政元素的创新上陷于停滞，案例

同质化严重，缺乏亮点。

三、结合时政素材的大学数学基础课程思政元素挖掘和教学

案例设计

在疫情大背景下，人们对传染病领域的相关问题都有切身的

感受，赵和朱等学者提出的与疫情相关的思政元素作为教学案例，

在教学中能引发学生深深的共鸣，其教学效果必然是良好的。实

际上在大学数学基础课程知识体系中，存在着大量的与热点时事

事件可以结合的切入点，把这些素材加工成鲜活生动的思政教学

案例，在教学中必然能引发学生共鸣，起到良好的育人效果。在

这里，笔者列举两个在教学中反响良好的思政案例，希望能起到

抛砖引玉的效果。

案例一：探月卫星如何返回？

问题的背景：2004 年，中国正式启动了探月工程。2007 年“嫦

娥一号”成功发射，成功实现了绕月探测。2013 年，“嫦娥三号”

成功实现了月面软着陆。2020 年，“嫦娥五号”成功实现了无人

月面取样返回。2023 年，中国载人探月工程启动，计划在 2030 年

实现载人登月。

问 题 的 数 学 表 述： 月 球 的 质 量 M=7.342×1022kg， 半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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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737×103m，质量为 m0 千克的航天器从月面升至距离月球中

心 r（r>R）处需做多少功？

问题的求解：利用积分公式，

依据这个结果可以进一步推算月球上航天器的逃逸速度。设

航天器的速度为，令

可得

在上式中令 r 趋于正无穷，可得在不考虑其他天体引力条件

下月球航天器逃逸速度

月球表面的航天器，加速到 2.375km/s，即可脱离月球引力。

实际上，月球表面的航天器只要到达地月引力的平衡点，即可脱

离月球引力，实际的逃逸速度略小于 2.375km/s。

求解这个问题只要有高中物理学知识以及高等数学中的积分

知识即可，学生通过简单计算都能得到结果。在讲解这个案例时，

可以同时提及人类的探月历史和我国在探月方面取得的成就。通

过这样的案例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增强民族自

豪感。

案例二：共享汽车调度中的特征值问题

问题的背景：近年来，共享经济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诸如

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充电宝等等共享项目不断地被开发出来，

成了投融资的热点，受到全社会的关注。

问题描述：设某共享汽车品牌经营 A，B 两个站点。统计表明，

在 A 站点租车的客户有三分之一会把车归还到 A 站点，三分之二

归还到 B 站点；在 B 站点租车的客户有五分之三会把车归还到 B

站点，五分之二归还到 A 站点。假设客流是稳定的，所有车辆都

能租出，且客户的租期均为一天，请分析两个站点车辆分布的变

化趋势。

问题的求解：引入向量

其中表示第 k 天 A 站点租出的汽车占两个站点租出车辆数的

比例，表示第 k 天 B 站点租出的汽车占两个站点租出车辆数的比例。

根据假设可知

引入矩阵

第 k 天和 k+1 天的客户转换关系可以表达为

根据递推关系，有

为了研究客户群体变化趋势，需要考虑 n 趋向于无穷的情况。

为此，先计算 A 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

将初始分布向量表示成的，线性组合，设

x0=l1a1+l2a2

于是有

当 n 趋向于无穷时，

xn+1 → l1a1

又因为各分量之和为 1，并且的各分量之和也为 1，所以必然

有，所以

也就是说，无论初始状态下汽车在 A，B 站点如何分布，最

终都会趋于一种稳定状态：A，B 站点的汽车比例为 3：8 的状态。

本案例的引入可以使学生了解特征值特征向量在实际问题中

的应用，抽象的概念有了具体的应用场景，有助于相关知识的掌握，

有助于消除学生的畏难情绪，激发学习兴趣，增强学习自信心。    

实际上，时事事件中可以与数学基础课程结合的案例很多。

大学数学基础课程教师要保持对时事事件的关注，思考其中可以

与课程知识体系结合的切入点，加工改造成思政教学案例，课堂

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富有生趣。

四、结语

大学数学基础课虽然是“基础课”，但相关知识在社会生活

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地联系，因此，在挖掘

课程思政元素方面，可以考虑与时政素材的结合。由于时政素材

更贴合现实，基于这类题材挖掘的思政教学元素和教学案例更加

鲜活生动，更能引发学生的共鸣，起到更好的育人效果。时政素

材是大学数学基础课程思政元素的富矿，发掘好这做富矿，课程

思政教学案例便有了源源不断的素材。

参考文献：

[1] 刘淑芹 . 高等数学中的课程思政案例 [J]. 教育教学论坛，

2018（52）：36-37.

[2] 徐萍 . 卓越人才培养中高等数学“课程思政”的思考 [J].

课程教育研究，2018（32）：101.

[3] 何敬民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案例式教学融入课程思政 [J].

吉林教育，2018（31）：79-80.

[4] 卢杨，刘芳 .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点位思考 [J]. 高教

学刊，2019（23）：164-166.

[5] 秦厚荣，徐海蓉 . 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的“触点”和教学体

系建设 [J]. 中国大学教学，2019（09）：61-64.

[6] 吴慧卓 . 高等数学教学中渗透课程思政的探索与思考 [J].

大学数学，2019，35（05）：40-43.

[7] 冯颖，潘小东，田俐萍 . 课程思政融入数学素养教育的路

径 [J]. 教育探索，2019（05）：74-77.

[8] 欧平 . 高职高专课程思政：价值意蕴、基本特征与生成路

径 [J]. 中国高等教育，2019（20）：59-61.

[9] 周慧 . 大思政格局下的“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

育人路径研究 [J]. 现代教育论坛，2019，2（9）：36-38.

[10] 齐新社，李国，王欣，高翠翠 . 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方法研

究 [J]. 高等数学研究，2020，23（04）：118-119+123.

基金项目：本文系南京农业大学教育教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

2021Y056）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