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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职数学融入思政教育的几点思考
——以旋转体的表面积为例

王艳丽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摘要：本文立足于新时代的背景下，以旋转体的表面积为例，结合自身在实际教学中进行课程思政研究的实践阐述了在中职数学中

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方法。在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确实对于学生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教育本身就是教

书育人，而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正是育人的重要体现。而在中职数学中融入什么？怎样融入？融入后的效果如何？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本文从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评价及课后作业与反思五个方面阐述了如何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并以具体的例子 -- 旋转

体的表面积一节做了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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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高校“其

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

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自此，各类学者关于课程思

政的相关研究铺天盖地展开，课程思政成为了大家探究的主题，

怎样在专业课程，通识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怎样使专业课程、

通识课程和思政教育同向同行，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但纵观国内外的一些研究，在课程思政方面的研究确实在育人方

面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但也不乏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专业课

程为了思政而思政，为了融入思政点，而降低了专业课程的学习，

也出现了一些华而不实的研究结果。本文以旋转体的表面积为例，

以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为基础，谈谈怎样在中职数学中恰当的融

入思想政治教育。

一、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内容

根据笔者的教育教学实践来看，如何在中职数学课程中挖掘

思政元素是实现数学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的首要前提。

怎样挖掘数学中的思政元素呢？看似无从下手，但事实上，我们

不妨研究一下 2020 年 5 月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指导纲要》，在纲要中，提出了五个重点内容，三类教学体系和

七个专业分类，而数学课程属于三类教学体系中的公共基础课，

在此要求公共基础课程——要重点建设一批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

修养、人文素质、科学精神、宪法法治意识、国家安全意识和认

知能力的课程，同时，在七个专业分类中，理学、工学类专业课

程要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方法、科学伦理精神、精益求精、大国

工匠精神等，从纲要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数学课程的思政元

素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对于旋转体的表面积一节，以“火箭也

需要涂防晒？”的视频引入新课，以情景式的教学融入了爱国教

育的内容。

对于在教学内容中融入恰当的思政教育元素，笔者认为必须

做到恰当，不能为了思政而思政，火箭土防晒的面积事实上就是

火箭的表面积，这样一个视频，既能与本节的主题 -- 表面积相关

联，同时，在视频中所呈现的画面和内容，也让学生深深感受到

航天员的敬业精神和我国航天事业的迅猛发展，同时，在后面学

习中还加入了“中国航天之父 -- 钱学森”回国的故事，从故事中

感受科学家钱学森的爱国精神，让学生从情感上得到一次爱国的

洗礼。

二、思政目标融入教学目标

对于一个完整的教学而言必须做到有的放矢，在中职数学的

课程标准中我们所提到的是三维目标，即知识、能力和素质目标，

事实上，这里的素质目标就是思政目标的体现。我们既然将思政

内容融入了教学内容，那么思政目标也必然要出现在教学目标中，

在教学目标的确定中，我们要做到可评可测，要和后面的评价方

法做到呼应，可以通过评价确定教学目标是否达到，这也是我们

评价一堂课好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在旋转体的表面积中我

们的素质目标设定为：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培养爱国热情；

养成一丝不苟、勤于反思的品格。对于爱国精神的培养并非朝夕

之事，不可能通过一节课就能达到爱国的目的，随不能一蹴而就，

但至少要让学生的行为有所改变，因此，为了达到思政目标，在

课堂中穿插问题：当下我们大学生该怎样做才算爱国呢？通过学

生头脑风暴似的回答，让学生深切地体会到，好好学习，爱护公物，

节约粮食，遵守各类防控政策等都是爱国的体现，让学生真正做

到爱国有路径，在生活和学习中，真正的践行爱国精神。

三、思政教育融入教学过程

在深度挖掘思政元素，将思政内容融入教学内容，并确定了

可评可测的思政目标后，就要将思政教育融入整个的教学过程中。

在融入思政的各个课堂环节我们要做到有组织、有目标、有标准、

有检验、有反思。在确定了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后，我们在设计

课堂环节时必须做到将思政教育渗透到每一个环节中，不能仅仅

在开头，或者中间，后者结尾引入一个片段，象征性的融入思政

教育，必须做到全方位、全环节的融入。在旋转体的表面积一节

中，课前给学生布置课前任务，了解关于神舟十三号的相关知识，

让学生对航天知识有所了解，课中，通过播放“火箭也需要涂防

晒？”的视频和“中国航天之父 -- 钱学森”回国的故事，让学生

再次感受航天精神，同时，切入本节课所学重点 -- 表面积，接着，

让学生谈体会和感想，说出爱国精神，借此，引出话题“当下我

们大学生该怎样做才算爱国呢？”通过学生头脑风暴似的回答，

让学生找到爱国的路径，深切理解爱国精神。学生学会了旋转体

的表面积计算方法后，让学生以火箭为素材，上网查找相关资料，

计算火箭涂防晒的面积，达到学以致用，也激发学生好好学习，

将来报效祖国的热情。最后，布置作业，“寻找身边的好人好事”

