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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在《离散数学》推理理论中的应用
许　薇

（广州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1363）

摘要：“课程思政”的提出，在高校落实全程育人与立德树

人的教学目标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高校育人模式的必然

趋势。离散数学是计算机专业的一门必修课，课程内容中蕴含着

丰富的思政元素。怎样将其渗透到课程教学之中，是高校开展教

学改革的重要问题。基于此，本文通过《离散数学》中“推理理论”

知识点的讲解实例，介绍了课程思政在计算机专业基础课中的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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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数学是计算机类专业的核心基础课，作为计算机专业的

必修课程，其课程内容蕴含了丰富的思政元素。离散数学代表了

近代数学的发展，包含大量开创性成果，解决了计算机专业与现

代信息技术中存在的问题。通过离散数学的教学，教师可以培养

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使其了解重要的离散对象、结构与方法，

能够综合运用合适的工具（技术）构建复杂工程问题的模型解决

方法，能分析、说明模型乃至解决方法的正确性与有效性，这些

都与思政内容本身具有一定相容性。专业教师可以通过深入挖掘

离散数学中的思政元素，使之与课程内容相融合，从而发挥离散

数学思政教育的渠道作用。

高校专业课程肩负着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职责，开

展教育活动的目的不仅仅是引导大学生将专业知识、技能有效掌

握，还需要提升其思想水平。课程思政强调要在思政教育之外的

课程开展思政教育活动，这是以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未曾关注到的。

而且在建设课程思政的过程中，需要借助其来创新思政教育的新

思路，进而利用新思路来推进课程教学发展，创新课程教学方式，

推动专业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建设。

《离散数学》是计算机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是研究离散

量的结构及相互关系的学科，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有着广泛的

应用。教学内容以基本概念、结论、算法、推理与证明方法以及

一般应用方法的介绍为主，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正确理解

离散数学的概念、定理、公式的客观实际意义，培养学生的抽象

思维、逻辑推理、符号演算和概括的能力，能够用离散数学中的

数学方法解决本专业的实际问题。在课程的学习中，能培养学生

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但面对一门理工科专业课，如何将课程思

政很好地渗透到课程教学中，需要教师精心组织教学案例。本文

以“推理理论”为例，分析课程思政与专业课程的融合。

一、离散数学在课程思政面临的问题

（一）在理念上对课程思政缺乏重视

要促进离散数学与课程思政有效融合，教师就转变自身的理

念。认识是行动的先导，要做好高校课程思政教学，首先要改变

专业课教师的思想认识。思政教育已由原来的思政教师、辅导员

等专人教转变为与离散数学等专业课程协同联合的人人教，以专

业技能知识为载体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因此具有强大的说

服力和感染力。但部分专业教师对思政教育责任主体的认识具有

偏差，育人职责意识不强。新时代的离散数学教师应深刻领会将

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离散数学教学全过程的重要性，在把科学知

识传授给学生的同时，也要把思想文化传承给学生。

（二）在制度上对课程思政存在着偏颇

高校的教学工作中往往会倾向于理论教学，对教学建设的重

视还需要加强。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不仅需要教师的不断努力，也

需要高校的设计与推动。随着人工智能与信息技术的发展，高校

可以运用线上教学系统设立一些公选课，使理工科学生能更好地

适应未来发展。为此，高校要统筹优化各种资源，立足本校的人

才培养实际，在制度上进行创新。

二、课程思政在《离散数学》中的应用

（一）课程的教学目标及要求

1. 思想道德目标：

通过思政素材中案例的探究，思考如何侦破盗窃案，增强法

制意识；根据岳阳楼记诠释构造性二难定理。

2. 知识目标：

通过对推理定义、推理形式的学习，能将需要证明的推理符

号化，构造出正确的推理形式；通过对推理定律和规则的理解，

识记每一条推理定律和规则；通过推理证明例题的学习和课堂练

习，能独立应用推理定律和规则完成推理的证明。

3. 能力目标：

通过推理证明过程的思考与完成，增强逻辑思维能力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推理证明方法的正确选择，提高探究能力

和判断能力；通过讨论和解答课后练习，增强知识运用能力和合

作学习能力；通过课前预习和课后阅读，课后作业完成，增强自

学能力，提高学习自主性。

4. 素质目标：

把握推理证明过程严谨性原则，加深对因果关系、事物发展

必然性的理解，能辩证地看待事情的结局，有因才有果，加强对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体会；完成课堂练习 - 盗窃案的侦破，增强

自觉遵纪守法的法制意识，加深对推理过程的严谨性，和辩证因

果关系的理解。增强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提升社会责任感，

历史使命感，学会用实际行动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课程的重难点

重点：学生识记推理定律及推理规则；正确使用推理定律和

推理规则完成推理证明。

难点：学生正确写出推理过程中每一步的推导依据，即结果

发生了，原因是什么，或者说这样做的依据是什么？

（三）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理念和思路

本节内容为第一章第五节 - 推理理论，也是本章最后一节内

容，是对之前内容的升华。前面内容的学习已经提供了命题符号化，

逻辑运算等知识基础，而本节推理理论就是利用已有的知识和方

法进行应用，用以解决实际问题。

本节内容主要涉及推理证明必须遵循的推理定律与推理规则，

推理定律与规则一共有 19 条，相对较多。另外，推理证明涉及的

常用方法又有多种，内容较多，综合程度较大，根据教学大纲要求，

在本节课中，学生识记并理解推理定律与推理规则，巩固真值表

法，等值演算法，主析取范式法，重点掌握构造证明法思路及应用。

同时，推理理论证明过程的严谨性中蕴含着因果辩证关系，是开

展课程思政的契机，通过课程思政的开展，实现教学的德育目标。

本节课内容涉及重点内容：推理过程的证明，对学生逻辑思

维能力要求较高，涉及到问题解决的方法选择，学生虽然已具备

所需的理论知识，但这些逻辑思维能力、判断能力正是目前学生

所缺乏的。教学实践中，本课需要学生识记的知识较多，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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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教学目标，通过例举实例的推导，提高

