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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数学课程思政育人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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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研究大学数学课程中课程思政的教学思路和教学设计。首先分析了大学数学课程思政育人的研究现状，并针对现状

提出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设想与思路，主要包括加强课程讲授队伍建设、挖掘各门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探索课程思政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以及重构课程评价体系和标准四个方面进行改革。其次，分别对解析几何、数学分析和数学建模三门课程进行思政元素的深入挖掘，并

形成教学案例应用于课堂教学实践中，并进行了教学反思，进而通过理论应用于实践总结出适合大学数学课程的思政育人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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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数学课程思政育人的研究现状

作为新时期的教育纲领，“课程思政”是一种新的办学理念，

也是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和育才方式。课程思政是一个新的思想，

其价值的实现值得我们新时代教师认真研究和积极实践。总体来

说，“课程思政”思想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意义。

将课程思政融入大学数学课堂中，是近几年来大学数学课程

教学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作为大学课程教学的主阵地，大学数

学课程对象群体庞大，在学习时间上连贯性强，可以为思政教育

搭建较好的平台，从而实现“德育”和“智育”的协同发展。以

往的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研究，多为对各门数学课程分别进行思政

元素挖掘，而且仅仅从数学文化角度来实现，在课程思政的实践

方面研究的也不够深入、全面。

为进一步加快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的开展，本文从大学数

学课程群出发，从多角度多途径深入挖掘大学数学课程思政资源，

遵循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的目标，结合目前国家级省级一流课程

建设和大学数学教学创新等新兴元素，全面深入探究大学数学课

程思政的实施方法策略，并形成大学各门数学课程中思政育人的

教学设计，期待能够为落实“思政”教育于大学数学课程教学中

提供支持，为培养新一代国家的建设者尽一份力。

二、大学数学课程思政育人的研究思路与设想

（一）加强数学课程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课程思政的意识

“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在于课程讲授的教师。授课教师不

仅是课堂教学实施的主体，同时也是第一责任人。如何建立一支

拥有自觉“育德意识”和较高“育德能力”的授课教师队伍，是

课程“同向同行、协同育人”的人才资源保证。多年来大数数学

课程教师形成的固有教学观念，难以避免地让部分教师认为在数

学课程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想政治元素与己无关，对数学课程思政

教育的重要性认识深度不够。所以，让授课教师真正意识到“课

程思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改变固有的教学观念和教学习惯，

加强育人意识，才能真正做到“爱学生、有学问、会传授、做榜样”。

（二）发掘大学数学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寻求育人新途径，

以学生为主体，合理设计课程思政化教学内容

1. 从数学哲学“符号”出发，挖掘思政元素；

2. 从数学文化和数学史中出发，挖掘思政元素；

3. 从“中国科学”数学家故事出发，挖掘思政元素；

4.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自然辨证法出发挖掘思政元素。

教师要在课程中发掘家国情怀、工匠精神、专业伦理、学术

修养等相关德育元素，并结合案例进行教学设计，将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等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有效地传递给学生。

（三）探索蕴含思政元素的大学数学各门课程的教学方法和

手段

为了充分发挥课程思政的引领作用，我们还要改进课堂教学

方法。当前，数学课程课堂教学中“单声道”和“一言堂”的现

象仍然普遍存在，无论是从传授知识方面还是价值引领方面，靠

老师单方面进行灌输是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的。特别是“千禧一代”

的学生，他们的思维活跃、信息获取能力强，传统的教学模式和

讲授内容难以触及他们的内心。在此种情形下，上课教师应更加

深入地研究当代大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手段，借助于研讨式教学、

案例教学、项目式学习、情景模拟教学等方式，充分发挥学生参

与课堂教学活动的主动性，达到在情境中学、在做中学、在讨论

分析中学的效果。与此同时，还要不断丰富教学手段，增强互联

网资源的运用，增加信息化教学设备的使用，发挥学生收集和整

理信息的能力，在师生互动中潜移默化地实现授业解惑和价值引

领的双重目标。

（四）重构课程评价体系和标准

实现教育理念的关键在于如何确保达成学生的学习目标。关

乎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科学信仰和专业伦理的培养，

因此合理的评价是“课程思政”是否取得效果和具有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关键。那么，怎样的评价才是合理的呢？我们认为应该从

