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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思政”的概念
“课程思政”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挖掘各类课程中

的思政元素，将思政教育贯彻教育教学全过程。思政教育从显
性思政到隐性思政，“显性”和“隐性”相结合，方能达到
全面育人的目的。这就要求各学科教师要全面挖掘各学科的思政
育人元素，渗透到专业知识里，以学科课程知识为载体，潜移
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思想价值引领。

2　农村中学思政教育现状与分析
本次调查对象主要是H市下属管辖的15所农村中学教师，共

发放500 份调查问卷，共收回487 份，回收率97.4%，然后进
行统计分析。通过问卷结果分析，同时在相关文献资料的佐证
下，反馈出以下问题。

2 . 1 中学教学“重知识、轻道德”问题依旧
调查数据显示，在问到是否在教学中有融入思想政治教育

时，有91% 的教师表示并没有，仅有9% 的教师表示有提到。另
外，有71% 的教师在以后的教学时不会考虑加入思政元素，有
29% 的教师表示会考虑。可见课程思政在中学，特别是农村中
学，渗透体现并不乐观。

以往的教育观念，在中学，只有每周两节道德与法治进行
思想政治教育，而对于其他学科专业课程与学生思政教育并没有
关系，甚至道德与法治的课还会被挤掉，道法考试时，只需要
背书本，拿高分，这样的情况在中学尤其明显。思政教育在中
学并没有得到重视，反而趋于形式化，边缘化，导致学生的培
养失衡，“重知识、轻道德”现象严重。如果不从根本上改
变传统的思政教育观，就会存在思政课程和其他非思政课程的

“两张皮”现象，难以形成各类课程同向同行，协同育人。
社会需要德才兼备的人才，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储备，良好

的思想政治素养也尤其重要。中学阶段是学生思想日渐成熟的重
要阶段，学生可塑性强，教师更要发挥作用，让学生主动接受思
想政治教育，坚信马克思主义道路，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
断提高政治素养，坚定热爱祖国，实现人生价值。

2.2农村中学教师老龄化，与社会脱节
农村中学普遍教师老龄化，在2006年起实施的特设岗位教师

后，很多高校毕业生愿意到农村任教，老龄化有所改善，但是教
学质量相较城市还是落后。调查显示61%的教师对课程思政根本
不了解，39%的教师表示有了解很少，并没有教师表示很了解。

可见农村中学教师与社会脱节，对新鲜事物接受程度并不好，
而且高校与中小学思政教育的衔接不够，以至于产生脱节。如今
农村人口流失现象严重，导致学生数量逐年减少，而且受各种因
素影响学生的知识水平较差，导致教师的工作热情极低，对教学
的钻研精神不够，更别提去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要解决这些难题，
还需要多元化的改革，多方协调，国家社会方面暂且不提，就学
校方面，教师团队整体的素质提升，从教材到教学的革新等，都
需要更深层次的钻研。

3　课程思政渗透教学的实施策略——以中学数学为例
各类学科课程都有丰富的育人资源，需要教师深入挖掘思政

元素，建立思政教育与各门专业课程的紧密联系，形成协同效应，
实现知识载体与价值引领的同频共振。下面以中学数学学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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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探索挖掘数学中蕴含的思政元素。
3.1诠释辩证唯物主义观
数学是最能体现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其中很多定义

定理、思想方法都含有辩证因素，在数学中培养学生辩证思维、逻
辑思维能力，有助于帮助引导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数学中的对立统一规律：首先是数与形的统一，所有实数与
数轴上的点一一对应，函数方程和对应的曲线的对立统一，正负
整数和正负分数对立统一于有理数中。其次还有正数与负数，实
数与虚数，加与减，乘与除，零上温度和零下温度，概率中的可
能与不可能性等。再比如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常量与变量的统一，
抽象与具体的统一，分解与组合的统一等等。

数学中的量变与质变规律：数学中概念的存在是有界限的，
如果超出界限就会引起质变，比如正多边形边长的范围是大于或
等于3，若超出界限就会变成线段或圆。再比如当梯形上底逐渐缩
短，缩短到两端点重合时，梯形就变成了三角形。

数学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否定之否定就是事物被否定了两
次的结果。比如幂的方根，设数a，平方得a2(第一次否定)，开
根号得(第二次否定)，结果，事物已经发展了。

3.2激发爱国热情、感悟家国情怀
我国数学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唐高宗下令整理的“算经十

书”，其中《九章算术》是中国古典数学最重要的著作，其中很多
实例都可以拿来用于数学教学中，缓解枯燥的课堂，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比如在七年级第一节引入负数时，以负数的起源发展导
入课堂，并提到我国在负数的认识和承认要早于西方一千多年。
另外祖冲之圆周率的精确计算早于西方一千多年，中国剩余定理
早于德国数学家高斯一千五百多年。还有教学中融入我国著名数
学家像华罗庚、陈省身、陈景润等等的事迹。这样能够很好地激
发学生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进而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个自信”中的“文化自信”。
3.3培养科学创新精神、塑造坚毅品质
数学是一门严谨的、有很强逻辑思维的学科。解决实际问题

就要建立数学模型，用数学语言抽象出问题本质，然后通过严密
的理论知识推导，得出结论。这一解题过程充分发挥了数学价值，
培养学生抽象思维能力，严谨求实的态度，刻苦钻研的精神，理
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学阶段开展课程思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

别是基于农村背景下的，这就要求教师注重开发利用各门专业课
程中的思政元素，并在教学中予以实践，要相信只要坚定国家的
教育方针，不断探索，课程思政一定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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