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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离散数学是高校应用数学、人工智能及计算机类的专业基础课，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加强教师对课程思

政的认识，考虑在离散数学课程教学章节内容中的思政元素切入点，选择合适的教学方式引入思政元素，

能有效推动理工科课程思政建设，提高课程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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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crete mathematics is a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of applied mathematic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mputer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ach-
ers should strength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spects of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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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try point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re considered in the content of the 
chapters of discrete mathematics courses. The appropriate teaching way is chosen to introduce 
ideological elements. The introd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teaching me-
thod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urse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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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4 年，习近平在第二十三次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中指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

要坚持立德树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2016 年 12 月，在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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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工智能[2]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有大数据、算法和超级计算这三大核心驱动力，它是用人工的方

法在机器上实现的智能，根据人工智能的水平，从低到高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计算智能，

能存会算，比如各种棋类游戏、专家系统体现的就是计算智能；第二个层次是感知智能，能听会说、能

看会认，比如像语音助手、人脸识别、看图搜图和无人驾驶体现的就是感知智能；第三个层次是认知智

能，能理解会思考，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智能技术、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2]，
是人工智能领域专家们正在努力的方向，比如说微软小冰就具有非常初级的理解语意的能力。2017 年 12
月，人工智能技术入选“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之一”。如今，大数据、人工智能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

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无人化、高科技、智能化逐渐成为行业竞争核心，第一时间攫取信息、数据

并提高算法，成为各行各业、各个国家之间竞争的法宝。作为计算机信息技术及其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

离散数学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面临新的挑战与变革。 

2. 离散数学的课程意义 

离散数学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计算机类其他专业课程如数据库、操作系统、

编译技术、人工智能、算法与程序设计等都必须以它为基础进行教学。离散数学研究的是数理逻辑、集

合论、代数系统和图论等四方面的主要内容，是构筑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之间的桥梁，是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工程、软件工程领域等相关专业领域的基本数学工具。没有计算机，就没有互联网的发展，也没

有现代信息技术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同样，没有离散数学，也就没有计算机发展，离散数学是

数学及软件专业核心课程，对数学、计算机、电子电气及其相关专业非常重要，通过此门课程的学习，

可以培养学生使用数学语言及符号处理现实问题的方法技巧，提高学生的判断、推理、归纳、演绎、分

析、综合、比较等逻辑抽象思维能力和形式化思维能力，而且为学生学习计算机专业的数据结构、算法、

程序设计和进一步的科学研究等打下坚实的基础。但离散数学课程本身蕴含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易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952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房明磊，耿显亚 
 

 

DOI: 10.12677/ae.2022.129526 3442 教育进展 
 

使学生产生难懂、枯燥、乏味的情绪。如何使学生“爱”上离散数学，燃烧青春岁月学习、怀揣远大梦

想毕业、肩负家国情怀去工作，是目前人工智能背景下教师需要深入研究的课程思政问题。让枯燥的课

堂变成有生动的课堂，让学生乐学、善学、愿学，树立远大的理想，毕业后投身到新科技革命的浪潮中

去报效祖国，是新形势下教师要探索的新问题。计算机软件大师狄克斯特(Dijkstra)曾经说过的“我如今

年纪大了，做了这么多年软件，错误不知犯了多少，现在觉悟了，我想假如早年在数理逻辑上好好下点

功夫，现在就不会犯这么多的错误。不少知识逻辑学家早就说过了，可我却不知道。要是我能年轻 20 岁，

我要回去学逻辑学”[3]。可见数理逻辑对计算机科学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3. 课程内容和教学目标 

3.1. 课程内容 

离散数学包括数理逻辑、集合论、代数结构、图论等部分内容。数理逻辑又称符号逻辑，它依靠引

进一个符号体系研究形式推理，主要包括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两部分。集合论作为现代数学的基础，是

数学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描述工具，主要包括集合、关系和函数。代数结构是专门研究离散对象的数学，

是对符号的操作，代数发端于“用符号代替数”，后来发展到以符号代替各种事物，主要包括群、环和

域等。图论在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包括图的基本概念、树、欧拉图、哈密顿

图、平面图等，各章节内容所占百分比如图 1。 
 

 
Figure 1. Content percentage of each chapter of “Discrete Mathematics” 
图 1. 《离散数学》各章节内容百分比 

3.2. 课程目标 

《离散数学》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掌握离散数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定理及离散对象的基本研究方法，

掌握离散数学理论、方法在计算机科学技术中的应用；培养学生数学逻辑思维模式和逻辑推理能力，培

养学生利用数学知识、数学思维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后续“数据结构”“数据库系统”“系

