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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潜入”大学数学课堂的实践应用研究 
庞淑萍  鄂宁  龙海波 

（哈尔滨金融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30） 

摘要：“课程”加“思政”，在大学数学里不是生硬地割裂数学课程内容和思政教育，要充分挖掘思政元素，使得思政内容像
风一样 “潜入”到课堂中。教师要做到转变教学理念、 具有思变创新精神，并将课程思政寓教于数学课程之中，训练数学思维、
传播科学思想、培养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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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用好

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
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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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与思政的关系，许多专家和学者都给出了诠释，从实践教
学中，我们认为课程思政既不是简单的“课程”加“思政”，也不
是生硬地割裂数学课程内容和思政教育，而应当做到“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在数学课堂上，老师们要充分挖掘思政元素，就像诗
中所说的那样，把思政内容像风一样 “潜入”到课堂中，在学习
数学知识的过程中受到启发和教育，老师们要真正做到教书育人两
不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把价值观培育和塑造贯穿于教育教学
全过程，将教书育人的内涵落实在课堂教学主渠道，上出“思政味
道”，让立德树人“润物无声”，自然地将思政元素融合到课程中，
避免生搬硬套。 

课堂是课程思政的主渠道，每堂课都在“耕种一片田”，只有
每一片田都精耕细作，才能让小苗茁壮成长。以文科为主的金融经
济管理类学校，数学为各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
训练学生理性逻辑思维最重要的课程之一。数学课程的性质决定了
老师们得做到润物细无声地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行
科学正确地引导，传递给他们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培养学生的科
学精神，增强理性思考与知识技能；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增
强文化自信激发民族自豪感；培养并修炼他们的品格，使得学生们
激发正能量与奋发向上的积极性，热情地去学习和生活，这些都是
数学课中课程思政的实践研究内容。 

经管类高校的数学课程包括《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概
率论与数理统计》三门课程，高等数学课程的理论性更强一些，课
程思政内容更偏重于科学精神、人文精神、意志品质；后两门课程
的数学内容相对于其他纯数学内容而言，结合专业性更紧密一些，
也更加倾向于从实际问题中提炼数学知识，进一步体现数学知识的
应用，这就为老师们开展课程思政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和切入
点。 

为了能更好的开展课程思政进入课堂教学，老师们通过学习、
交流和探讨正确地理解课程思政的含义，探讨课程思政对学生的意
义，并对如何开展课程思政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结合自己课上的
授课内容与思政相结合，提供课程思政的切入点和具体案例，使得
大学数学课程的课程思政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要在数学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首先教师的教学理念
应发生转变，教师应当有思变创新精神 

大学数学的三门课程内容相较于其他学科，基础性知识多，注
重数学概念和理论，强调计算过程和技巧，由于学科内容的限制，
融入思政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作为老师，教书育人是本职工作，
育人的功能必不可少，开展课程思政是重要的课堂环节和内容，不
能因为难而不做，作为一个高校教师，应具备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
加强对“课程思政”这一创新理念的认识，既要充分认识“课程思
政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要加强对“课程思政”的内涵的进一
步认识。教育并非一成不变的，只有思变的教育才具有旺盛的生命
力，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所以，必须转变教学理念，对教学内容
进行深入挖掘，思变创新才能让课程思政落到实处。大学数学的内
容蕴藏着丰富的观察世界的方法，在讲解数学知识的同时，要不拘
泥于形式，跳出固有框架，创新性的融入思政元素于数学教学中，

提供相应的专业理论知识、看待问题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提
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做到教书育人两不误。 

二、课程思政寓教于数学课程之中 
“课程思政”不是要改变原来的课程，而是要把价值引领要素

及内涵巧妙地融合在数学课堂教学中。由于数学学科的特点，挖掘
的思政教育元素也会不同于其他的学科，因此，教师在保证课堂教
学任务的同时，将科学精神培养、家国情怀、使命感、 危机感、
辩证思维等思政元素，用新时代的话语体系，润物无声地融入课堂
教学。随着课程思政的融入，可以使学生更好地感知到数学的作用
和领略到数学的美，训练逻辑思维能力从而更进一步提高学生看问
题的深度和广度，不断调整和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从而更能体会
大学数学这门学科的魅力，并热衷于对数学知识的探索。 

三、训练数学思维、传播科学思想、培养正确世界观 
数学是一门古老而悠久的学科，在其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数学

