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8 Vol. 6 No. 06 2023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教育研究

融合与挑战：基于问卷调查的高等数学课程中思政教育的
交叉研究

欧阳云　覃秋桃 *　罗美金　覃佳君

（河池学院数理学院，广西 宜州 546300）

摘要：通过对 476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合描述性统计分

析和相关分析，本研究探讨高等数学课程与思政教育融合的效果、

方法和挑战。结果显示，思政教育显著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和对数学的兴趣，提升了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学生认为，在培

养社会责任感方面，思政教育效果尤为明显。融合还加深了学生

对数学的兴趣和理解，促进了人文情怀的培养。然而，如何平衡

思政与专业教育、实现针对性与实际效果，仍然是一个挑战。因

此，研究提出了一些策略，例如使用生动案例、培养跨学科思维、

引入数学文化、加强人文素质，并促进学科间的合作。本研究为

高等数学课程中融合思政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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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分析

现今高等教育不仅传授知识，更注重培养素质，如社会责任

感和人文情怀。思政教育作为塑造学生品德的工具，逐渐受到高

校关注。然将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融合，特是数学等非人文课程，

面临挑战与机遇。

思政教育有益处。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引导正确价值观。

思政教育让学生理解社会与个人发展联系，融入高数课程，提升

学习兴趣，将人文情怀融入数学。

论文旨在研究高数课程融合思政教育，探讨必要性和可行性。

通过调查数据和研究综述，揭示思政教育在高数的现状和效果。

讨论如何实现思政教育，将数学与人文融合，达到目标。

在复杂背景下，高教培养全面素质。将思政教育融入数学，

拓宽视野，加深理解，培养人文情怀。然融合不乏挑战，论文探

讨解决之道。

一、当前思政教育的成效

当前思政教育效果：调查数据显示，将思政教育融入高等数学，

半数以上学生认为培养了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特在社会责任

感方面效果明显。融入思政教育提升学生数学兴趣，尤其将其与

数学文化融合，加深了对数学人文内涵的领悟。融入思政教育也

增强了学生综合素质，提升人文素养和社会意识。综调分析得出，

将思政教育融入高等数学取得了积极成果。但部分学生对效果不

确定，可能与个人差异、教学方法等因素有关。我们将深入探讨

如何进一步提升思政教育在高等数学中效果，实现更优异的教育

目标。

（一）思政教育的认知与态度变化

题 5：你是否认为在高等数学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有助于培

养你的社会责任感？ [ 单选题 ]

调查数据揭示，在将思政教育融入高等数学课程的学生中，

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思政教育对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有

所培养，尤其在培养社会责任感方面表现出较高比例。这表明融

入思政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改变学生的认知和态度，使他们更

加关注社会问题，更具社会责任感。

自变量题 2（是否接受过思政教育）与因变量题 1（学习《高

等数学》时的兴趣）的关系：

从数据表中可见，在接受过思政教育的学生中，高比例学生

表示在学习《高等数学》时兴趣较大（非常有助或有助）。

相较于未接受过思政教育的学生，虽然仍有部分学生对兴趣

给予积极评价，但比例较低。

此外，在接受过思政教育的学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兴趣程

度不大（不太有助或完全没有助）。

自变量题 6（认为融入数学文化有助于提高兴趣）与因变量

题 1（学习《高等数学》时的兴趣）的关系：

学生认为融入数学文化有助于提高兴趣的比例较高。

不论学生是否接受过思政教育，那些认为融入数学文化有助

于提高兴趣的学生，在学习《高等数学》时的兴趣程度更高。

综合分析结果显示，接受过思政教育且认为融入数学文化有

助于提高兴趣的学生，在学习《高等数学》时表现出更高的兴趣

程度。这或许意味着将思政教育元素与数学文化相结合，有助于

激发学生的兴趣，提升他们对数学学习的积极性。

（二）数学学习兴趣的提升

题 6：你是否认为在高等数学课程中融入数学文化有助于提

高你的数学兴趣和理解？ [ 单选题 ]

