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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基于OBE理念的高职数学“课程思政”改革
胡庆华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 100102）

摘要：OBE（Outcomes-based Education，缩写为 OBE）教育

理念最早出现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基础教育改革。它以目标为导

向，反向设计，正向实施，是教育模式的一次革新，有利的推动

和促进了职业教育教学的改革。而课程思政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以构建全程、全方位、全员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

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是把“立德树人”作

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把这两种教育理念有效

融合应用于高职数学的课程改革中，基于 OBE 的成果导向，有效

推进和融入“课程思政”建设，可以更好的达成人才培养方案目标，

完成培养学生“成人暨成才”的新使命，有利于打开高职数学课

改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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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本职就是“教书育人”“育人于教”。但是近些年来，

许多教师把精力放在了“教书”上，教知识、教能力、教技术、

教方法，注重学习质量和效果，却忽视了“育人”，认为“育人”

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是“思政课”教师的责任与任务，所以在现

实的教学实践中，尚未达成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同向同行、

协同育人”的教学效果。

随着现在越来越好的生活和教育条件，许多学生的理想信念

变得迷茫，道德水准、人格信仰水平降低，心理素质比较脆弱，

容易失衡走入极端和误区，稍有不如意就会表现出来。如果身边

的人能加以正确的心理、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引导，也许悲剧就可

以避免发生。所以开展“门门有思政，人人讲育人”，用课程思

政的教育理念来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格局是非常必

要的。

一、课程思政的内涵

课程思政是一种教育理念。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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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是让每位老师把自己的课程

都上成“思想政治课”，而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潜移默化、润

物细无声融入到课程的教学中去，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举止、

心理发展产生影响，教会学生做人做事的方法和道理、看待问题

的态度、拥有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精神追求。

所以，融入课程思政的课堂应像学生的良师益友，“围绕学生、

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

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帮助学生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观，树立正确的远大抱负，并

且把其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充满积极奋进的正能量。融入课程思

政的课堂应像学生人生道路中的指路灯，“为学生点亮理想的灯、

照亮前行的路，引导学生珍惜韶华、脚踏实地、勤奋学习，自觉

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

二、OBE 理念的内涵

美国学者斯派帝撰写的《基于产出的教育模式：争议与答案》

一书中把 OBE 定义为“清晰地聚焦和组织教育系统，使之围绕确

保学生获得在未来生活中获得实质性成功的经验。”

OBE 理念强调的是“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强调的是

学生受教育后学到了什么，获得什么能力和能够做什么，是基于

学习产出的教育模式，亦称为成果导向教育。

OBE 理念其实就是一个逆向思维模式，属于倒推式设计，根

据学生最终的毕业要求，反过来有针对性的开展教学活动设计。

三、基于 OBE 理念的高职数学“课程思政”改革方向

数学除了作为工具课，提供给学生职业岗位和生活所必须的

数学基础知识，它还是聪明智慧的启迪，具有比其他学科更为丰

富和深邃的文化内涵。通过数学精神、数学思想、数学方法、数

学意识的熏陶，可以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职业素养、科学素养

及综合素养。

所以把 OBE 教育理念和课程思政理念有效融合在一起，把学

生的学习活动目标化，把教师的课程根据目标来活动化，既实现

课程培养目标，又育人与教，寓教于乐。

（一）从数学的文化发展起源，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

数学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人类文明的一次进步，是社会

文化中的一个基础组成部分。告诉学生，数学文化的内涵决定了

它在全面发展学生的综合素质方面起着其它任何学科不能比拟的

作用。

比如，在我们身边，几乎处处可见黄金分割的影子，黄金矩形、

一些绘画、雕塑、建筑、音乐、人物拍照中人的最佳位置、工程

设计等。结合不同专业的学生可以选择相应的案例。如工程造价

专业，可以选择中国故宫、古埃及的金字塔、法国巴黎圣母院这

些著名的古代建筑，让学生在欣赏建筑的美的同时，明确设计优

秀的建筑要体现最佳的协调性、建筑成本的最小化、利用面积的

最大化等问题。让学生既了解到数学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又明确

数学的广泛应用，有力的夯实自己的文化素质基础。

（二）从数学的美的角度，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陶冶学生

的审美情感

数学是抽象思维活动，它的美的体现是多方面的。比如，完

备美，理论严谨完整；抽象美，简单的一个符号可以带给你无限

的思维想象；和谐对称的美，有凹凸，有增减、最大值最小值、

奇函数偶函数、连续与间断、收敛与发散、正数与负数、常量与

变量、有限与无限、有界与无界、无穷小与无穷大、离散与连续等。

再如，将杂乱整理为有序，集合中的元素就具有无序性，我们可

以把它排列次序，它们仍然表示同一个集合。使经验升华为规律，

如数学归纳法，就是一种由特殊事例导出一般原理的思维方法。

这些都是人们对美的追求，这种追求往往是一种创新的动力。

因此可以从数学的美的角度，引导学生发现、欣赏、感受数

学的“完备美、抽象美、对称美、简洁美、和谐美、奇异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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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美……”。正是数学的无处不在及点、线、面的有机的自由组