让学生之间互相监督，真正的将爱国精神践行到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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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思政教育融入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有的人认为这不就

是为了思政而思政吗？整个的教学都围绕思政展开会不会使得专

业课程或者通识课程失去他们的原本作用，而成了思想政治理论

课？事实上，在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将思政教育融入教学

过程的各个环节是要将思政育人在教学过程中做到一个闭环，也

就是从思政元素挖掘，将思政内容融入教学内容，将思政目标确

定为教学目标，同时，在课前，课中，课后的每一个环节融入思

政活动，同时，确定评价方式，检验思政目标的有效达成等各个

方面都要做到恰当的设计，真正地起到学习专业知识或者基本的

数学知识的同时，能够让德育水平有所提高，实现学习知识与德

育水平双提高。在整个教学过程的实施中，必须强调的是，教师

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理念永远是课堂教学的真理，在教学中要

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要充分发挥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在这里，

特别推荐的是小组学习，在旋转体的表面积中，采用的是小组教

学，采用组间同质，组内异质的形式将学生分成四组，整个的教

学过程基本是让学生自我探究，小组合作，学生的参与积极性高，

最大程度的调动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学生学习水平差异较大的问题，达到了因材施教的目的，在小组

合作的同时，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和语言沟通能力，这无

疑也是每一堂课中都可以渗透的思政元素。也是，我们一直都在

追求的良好的课堂生态。同时，这种学习方式更重要的是让学生

学会了学习，掌握了探究问题的方法，为学生的终身学习打下坚

实的基础。

四、思政教育融入课后作业

课程思政的融入要做到全方位，全环节的恰当融入，那么，

在课后作业中设置方向性的作业和课后反思环节尤为重要。之所

以要求“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

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目的是让学生真

正的能在思想上有所提高，能够让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更好，真

正地达到教书育人的效果，而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提高如何体现，

怎样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原理应用到生活和工作中，能够对学生的

学习和生活带来思想上的指导和价值上的引领才是教育的最终目

的。而课后作业的布置和课后反思对检验课程思政实施效果无疑

是一个最简单也更直接的手段。因此，在对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

进行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时也要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后作业，让学生

通过作业的形式践行融入课程思政的效果，让学生的德育水平落

到实处。另外，课后反思也是验证课程思政效果的有利手段，孔

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通过课后反思可以让学生

意识到自身的问题，能够将所学应用到生活中，能够对学生的思

想进行一次更深层的洗礼，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在旋转体的表面

积一节中，布置了作业“寻找身边的好人好事，并将图片或者文

字上传到学习平台或者微信交流群，时间截止到学期末”，对于

这样一个任务，通过学生的完成情况可以看出，学生的行为确实

有很大的改变，有的学生说，每次吃饭不剩饭了，全宿舍的同学

都在实现“光盘计划”，当然，有的学生可能是为了完成任务，

但我们试想一学期的坚持能够影响到他的习惯，久而久之也就成

了一种常态，所以，通过课后作业，我们一方面是对学生指明了

爱国的路径，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督促了学生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

对学生的行为起到了警醒的作用，与此同时，也给我们思政目标

是否有效达成提供了一个检验渠道，也真正做到了课程思政教育

融入课堂的每一个环节，也真正的起到了育人的效果。

五、思政教育融入教学评价

对于每一堂课可以说都必须有相应的评价方法，教学目标是

否有效达成，对于学生的表现应该怎样给出客观的评价，这都是

完整的教学必须考虑的问题。但融入课程思政内容之后，我们的

思政目标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是否达到，这是在选择评

价方法时必须要考虑的一点。好的评价方法不但能给学生一个公

平公正的评价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我们改进教学，优化设计方案，

提高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依据。总体来说，我们在选择评价方式

上要遵循科学性、整体性、发展性和指导性的原则。所谓科学性

就是要做到有理有据，不是想怎样就怎样，必须有一定的理论支撑。

整体性是指在评价时要做到全过程、全方位、全员评价。发展性

是指要做到增值评价、成长评价，对学生的未来成长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指导性是指通过评价能发现课堂中存在的问题，能发现

学生在学习中出现的问题，能为学生的行为规范提供一定的指导

意见，能给优化课堂，改进教学效果提供有利的证据。关于思政

目标是否达成我们采用的评价方法不可能是测验，考试等传统的

评价方法，可以尝试反思日志、撰写报告、同辈评估、小组评价，

面试等多种评价方法。在旋转体的表面积中我们通过问卷调查的

形式增加了小组评价和自我评价，同时，我们通过学习平台，采

集学生课前、课中、课后的学习情况的真实数据对学生进行全方位、

全过程的评价，及过程与结果为一体，对学生做出了客观的评价，

不仅对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进行评价，还对学生在上课过程的沟

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以及学生的上课体验各方面进行调查评价，

并且通过评价结果，也找到了优化教学设计的方法。

六、结语

总之，中职数学融入课程思政可以从教学内容、教学目标、

教学过程、教学评价以及课后作业与反思等环节进行教学设计，

要做到课前、课中、课后全过程，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渗透与融入，

真正做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水平共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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