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帮助学生理解记忆推理定律与推理规则，

积极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与对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课程思

政实施思路如图 1 所示，课程主要教学环节如图 2 所示。

另一方面，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文精神仍然

处于发展阶段。针对这些情况，教学过程中将以推理理论证明的

严谨性及其实际应用，即盗窃案的侦破为切入点，充分挖掘思政

素材，如因果辩证关系，开展课程思政，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同时学生能加深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理解，体验爱国主义情怀，

提高民族自豪感、社会责任感等，实现多重教学目标。考虑到少

数学生对真值表法，等值演算法，主析取范式法进可能遗忘，所

以安排好预习环节很重要，在学习通平台里设置好预习内容：分

别用真值表法，等值演算法，主析取范式法判断下列公式的真值：

① (p q) q (p q) q¬ → ∧ → ∧①② 。

另外，考虑到部分学生对公式与定律的识记有难度，可在课

上和课后的学习时间里，利用学习通平台开展线上答题活动，帮

助学生能尽快牢记相关公式。

通过案例引入，鼓励学生思考，自由讨论，尝试案件的侦破，

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同时增强学生的法制意识。该案件仅靠直

观分析来侦破有难度，顺利引入今天新课内容 - 推理理论。

按照严格定义的形式规则，推出有效的结论，这样的过程称

为形式证明或演绎证明。设计例题，指导学生找出解题思路。

如：大宋提刑官“清水断油钱”案：小伙偷肉铺老板钱反咬一口，

宋慈街头用清水找到铜钱主人，依据是：设 A 钱不是从肉铺偷的，

B 水面上没有油脂，现在清水上有油脂出现。通过拒取式推理定

律 ABBA ¬⇒¬∧→ ）（ ，通过离散数学的理论解决了实际问
题。

通过岳阳楼记诠释构造性二难定理：“予尝求古仁人之心，

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若进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若退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或进或退，所以，或者忧民，或者忧君。完全符合构造性二难推

理定律：

（A → B）∧（C → D）∧（A ∨ C）=>（B ∨ D）

举例常见推理定律与推理规则，演示部分定律推导过程，标

注重点定律，指导学生通过联想集合知识来识记重点定律。

回归到新课引入时案例解决，学生小组讨论完成，教师教室

巡视，给出个别指导，实现因材施教，巩固练习环节 - 利用推理

证明方法侦破盗窃案。

公安人员审查了一起重大盗窃案，已获得了以下线索：（1）

张三或者李四盗窃了珠宝；（2）若李四的证词正确，则商店午夜

时灯管未灭；（3）若张三盗窃了珠宝，则作案时间不可能发生在

午夜前；（4）若李四的证词不正确，则作案时间发生在午夜前；（5）

午夜时商店的灯光灭了。请问张三和李四谁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设：A 张三盗窃了珠宝，B 李四盗窃了珠宝，C 李四的证词正

确，D 商店午夜时灯管未灭，E 作案时间发生在午夜前，符号化

后 DECEADCBA ¬⇒→¬∧¬→∧→∧∨ ）（）（）（）（ ，利用形式构造
推理证明李四是盗窃犯，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三、应用效果分析

（一）课堂实施效果

本次课课堂气氛很活跃，同学们发言比较活跃，从上课师生

互动情况和课堂巩固练习完成情况来看，绝大部分学生对知识的

掌握程度较好。通过采取课里课外与学生的交流，学习通群聊，

QQ，微信等私聊等多种方式反馈，学生普遍反映本节内容涉及的

推理理论证明思路基本明确，部分重要公式也已记牢。另外课堂

内鼓励同学们发言，分享观点这种方法很好，提高了自信心和胆量，

语言表达能力。

（二）教学反思

在教学方法中充分发挥示范的作用。精讲多练，严格要求推

理证明格式的书写和增加平台上的课外资源的多样性，提高学生

的阅读兴趣。

总而言之，将《离散数学》与课程思政有机结合，能够提升

课程教学的效果。但课程思政强调的是用润物细无声的形式向学

生渗透思政元素，这对大学生接受思政教育有着较高的要求。便

应用小组探究来开展本次课程教学，这样就能有效培育大学生的

实操能力、团结协作意识，针对课程思政与专业课的结合，如何

在课后通过班会活动等对课程思政进行配和，也是值得今后进一

步探讨的。

参考文献：

[1] 邹乐，王晓峰，吴志泽，华珊珊，张微 . 课程思政视域下

计算机专业基础课的教学研究——以“离散数学”为例 [J]. 合肥学

院学报（综合版），2021，38（02）：140-144.

[2] 陈琳，朱晔 . 爱岗敬业精神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渗透研

究——以《离散数学》为例 [J]. 现代商贸工业，2020，41（36）：

70-72.

[3] 陈琳，朱晔 .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以《离

散数学》为例 [J]. 电脑知识与技术，2020，16（31）：107-108.

[4] 陈琳，朱晔 . 课程思政在《离散数学》中的应用——以“赋

权树”为例 [J]. 电脑知识与技术，2020，16（23）：125-126.

[5] 魏立斐，张蕾，张凯 . 面向计算机专业工程认证和课程思

政需求的离散数学课程建设探索 [J]. 教育信息化论坛，2019，3（11）：

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