统结构”“人工智能”等课程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学习，学生应达到以下的课程目标：如能够运

用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的知识原理，分析复杂工程问题，建立模型，利用模型解决问题；掌握命题演算(谓
词公式)的推理和运用；理解集合概念，掌握集合的表示方法，掌握关系矩阵、关系图和关系的五大性质；

会求复合关系、逆关系；会求关系的闭包。理解二元运算的概念和二元运算的性质，理解半群、独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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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群，理解并能判断幺元、零元和逆元。掌握各种图概念；理解路、回路、图的连通性，理解欧拉图、

哈密尔顿图；理解树及其相关基本概念，会求加权图的最小生成树。 

4. 融入课程思政元素路途径探索 

4.1. 路径一：提高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识[4]  

高校教师在人才培养中起着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的至关重要作用，怎样给学生以更好的

课程，如何让“课程思政”之盐溶于“专业课程”教育之汤，是每位教师需要不断学习的过程。在专业

课中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水到渠成融入思政元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育人先育己，教师首先应主

动了解和学习离散数学等课程思政教育的内容要素和方法要点，不断提升自身能力，提高职业素养和道

德水平，通过对党史领悟、时政热点、学科前沿、科技大潮、大数据、物联网、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专业学情特点的学习和体会，重新梳理课程教学内容，挖掘课程中思政元素点，重新认识课程的价值。

教师要真正接受思政教育、认识课程思政，理解课程思政作用，主动挖掘思政元素，做到课程思政先入

教师的眼、耳、脑、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真正的教育学生。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识、学习和

挖掘过程，是一个自我素质逐渐完善、师德师风教育自我践行的过程，只有教师接受了、提升了、完善

了，才能把课程思政润物无声的带到课程中，将育人理念潜移默化地表达出来，水到渠成的教育学生，

共同成长。 

4.2. 路径二：研究课程内容，找准课程思政元素的切入点 

《离散数学》包涵了计算机领域的众多理论问题，是一门专业性和权威性最强的研究计算机思维、

计算机处理问题结构、模型的理论与方法的课程。其课程特点具有三多：概念多，定理多，证明多。课

程内容是相对离散的，比较抽象。目前各高校的教学方式采用课堂讲授方式较多，辅助以多媒体，教学

效果不是十分理想，根据国家教育部 2020 年 5 月颁发的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精神和内涵，教师需要重

新梳理课程内容，融入思想元素切入点，表 1 为作者梳理的思政元素切入点。 
 
Table 1. The entry poi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chapter content 
表 1. 章节内容中思政元素切入点 

章节 绪论 数理逻辑 集合论 代数结构 图论 实验实践 

课程 
主要 
内容 

课程

意义 
课程

目标 
命题

逻辑 
谓词

逻辑 
集合

代数 
二元

关系 
函

数 
代数

系统 

群、 
环、 
域 

格与布

尔代数 
图的基

本概念 

图的 
连通

性 
树 

平面 
的着

色 

欧拉图和

哈密顿图 
图的

匹配 
上机

实验 
课程

实践 

章节 
思政 
切入

点 

学科应用 
爱国担当 

实事求是科

学态度 

专业应用 
学科前言 
个案加入 

职业标准团队协作 
学科前言 

中国面临的热点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实践精神 
创新创业工

匠精神 

4.3. 路径三：根据思政元素切入点进行教学设计 

4.3.1. 结合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上好绪论课[5]  
离散数学是一门比较抽象的课程，如何让学生对本门课程的感受不仅仅是各种复杂知识点的集合，

而是一门生动有用的课程，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重点思考的问题。因此，教师在绪论课程中，应用心准

备课堂的教学材料，紧密联系实际，进行授课。比如从人们普遍熟知的中国的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

和网购、中国速度之火神山、华为 5G、北斗卫星等人工智能高科技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谈起，

介绍好课程的价值。教师可以通过全球资金及经济收益位居前列企业的国别分布，分析出当今中国在世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9526


房明磊，耿显亚 
 

 

DOI: 10.12677/ae.2022.129526 3444 教育进展 
 

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快速上升原因，再娓娓道来新时代中国快速崛起的点点滴滴，移动的 5G、四通八达

的高铁、航天卫星科技，人工智能，这些科学技术中国都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的国家实力在世界不容忽

视，让学生感受到这些切实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是自己的骄傲，民族的骄傲，作为新时代的接班人，掌

握科学技术知识是学生义不容辞的任务。 
根据 2019 年《中国科学仪器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规划分析报告》数据显示，全球信息与通信技术业