调查发现，许多学生明确表示，在高等数学课程中融入思政

教育，尤其是融入数学文化，极大地提升了他们对数学的兴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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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这说明将思政教育融入课程为学生创造了更为吸引人的学

习氛围，使他们不仅专注于数学知识本身，更深刻地体会到数学

所蕴含的人文内涵。

（三）人文素养与综合素质的提升

思政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使他们不

仅掌握专业知识，还具备高度的人文素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题 9：您认为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教学对您的综合素质提高有

帮助吗？ [ 单选题 ]

调查结果表明，在将思政教育融入高等数学课程的学生中，

相当比例的学生认为这种教育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增强

他们的人文情怀和社会意识。

然而，尽管在多个方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效果，当前的思政

教育在高等数学课程中仍然面临一些挑战。例如，在教学过程中

如何平衡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传授，以及如何使思政教育更具针

对性和实际效果，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

将深入探讨如何在高等数学课程中有效实施思政教育，将数学与

人文因素有机融合，以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

三、 融合实践：高等数学课程中的思政教育与人文融合

题 4. 您认为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教学应该注重哪些方面？ [ 多

选题 ]

根据数据显示，学生普遍认为在高等数学课程中，思政教学应

注重数学知识的传授，并将数学与思政有机结合，从而培养学生的

综合素质。此外，通过引人入胜的数学故事和实际专业案例的融入，

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尽管少部分学生关注思政宣传和其他因

素。在高等数学课程中有效地进行思政教育，实现数学与人文的融

合，是一项既重要又具有挑战性的使命。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如何

深入进行思政教育，并巧妙地将数学与人文交融，为此提出一些富

有创新性的策略和方法。基于调查数据，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一）思政教育的有效实施

1. 选取生动的教材和案例

高等数学课程中的思政教育，需要精心挑选具有社会关联的

教材和案例。教材应该蕴含思政元素，引导学生在数学问题的背

后思考社会和人文议题。通过精选涵盖思想政治内容的数学应用

案例，学生在解题的同时也能关注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

2. 培养跨学科思维，拓展思维边界

将思政教育融入数学教学，需要教师具备跨学科思维的能力。

教师应该深入了解思政教育的核心理念，并在教学过程中将思政

元素有机融入数学知识的讲解中。同时，鼓励学生不拘一格地将

数学知识与社会、人文议题结合，培养跨界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

的能力。

（二）数学与人文的巧妙融合

1. 唤起数学文化的共鸣

为高等数学课程引入数学文化元素，如数学历史、数学家传

记等，可以增强学生对数学的情感投入。教师可以通过讲述数学

发展历程、数学家的故事等，将数学引入人文背景中，激发学生

对数学内涵的好奇和探索。

2. 数学的社会价值探索

通过引导学生思考数学在社会中的广泛应用，将抽象的数学

概念与实际问题紧密结合。通过案例分析，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

数学如何在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科技进步等方面发挥作用，从而

更深地体会数学的人文意义。

3. 强化人文素质的培养

思政教育过程中，应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社会责任感

和创新意识。通过课程设置、讨论互动、实际实践等手段，培养

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拓宽他们的人文视野，使之在面

对挑战时能够从更广阔的角度思考。

4. 学科融合的多元合作

鼓励数学与人文合作，创设跨学科课程。在这环境中，学生

能更全面体验数学与人文交汇，培养综合思维。实施思政教育、

融合数学与人文，难但关键。选适教材、培养跨学科思维、加入

数学文化、强调实际应用，实现目标，展现融合。

四、结论

研究综合调查得出：高等数学融合思政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增强社会责任感和综合素质。然实施中需克服时间、融合等

挑战，持续创新探索实现数学与人文融合。研究详析高等数学思

政融合，助推高教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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