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第一，评价的主体对象必须具备多元化的特质。上课教师、

听课同学和辅导员都应该参与评价，全方位、多角度地进行观测

与评估。

第二，要注重过程性评价。通过测试很难判断非智力因素，

无法结合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的过程，因此评价应该更注重过程而

不是结果，应该更注重描述性评价而不是区分性评价。

第三，不能用评价结果对学生进行定性判断。评价结果的使

用应该主要用于教师的教学方法改进和引导学生的发展。

三、大学数学课程思政育人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一）根据课程知识点与教学环节，寻找思政育人突破点，

凝练思政元素

1. 数学知识阐释数学哲学与人生哲理：用数学概念来引导和

教育学生学会分析个人和社会问题、学会做人做事；用数学公式

的推导坚定理想信念。

例如数学课程中很多内容都是理论的推导，而数学理论的推

导可以培养学生数学思维，增强学生数学逻辑，让学生懂得数学

中的方法论和世界观是数学智慧的源泉，也是发现和理解世界的

秘密武器。

2. 数学思想激发创新思维：用数学思想激发学生的辩证思想、

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例如在讲授解析几何基本思想的时候，可以给学生讲授这一思

想建立的重要意义，通过引入恩格斯对解析几何的评价来体现其重

要性。这样可以让学生进一步体会数形结合的思想，激励学生学会

使用数形结合的思想来解决问题，从而形成正确的数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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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学史培养家国情怀，数学文化典故弘扬中华文化：用中

国人在历史上对数学理论和应用研究所做的贡献来激发学生的民

族自豪感，提升大学生的民族凝聚力；用典型数学家的成功经历

来鞭策和鼓励学生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这种类型的思政元素比较丰富是主要的挖掘点。例如在讲授

空间直角坐标系这节内容时，介绍数学家笛卡尔的生平以及他创

立直角坐标系的生动故事，通过笛卡尔的故事启发学生要积极思

考，敢于质疑，科学求证，坚持不懈。

另外在教授空间直角坐标系中的卦限时，指出我国的《易经》

中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

八卦都出自于这句话，同时也影响了远在西方莱布尼兹，受到中

国“易图”（八卦）的启发，莱布尼兹悟出了数的二进制表示之

真谛；为计算机的现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我国古

代人民的智慧，是民族的骄傲。

4. 数学应用案例拓宽学生视野、激发学生求知欲、创造力。

在讲授空间曲面的时候，会引入生活中一些建筑作为实例以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实国内外的这种建筑很多，那在选取的

时候尽量选择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例如在讲授双曲抛物面时，引入刚刚建设完成的 2022 年北京冬奥

会场馆“冰丝带”作为引例，除了讲授曲面的知识点外，还可以

介绍这个建筑的惊叹之处，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是目前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马鞍形索网屋面体育馆，这个屋面受力最优、形态最美，

但用钢量仅为传统钢屋面的约四分之一，彰显我国绿色办奥的先

进理念。通过这些内容的补充，让学生了解我国建筑方面的成就，

了解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同时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与建设伟大

祖国的使命担当。

在小结的课外延伸中拓展知识面，介绍双曲抛物面属于非欧

几何派系，区别于我们以往所学的欧氏几何，非欧几何的重要意

义是给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提供了有效的数学支撑。另外，在

现代宇宙大爆炸理论中认为，如果两束平行光线越来越远，那么

宇宙结构是马鞍型的。利用这些知识上的拓展，开拓学生的视野，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5. 从古代诗词中挖掘思政元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在课程教学中恰当使用古诗词，一改数学老师的“死板”，

