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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课程思政”的探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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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素质教育的广泛深入，对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的发展
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如何充分利用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培养
学生的思政意识，以便提高德育教育的有效性，已经成为了当
前数学教师普遍关注的重点课题。本文通过对在数学与应用数
学专业中融入课程思政的重要性与专业中课程思政的现状进行
分析，并提出了几点策略，对于提高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中课
程思政的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在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中融入课程思政的重要性

立德树人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任务。如何培养中国
的社会主义继承人、将我国的接班人培养成什么样子、我们培
养人才的根本目的是什么，这些都是教育工作者的核心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曾为课程思政做出了指导性意见，要求我国的教
育工作者应将思政工作贯彻落实到全阶段的教育教学工作中，
从而打造我国“三全育人”的教育发展新里程。因此，强调育
人价值、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深
挖各教育学科中的思政元素等，是我国所有教师都应该重视的
教学目标。

数学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教育基础学科之一，也是所有科学
类教育学科的敲门砖。数学学科由于具备丰富的科学精神与人
文精神，因而是思政教育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媒介。数学学科
贯穿了我国教育的各个阶段，所占学时相对较长且涉及师生也
相对较多，在我国教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高等数
学的知识内容提高了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并推动了我国生产
力的高速发展，如微积分、极限、矩阵、数值计算、数学模型等。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由于课时有限、内容繁多、任务繁重，
因而很难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基于此，数学教师应充分挖
掘教学内容中的思政元素，从而将树德立人的教学目标贯穿到
教学活动中，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1]。在数学与应用
数学的教学过程中合理融入课程思政的内容，要坚持以数学
知识的传授与思政意识的培养相结合为原则，并涵盖世界观、
价值观、人生观、历史数学名人成就、哲学以及社会热点等多
方面内容，从而树立学生严谨的科学精神与强烈的爱国主义情
怀等 [2]。

2、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中课程思政的融入现状

2.1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忽略了课程思政的渗透
首先，由于数学学科的教学内容本身具有复杂化、抽象化

等特点，而数学与应用数学的教学内容则更为抽象化，在有限
的教学时间内，数学教师经常要为了赶进度而加快讲授的速度，
从而导致教书育人的功能性被弱化。其次，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许多教师已经习惯了用灌输式的教育方式来展开教学活动，导
致课堂气氛枯燥乏味，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很多学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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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时间睡觉、聊天或做其他与学习无关的事情，因而难以提
高学习成绩，这种现象也严重打击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3]。最
后，在数学专业课的教学过程中，一些教师在制定教学目标时，
忽略了课程思政的渗透，即便提到了一些有关思政方面的内容，
也是匆匆忙忙、一语带过，难以达到立德树人的效果，课程思
政呈现表面化、形式化。

2.2  课程思政的资源有待优化
在数学与应用数学的教材内容中，所涵盖的课程思政内容

并不多，需要数学教师对其进行深入挖掘与合理拓展。然而，
很多数学教师本身由于主观或客观等原因，并未将课程思政的
纳入到教学目标中，因此，难以将仅有的思政资源进行有效利
用，也缺少对思政案例的有效引入 [4]。一些教师在运用教学资
源进行思政教育时，主要为了应付学校的规定，因而在思政内
容上缺乏创新意识，无法激发学生的探究精神，降低课程思政
的有效性。

2.3  课程思政缺乏完善的评价机制
在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下，虽然已经大面积建立多元化

的教学评价机制，但在很多学校中，教学内容的理论知识考核
仍然占据着评价机制的关键位置，并且，数学教学活动中课程
思政的融入情况并未被纳入到评价机制中，从而导致数学与应
用数学专业中，课程思政教育缺乏明确的教学目标、评价判定
有失偏颇。在数学与应用数学的教学活动中，数学教师对课程
思政的元素融入内容较少，且具有一定的随机性，缺乏精心的
设计，因而自然也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降低了教育活动的德
育功能，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思政意识。

3、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课程思政”的策略

3.1  提高教师的思政教育水平
首先，数学教师应充分认识到课程思政融入教学活动中的

重要性。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随着市场经济对应用型人才的需
求与日俱增，因而在数学与应用数学的教学活动中，教师除了
要教授学生数学知识外，还应该培养学生形成数学思维，从而
利用数学思维去做人、做事、研究学问以及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数学教师应摒除“思政教育与数学教学无关”的错误理念，应
充分认识到思政教育除了是班主任、辅导员以及思政教师的任
务外，还是所有教职人员共同的责任。因此，数学教师应与时
俱进的更新自身的教育观念，将思政教育巧妙融入到教学活动
中，并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参观学习、培训交流、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等方式，提高自身的课程思政水平。