的概念、符号、性质、公理、定理、公式等往往都蕴含着丰富的哲
理，很多数学知识和实际生活也都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在数学教学
中，老师们结合数学知识，通过典型案例融入思政元素，开展对学
生的思政教育，加深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促进学生对数学知识
的应用，感受数学内容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体会数学独特的美感，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结合教学进度和内容，相应地推送一些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数学
史、数学家、数学思想等数学背景知识，开展对学生的思政教育。
学史使人明智，丰富的背景知识可以让学生感受到数学的美妙和增
强数学智慧；数学家勤奋探索的科研精神，让学生认识到数学对科
学和社会的推动作用；数学家严谨踏实的钻研精神激励着学生树立
严谨的科学观和正确的人生观，从而能珍惜现在，脚踏实地，不拍
困难，做到迎难而上，努力学习增长知识，学好本领，将来做对社
会、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同时，加强师生课内外的交流与沟通，激
励学生积极上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倡多读书，加强学生阅读
习惯的培养，有效地把“课上”与“课下”联系起来，提高课程思
政的效果。 

数学是研究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一门科学，其内容是用数学
方法揭示现实世界的矛盾、运动、发展和变化规律，是唯物论和辩
证法更具体、更直接的体现。数学中许多概念都来源于客观世界，
是从客观现实中通过逐级抽象得到的。许多公理、定理、法则、公
式的发现都遵从人类的一般认识规律，按照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
般到特殊或类比发现，直觉想象等认识规律而产生，通过数学的方
法进步归纳、推广、应用的。例如高等数学中的微分与积分、线性
代数中的矩阵乘法与逆矩阵运算、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全概公式与
逆概公式等内容体现了对立统一观点，泰勒级数的展开把函数等价
为简单的幂函数，体现了化繁就简，特殊到一般的理念。通过这些
具体的数学知识的发现过程的揭示，将为培养学生的科学思想方
法，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奠
定良好的基础。  

数学作为人类文明成果之一，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中同样具
有重要的作用。王梓坤曾指出：“数学文化具有比数学知识体系更
为深邃的文化内涵 ，数学文化是对数学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
的高度概括”。毕达哥拉斯也曾说过数学是一种别具匠心的艺术，
数学美是其文化内涵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那些数学符号不是冷漠
的符号，那是跳动的音符，严谨流畅的证明和演算过程犹如一首优
美的交响曲，并通过对和谐美、对称美、简洁美等数学事实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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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让学生得到美的熏陶。所以，学生学习数学的过程不仅为了学
习相应的数学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过程陶冶情操，理解数学
的精神、思想和方法，锻炼思维，将其内化成自己的智慧，使思维
能力得到提高，并把它们迁移到具体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因此
数学中体现出的文化内涵是数学教学中渗透思政教育的又一方面。 

四、价值引领，弘扬正能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大学是人生的关键阶段，对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

养具有中国价值文化的道德观，形成正确的道德行为至关重要。教
师在教授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要着力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养学生爱国爱家爱自己的思想意识，提高道德认知水平，培养正
确的价值观，崇尚文明、理智、高尚，摒弃愚昧、野蛮和狭隘。在
高等数学教学中，深入挖掘中国数学发展史，体会祖国文化的博大
精深，培养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在线性代数教学中，精选
数学教学案例，结合近现代中国的屈辱国情，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为建设美好的中国社会而努力学习；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课程
中，结合当前时政时事做数据采集统计分析，结合课程知识内容解
决实际问题。通过让学生自我调研完成大作业，参与社会实践，增
加科研实践，开阔视野，培养自主学习的意识、学会正确客观的自
我评价，同时在课程教授中引入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科学发展的
最新状况，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并激发学生的民族
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学习，不忘初心，为社会进步和人类进步做
出个人的贡献。 

五、课程思政在大学数学教学中的实践案例 
作为大学课程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 —大学数学，也是开展课

程思政的重要课程基地。就学科本身而言，由于其更强调理论性和
技巧性，课程思政可能不容易做，但是由于都是大一大二的学生，
初入大学，又受众面最广泛，为培养合格的社会人才，有特别适合
开展思政教育，只有通过充分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结合课程内容，
精心设计，精巧嵌入，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接受人生观、世界
观、价值观的塑造，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造者。 