(ICT)目前处于研发核心地位，2019 年全球 2500 强企业研发投入行业分布如图 2，从图中可以看出，全

球前四大行业贡献了总研发投入的 77%，其中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生产占比 23%，健康产业占比 20.5%，

ICT 服务占比 16.9%，汽车业占比 16.3%，中国由 ICT 领域投入为主，其中软件和信息互联网为主要投入

方向，美国主要投入 ICT 和生物技术方向。2021 年 8 月《财富》杂志公布了 2021 年世界 500 强排行榜，

中国有 11 家进入 500 强榜单，富士康母公司鸿海精密排名第 22、华为排名 44、中国移动排名 56、京东

排名 59、阿里巴巴排名 63、中国电信排名 126、腾讯排名 132、联想集团排名 159、台积电排名 251、中

国联通排名 260、小米集团排名 338。 
 

 
Figure 2. Industry distribution of R & D investment of global top 
2500 companies in 2019 (unit: %) 
图 2. 2019 年全球 2500 强企业研发投入行业分布(单位：%) 

 

备注：数据来源参考前瞻行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科学仪器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规划分析报告》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以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为主的产业成为全球各国开发投入的重点，也成为

各国竞争的核心，作为人工智能和信息化产业背景下高校学生，不能忽视离散数学及其相关知识的学习。

同时，教师可通过对近年来全球 ICT (信息与通信技术) 500 强企业的逐年分布变化、我国科技和工业界

掌握的核心技术清单等的分析事实，让学生切身感受到中国在这些方面取得成就及存在问题的弱势环节

进行思考，逐渐融入思政于课堂，让担负未来国家建设的学生逐渐领悟自己的责任，主动奋起直追。通

过引入思政元素于枯燥的理论教学中，让学生从第一课开始就体会到这么门课程的重要性和价值意义。 

4.3.2. 结合章节内容，切入思政元素 
教师要认真研读课程，针对章节内容，找准课程思政切入点，教师挖掘章节内容中可以融入的课程

思政点后，应明确小章节中所应承担的思政教育和价值引领内容，找到恰当的切入点，采用合理的教学

手段、做好课程规划、引用恰当的“金句金言”提升思政教育亲和力，进而将程思政教育理念春风化雨

般的融入课堂。下面列举 2 个章节内容。 
在讲解第三章拒取式时[6]，书本上的概念抽象难懂，教师可以根据目前学生频繁使用的智能手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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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相联系。设：如果你会使用智能手机为 A，¬A 为 A 的否定式；你会用手机扫码付款为 B，¬B 为 B 的

否定式，列式： 
如果你不会使用智能手机(¬A)，你就不会用手机扫码付款为(¬B)。 
                                   你会用手机扫码付款(B)。 

你会使用智能手机(A)。 
这个式子完全符合拒取式推理定律：(¬A→¬B)∧B→A，联系学生的生活，结合当今出门不带钱、进

门可刷脸、照相要美颜、饿了点外卖、淘宝经常买、抖音天天嗨、疫情肆虐来、网课学起来……，智能

科技让我们生活方便、快捷、美好，那么平安、富足、美好校园生活，来自哪里？是岁月静好，还是有

人为你负重前行？这时可以用先辈爱国党史引导学生、用科技工作者的艰苦不懈奋斗唤醒青年学生、用

前线白衣天使的舍生忘死精神来激励他们的学习热情。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竞争、科技实力

竞争、军事实力等竞争，本质上讲就是教育和人才的竞争、科学技术力量的竞争，作为祖国的未来，学

生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要珍惜青春年华，掌握关键科学技术特别是本专业的通信、大数据、人工

智能、物联网等知识，从一滴水、一粒米、一节课做起，树立报效祖国的理想和信念，为国家的发展贡

献自己的力量。 
在第六章二元关系中，有序对定义，介绍两个元素 x 和 y 允许(x = y)按一定顺序排列成的二元组叫

做一个有序对(ordered pair)或序偶，记作<x,y>，其中 x 称为第一元素，y 称为第二元素。笛卡尔积的定义，

设 A，B 为集合(集合中的元素无序的)，用 A 中元素为第一元素，B 中元素为第二元素构成所有的有序对

的集合叫做 A 和 B 的笛卡儿积(Cartesian product)，记作 A × B。笛卡儿积的符号化表示 A × B＝

{<x,y>|x∈A∧y∈B}，将笛卡儿积的定义释义为，A 表示我国发射卫星的时间集合，B 表示我国发射卫星

名称集合，则 A × B 可以用来表示我国发射卫星所有可能情况。令 A 是直角坐标系中 x 轴上的点，集 B
是直角坐标系中 y 轴上的点集，于是 A × B 就和平面点集一一对应。至此，可以介绍学生自 1957 年苏联