其次，在数学与应用数学的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应
区别于思想政治课那种长篇大论的教育形式，而是应该将思政
元素与数学元素进行有机结合，从而以潜移默化的形式来引发
学生的共鸣。因此，数学教师要对数学教学资源进行深入挖掘，
并对其进行有效的加工，从而提高思政教育的严谨性与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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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学生对科学真理的坚持态度。
最后，教师应以身作则，利用自身的做事风格与工作态度

来对学生进行积极影响。在备课环节，教师应提前做好教学设
计，并在教学活动后做好教学反思，从而使自身的业务能力等，
使自己每一节课都应比前一节课有进步。在教学活动开始前，
教师应提前进入教室做好教学准备，从而使学生们能够感受到
教师的敬业精神。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应以积极饱满的工作态
度来对学生们进行知识的讲授，从而将走神的学生或者是做与
学习无关事情的学生吸引到课堂教学内容中来。在教学活动结
束后，教师应通过社交平台如 QQ 或者微信等方式，加强与学
生的联系，从而对学生的学习反馈及时做出正确回应，并对学
习上或者生活上有困难的学生及时予以帮助，有助于提高教师
的思政教育水平 [5]。

3.2  利用我国的主要数学成就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中国作为数学的故乡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在数学方面取得了重大的学术成就，为世界数学的发展与建立
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在战国时期，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庄子
便已提出了有关于极限的思想。而在魏晋时期，我国的著名数
学家刘徽又对极限思想进行了深化，为后续数列极限概念的形
成奠定了基础。而西方国家直到十九世纪才对极限概念进行精
确的定义，比我国足足晚了一千多年。像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数学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我国古代先贤所铸就的数学成就来激发
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使学生能够充分的了解到我国古代先贤
的智慧，从而树立学生的民族自信。

此外，利用学生们热衷于电视剧的兴趣爱好，教师也可以
从中挖掘与数学内容相关的思政资源。如我国的清朝电视剧较
多，很多学生对于康熙皇帝较为熟悉，教师可以将康熙皇帝与
莱布尼茨公式的发明人莱布尼茨之间的交往作为思政教育故事
讲述给学生。莱布尼茨与我国的康熙皇帝交往密切，不仅会进
行书信往来，还曾经赠送了一个乘法机模型给康熙皇帝，甚至
还申请过要加入中国国籍。而我国至今仍在沿用的一些有关数
学方程的术语汉译，其实都来自于康熙皇帝，如“元、次、解、
根”等。另外，由康熙皇帝主编的《数理精蕴》还被奉为初等

数学的百科全书。康熙皇帝在数学方面的造诣还有很多，这些
都可以被用于在思政教育中，有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3.3  利用我国当代发展成就树立学生的文化自信
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科技建设发展迅猛，

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而数学学科作为科学技术的主要代表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
设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数学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时，应充分
利用我国当代的发展成就来树立学生的民族自信，把数学知识
与数学方法在我国当代科学技术中的应用过程讲述给学生们，
如利用微积分方程解决高铁的运行弯道设计问题；利用空间曲
面的概念建设广州塔的独特造型等，从而使学生们能够深刻体
会到我国现代化发展与数学的关系，并认识到劳动人民的光荣
与伟大。通过我国当代的发展成就可以使学生们加强对数学学
科的认识，转变“数学无用”的错误理念，并引导学生们把数
学知识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进行有效联系，以便使学生们充分
认识到数学学科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有助于激发学生的
探究精神。

4、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与研究，在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中有效融
入“课程思政”教育，有助于提高数学教育的综合教学水平。
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几点相应的策略：提高教师的思政教育水
平、利用我国的重要数学成就激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利用我
国当代发展成就树立学生的文化自信等。文中所提的几点策略，
对于充分发挥课程思政在数学教育活动中的有效性，具有积极
的促进意义，有助于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实现立
德树人的教育任务。

   课题信息 : 黄淮学院国家级项目科研项目培育基金青年项

目，批准号：XKPY-20200813；河南省高校重点科研项目，

批准号：19A110024。

参考文献

[1] 张敏 , 肖峰 . 士官职业技术教育《应用数学》" 课程思政 " 的思考 [J].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20,22(05):87-89.

[2] 刘 敏 . 高 校 思 想 政 治 课 与 大 学 生 理 念 信 念 的 塑 造 研 究 —— 以 数 学 与 应 用 数 学 专 业 为 例 [J]. 产 业 与 科 技 论

坛 ,2019,018(010):148-149.

[3] 李振平 , 魏巍 , 余亚辉 . 把思政元素洒满高等数学课程的实践与认识 [J]. 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2020,036(006):82-83.

[4] 杨烨军 , 宋马林 , 陶伟良 , 等 . 基于知网数据库的课程思政研究文献知识图谱分析 [J]. 智库时代 ,2019, 000(015):187-190.

[5] 农秋红 , 吕婷 . 应用型本科院校在高等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文化的探究 [J]. 科技经济导刊 ,2019,000(029):116-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