讲解概率的统计定义的内容时，以历史上研究随机现象统计规
律性最著名的实验—抛掷硬币的试验作为切入点来讲解概率的定
义，跳出原有的大家普遍认知的方向去讲解另一个角度的知识点。
首先讲述 De Morgan、Buffon、Pearson 三位数学家能不厌其烦的做枯
燥的科学实验，体现他们的科学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告诉
同学们想要做好事情就得有坚持不懈的韧劲，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将
一事无成；接着引导大家对收集到的试验数据进行数据数理方法的
研究，最简单是数据处理是加减乘除，加减乘的数据处理结果反映
了实验结果的单调递增性而已，而且三个处理方法都有相同的规
律，不具有特征性，惟有将实验中正面向上的数据与总的试验数据
相除才发现数值的稳定性，而这个稳定性的值恰好和人们的主观认
知相吻合，大量数据的统计规律被发现了，通过与学生共同的数据
挖掘过程，提供给学生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思路和方法，培养
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从数学研究角度给出研究的方法，体会数
学的作用和魅力；同时，从统计的角度给出了频率的稳定值就是概
率的定义，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归纳总结能力，告诉同学们数学并没
有脱离实际生活，理论来源于实践，学好理论知识可以帮助我们更
好的指导实践。在这个试验过程中，无论是哪位数学家的试验数据
都体现了频率的稳定值，即概率值唯一性，说明这一规律是被人们
发现的，客观规律不是被创造和发明的，人们只能是遵从规律，按
照规律办事而不能违背规律做事，我们在掌握了事件的发生概率的
这一规律后就可以帮助人们做好科学规划和科学决策，增加成功的
可能性。 

在学习《线性代数》课程中线性方程组的导课时，以我国现在
正在研制的 C919 大飞机的图片引入线性代数在工程设计和计算机
技术上的广泛应用。给学生们介绍工程师们利用数值模拟技术在计
算机虚拟仿真系统中构建出飞机的三维模型，通过对飞机飞行过程
中的虚拟研究飞机周围的气流变化，网格细分化飞机使得相关的三
维单元足够小时，则在该单元上描述气流的复杂方程可被简单的线
性方程（组）近似替代。因此，计算飞机表面的气流实质上需要反
复求解包含多达数百万个线性方程和未知量的线性方程组。这在很
大程度上缩短了设计周期、节省了设计成本和降低了试验风险，尤
其是彻底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其中线性代数发挥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在介绍过程中，让学生能认识到线性代数知识的实践应
用价值，而不仅仅是抽象的数学知识，引起学生对课程学习的兴趣
和重视程度。体会复杂事物要抽丝剥茧发现实质，用简单实用的替
代复杂多变的，在线性代数处理上就是用“以直代曲”，先分割成
一个个小的个体，再合成一个整体，体现高等数学里“微分、积分”
的数学思想，培养同学们的数学思维逻辑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考
方向。通过问答告诉同学们 C919 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制的大飞机，
美西方国家为阻断我国的发展，加大对我国关键技术如芯片、发动
机，工程软件等的封锁，不想让我们过上好日子，了解帝国主义亡
我之心不死的做法，激发同学的爱国之心，树立危机感和使命感，
告诉同学们不能把建设繁荣富强的中国指望发达国家的帮助，必须
靠我们自己独立自主、科技创新才能在当今世界利于不败之地，同
学们要学好基础理论知识，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造就不出现代化高
速发展的中国，也很难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科
技创新就没有了源泉，鼓励大家学好知识为将来的发展做出自己的
贡献。 

其实，作为纯理科的数学，其定理概念以及好多的例题，对学
生们的道德品质的塑造和影响都有不少的作用，老师们可以多多的
发掘。例如有一道概率的例题，用步枪射击飞机，每支步枪的命中
率是 0.004,1000 支步枪同时射击的命中率达到 98%。首先，告知同
学们，我们的国家是先辈“小米加步枪”打下的天下，这是一个实
际案例，过去我们没有飞机大炮，在及其艰苦的条件下先辈们用生
命和鲜血为我们创造出现在的幸福生活，大家才能坐在这里学习和
生活，要热爱我们的国家，继承先辈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学好本领，
建设更美好的国家。其次，通过计算让学生认识到看起来不可能的
发生事情结果是可以发生的，这说明虽然单个人击中飞机概率非常
小，是个小概率事件，但是聚少成多，就可以改变事情的结果，这
里体现了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通过同学们的思考探讨，一致认
为“水滴石穿”也是这个道理，在一次试验中一般不会发生，但只
要水滴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落下，水滴可以穿石，所以，只要有
恒心，世上无难事因此。但是，事物都有两面性，也要让同学们认
识到在平时的学习或将来的工作中，“勿以恶小而为之”，更不要以
身试法！不要认为坏事很小就去做，一次错误的行为可能侥幸逃脱
惩罚或者法律的制裁，但常此进行下去，一定会有接受惩罚的一天。
简单做人，踏实做事，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六、讨论 
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和复杂性，大学生是国家发展的

未来，占领国内国外的思想领域成为斗争的焦点。每位教师都承担
育人责任，实现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才能更好的
打破思政课教师“单兵作战”、大学思政课“孤岛化”窘境，切实
做到立德树人，德育为先，让各类课程都能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
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既牢牢把握思政理论课的核心地位，又要充
分发挥其他所有课程的育人价值。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显性
教育与隐性教育融会贯通，实现思政教育从专人向全员的参与转
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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