向外太空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开始，到今天为止浩瀚的星空有多少颗人造卫星，地球附

近一千多颗低轨道运行的卫星中，中国有 200 多颗，俄罗斯有 130 多颗，美国有 600 多颗，能够把卫星

送上太空的国家有十几个，但是能够在太空这个战场拥有稳定一席之地也只有中国、美国和俄罗斯。截

止 2021 年底，我国自主研发的 30 多颗“北斗系列”卫星覆盖了整个地球，为军事建设和人们出行提供

各种服务，“天宫一号”空中课堂直播 2 次，中国虽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这方面技术较强的还是美国，

要想在浩瀚的星空中掌握主导权，航天科技、移动通信与技术、计算机及人工智能等高科技起着关键作

用，作为未来科技的主力军，同学们要树立知识报国梦想，奋起直追，学习专业知识、继续探索，才能

立于不败之地。 

4.3.3. 选择合理教学方式，引入思政内容[7]  
依据课程特点、教学内容和学生专业，选择适宜教学模式。“离散数学”课程内容主要围绕数学逻

辑、符号描述、关系结构、问题抽象以及推理演化进行，对于多数学生来说理解掌握起来比较抽象，由

此产生畏难情绪，教师需要采取多种组合生动有效的模式进行教学，单一的线上或者线下教学会已经不

适合信息化时代教学的发展。教师可以采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将有限的课堂学习时间拓展，充分利

用电子化的数据资源，便于学生回看视频，方便线上、线下学习和交流。教师可以根据章节内容，对和

教学目标及要求不相符的内容进行剪裁，将适合本章节的课件、动画、视频、游戏等活泼丰富的资料上

传到网络平台中，如：计算机发展简史、计算机语言发展史、人工智能发展简史、AlphaGo 围棋机器人

原理、图论、七桥故事、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的发展情况等。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获取学习资源，深入了

解离散数学在各行各业中的用途，并与老师通过在线问答等方式及时沟通交流，同时拓展学习空间，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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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学习兴趣，开阔学习眼界，让他们更了解专业知识和科技进步是紧密相连的，更方便教师收集相关学

生的学习数据信息，及时调整、改进教学状态，指导学生有效的学习。 

4.3.4. 结合实验实践，上好创新课 
实践出真知。高校离散数学实验安排一般包括：联结词的逻辑运算、关系的互逆运算、关系的闭包

运算、图的矩阵表示、最短路径、最小生成树等实验，这些基本实验都可用语言编程实现，在实验教学

中，可以深层次多方位的挖掘课程内容，继续建立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数学建

模能力、算法设计能力、程序编写能力和应用创新能力，使学生养成良好的数学素质。在进行实验教学

时，教师可以通过布置一些生活实例作为设计题目，例如人工智能领域的智能采摘机器人、智能导航、

最优路径等问题，让学生利用欧拉图等知识，解决显示中的优化问题，要求学生给出题目设计步骤、算

法分析过程、编码运行结果[8]等。在设计过程中让学生组队互助、现场演示、汇报交流、实施开发，通

过这些实践，让学生真正将所学的知识点应用到具体的工程和生活实践中，培养学生大局意识、锻炼学

生动手能力、提升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各方面提升学生素质。 

4.3.5. 课程考核中加入课程思政题目[9] 
在新形势下，根据全国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纲要有关精神和内涵，学校要改革课程考核方式，要

把专业知识水平考试与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合起来，将多次评价、动态评价、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纳入

考评范围内，可以在学生的考试试卷中，增加将专业知识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的考试题目中，进行考

核，同时在学生的学年综合测评中，将学生日常的素质表现融入测评元素中。对教师考核中，也要适当

融入师德师风、课程思政教育等方面考核评价元素，全面考核思政元素在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落地、生

芽、成长、取得特色成效的全过程。 

5. 结论 

新时代科技大潮背景下，对离散数学课堂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的路径探讨，如何在教学过程中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精髓融入到离散数学的专业课堂教学中，能够顺其自然地让教师在专业课程这份

责任田里实现价值引领、能力培养与知识传授这个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需要教师深入学习课程思政精

神内涵，深刻把握课程思政指导纲要的精神，重新梳理课程内容，寻找合适的思政教学切入点，展示学

科知识与思政内容结合的教学案例，并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设计、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实践指导、考

核方式等进行不断探索、实践、改革和创新，使学生不仅掌握科学知识并理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新时代智能科技背景下中国伟大复兴事业添砖加瓦，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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