合之美，才构成了我们五彩缤纷的美丽世界，排除对数学的枯燥、

无趣、抽象的感觉。

（三）从数学中蕴含的丰富的哲学思想和辩证观点，塑造学

生的科学世界观

数学中处处充满着哲学思想和辩证观点。概念的形成和演变，

重要思想方法、理论的创立等，以及复杂问题通过换元简单化的

解决方式，无不体现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思想：发展、运动与变化。

如在“无穷大的世界里，部分可能等于全部”。你可以想一想，

区间 [0，100]和区间 [0，1]中，谁含的数多呢？你可能会说前者大，

因为第一个区间包含了第二个区间。我们可以把这两组数间建立

如下的一一对应关系：

0 … 1 … 2 … 3 … 100

ô ô ô ô ô ô ô ô ô

0 … 0.01 … 0.02 … 0.03 … 1

或借助函数 y=0.01x，自变量取值范围为 [0，100] 会更好理解，

你会发现，两个区间所含的数目一样多，这个结论看起来比较荒

谬，但是这是因为是在无穷大的世界里。通过这样一个“违反常

规认知”的例子引入“无穷大”的新知，不仅激起了学生的好奇心，

也可以教育同学们在平时生活、学习和将来的工作中遇到事情不

要想当然的以偏概全，要用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辩证的看待问题，

看待周围的事物，学会换位思考。

再如复合函数，“天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复合函

数就包含着这样的“合成”与“分解”过程，多个函数可以合成

一个复合函数，如同许多积木搭成一个建筑物。反之，一个复合

函数可以分解成多个基本初等函数或简单函数，如同拆除这个建

筑物。“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分到不能再分为止。

告诉同学们，遇见困难怎么办？化整为零，各个击破。现实中许

多事物的发展也是遵循这样的规律，股票漲多了就要跌，跌多了

就要漲；市场经济中供大于求，会降价，供不应求，会涨价，最

后调整到供等于求，才会达到市场均衡。学习和生活亦如此，有

了苦才会有乐，尝过失败的痛苦才会品出成功的喜悦，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对待事物的观点、人生的态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从数学本身的特点，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和创新

能力

日本数学家米山国藏所说：“不管他从事什么业务工作，那

种铭记于头脑中的数学精神和数学思想方法，却长期在他们的生

活和工作中发挥着主要作用。”运筹有章、计算有法、应用有方、

分析有规、假设有度、论证有据、构造有序、进退有制等，这就是“数

学精神”。

比如问题驱动，启发式教学方式，富有创造性的类比推理方

法等，它可以训练学生抽象思维、逻辑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训练

推理、判断和决策能力、理性思维能力，使学生在学习、生活中

做到有条不紊、统筹规划、思维敏捷、条理清晰，形成严肃认真、

踏实细致、遵纪守法、一丝不苟的良好品德。

著名的勾股定理，是数学中最古老、最有用的定理之一，其

内容是：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它的斜边的平方。

这个解题活动延续了两千多年，据资料记载，其证明方法多达 360

余种，至今还有人在追求新的证法。以它为出发点，应用类比方

法推出的结果也不计其数。这个案例可以有效的鼓励同学解决问

题不一定要墨守陈规，敢于从不同角度不同途径去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有效的开拓学生的创新思维空间，提高创新与探究能力。

（五）从数学的智力活动，培养学生挑战自我、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数学家张继平在今年的 CCTV1 开讲啦访谈中说到，数学与其

他学科最大的不同是人类智力的挑战。学习数学是一项高强度的

智力活动，需要具备勤奋、自强、刻苦、勇敢、机智、顽强的精

神，需要相互协作的精神。如证明和求解那些不容易的数学题目

时，可以鼓励同学们败而不馁、理性分析，学会等待灵感的到来，

学会享受和品尝为证明和求解而经历的喜怒哀乐，这些训练对于

培养学生的挑战和超越自我、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追求卓越的

创造精神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六）从古到今的数学家的奋斗拼搏史，激励学生奋发进取、

勇往直前

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选择性的向学生介绍古今中外数学家

的崇高思想和光辉业绩。如介绍极限的概念时，采用魏晋时期刘

徽的割圆术，祖冲之与圆周率的故事，而且他推算的圆周率的真

值比欧洲要早一千多年。介绍拉格朗日中值定理时，播放影片拉

格朗日数学家的简史。讲解牛顿 - 莱布尼兹公式时，介绍牛顿及

莱布尼兹的简史等。激励学生奋发学习、为数学拼搏的豪情、与

社会同进步、国家共富强的爱国情怀及民族自豪感，使学生感受

到中华民族完全有能力站在世界科学的前列。

四、结语

综上所述，OBE 教育理念的最终目标是成果导向培养人才，

强调每个学生都要成功。把思政元素融入数学课堂，是一项开创

性的工作，也是一项极具困难的挑战。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活动

课程化”“课程活动化”“课堂趣味化”的“育人小知识”的有

效融入，为学生指明前进的方向和做人的道理，哪怕这个育人元

素非常微小，正如微积分的实质，“无限细分就是微分，无限累

加就是积分”，一点点做人做事的方法和道理、看待问题的态度、

正确的道德观点，积少成多，“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长此

以往，就会促使学生发生巨大的素养改变，有效达成其成为“德

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完成培养学生“成人即成

才”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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