让学生耳目一新，并且也感受到数学之美，而且能提升学生的人

文素养。例如在数学分析讲授无穷小量概念时，引用诗仙李白《送

孟浩然之广陵》中“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诗句，

借助“孤帆”的渐行渐远直至不见来引导学生体会极限为零的意味。

6.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自然辨证法出发挖掘思政元素。

哲学与数学本是同源，可以用哲学的基本理论指导数学课程的思

政，提高课程内容的含金量。例如数学分析中微分和积分的对立

统一规律、运用联系、辨证的观点看待极限、连续、可微等。

（二）跳出教材，将社会中对正能量内容引入课堂，并挖掘

其中的教育因素

1. 例如在数学建模课讲传染病模型时，可以将此次新冠疫情

中的伟大人物、奉献精神，传递给学生。结合抗疫英雄们的事迹，

激励学生树立远大目标和正确的人生导向，用知识去去化解危难，

用勇敢和担当去战胜危险。教育同学们要努力读书，未来才能更

好地为建设国家做贡献。通过抗疫还可以激发学生的爱国意识、

社会责任，科学务实精神。

通过建立模型对方程进行求解，进而解释有关现象，用科学

的视角解释传染病防疫隔离措施的科学性、重要性和急迫性。在

对模型的结果进行分析时讲到提提高群体免疫力，用科学的计算

让学生理解注射疫苗的好处。

2. 近年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通过党史学习可以明理、增

信、崇德、力行，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

慧和力量。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党史学习中找到课程思政的切入点，

把这些精神和力量传递给学生们。

例如在讲授战争模型时，讲到了正规战、游击战和混合战，为

了让学生们形象的了解战争的形式，结合党史学习，可以给学生讲

讲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通过游击战是如何取得胜利的历史事实。

（三）课程思政育人实践的教学反思

通过几门数学课程思政育人的教学实践，让我们认识到在课

程中贯穿课程思政，不是要改变课程的性质，也不是要改变课程

的体系，而是要在实现课程知识目标的前提下，通过更新教学案例、

丰富教学方式方法、完善教学策略，让学生学会用数学的眼光去

看待世界，用数学的思维去理解问题，用数学的方式去思考人生。

切记不能为了德育而德育，为了思政而思政。将“课程”与“思政”

有机结合，才能润物于无声处，育人于课堂中。

总之，做好课程思政，教师是主体，课堂是主阵地，挖掘提

炼思政元素是基础，优化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是关键，边实施边

总结边推广，凝练典型案例，合力打造课堂育人新气象，为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奠定基础、探索新路。

参考文献：

[1] 郑奕 . 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的思考与实践 [J]. 宁波教育

学院学报，2019，21（1）：59-61.

[2] 李洁坤，陈璟 . 大学数学“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的研

究与实践 [J]. 教育教学论坛，2019（52）：120-121.

[3] 秦厚荣，徐海蓉 . 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的“触点”和教学体

系建设 [J]. 中国大学教学，2019（9）：61-64.

[4] 邓瑞娟，陈倩倩，李艳午 . 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的探索和实

践 [J]. 宁波工程学院学报，2020，32（3）：100-104.

[5] 褚小婧 . 大学数学课程思政内涵、内容选择与呈现方式 [J].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20，22（1）：144-148.

[6] 吴珞 . 大学数学课程思政推进方法初探 [J]. 高教学刊，

2020（4）：72-74.

[7] 杨威，陈怀琛，刘三阳 . 大学数学类课程思政探索与实践 [J].

大学教育，2020（3）：77-79.

[8] 胡先富 . 高等数学课程思政的有效性与实践路径 [J]. 北京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19（2）：78-81.

[9] 颜文勇，吴亚梅，任大源等 . 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改革探析 [J].

成都工业学院学报，2020，23（2）：97-99.

[10] 高明 . 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教学探索 [J]. 天津市教科院学报，

2019（3）：60-66.

[11] 梁瑛，连冬艳 . 高等代数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的实践探

索 [J]. 高教学刊，2020（20）：153-155.

[12] 杨威，陈怀琛等 . 大学数学类课程思政泰索与实践 [J]. 大

学教育，2020（3）：77-79.

[13] 郝妍，关洪岩 . 数学专业中几何学教学的改革与探究 [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35（3）：356-359.

基金项目：高等学校大学数学教学与研究发展中心教改项目

CMC20210416 大学数学课程思政育人的教学设计研究与实践

1. 受高等学校大学数学教学与研究发展中心教改项目资助一

CMC20210416 大学数学课程思政育人的教学设计研究与实践

2. 沈阳师范大学第九批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JG2021-

YBO77“课程思政”与数学专业课程深度融合的研究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