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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课程思政的理念下对解析几何课程实行了混合式的教学革新，同时利用在解析几何的教授过程中融合

思政元素，对传授内容、教学设计、实践教学乃至测评方式来实现不同程度的创新，借此来推进混合式

课程，除此之外还要利用信息技术来督促教学质量的提升。借此高效地改良了传统教学模式所具有的不

足之处，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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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cep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mixed teaching innovation is carried out 
in the course of analytic geometry,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re integrated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analytic geometry, to achieve different levels of innovation in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design, practical teaching and even evaluation methods to promote blended cours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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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 to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This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 and achieves good teaching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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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即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法融入到各门学科中去，从而对学生的思想

意识、行为举止产生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

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1]。大学作为高等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之一，不能只

关注于学生的专业知识成长，更要在学生的精神层面上给予相应的引导。“解析几何”是高等师范院校

数学专业入门所必修的三门基础专业课之一，与“分析”和“代数”等课程紧密相关，并且解析几何不

仅具有代数的逻辑推理特点，也具有几何的直观想象特点，因此将思政元素融入几何教学中很关键。在

教学实践中，我们探究了本课程的教学新模式，将课程思政融入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中[2]。 

2. 解析几何混合式教学改革 

在解析几何省一流的混合式金课建设期间，相关人员都时刻将“立德树人”作为方针，将“课程思

政”作为号召，同时还将“两性一度”的金课规范作为方向标，把七十余个课业教授课时按 2:5 的比例

来对网络教学模式和传统教学模式的课时进行分配，以此来创建新型高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依据混合

式教学的教学任务，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改革处理： 

2.1. 更新教学内容 

教师可以通过集体备课或参加教研活动，充分挖掘隐藏在解析几何课程内容背后的思政元素，努力

将思政元素和价值引向等要素完美地融入到解析几何的课堂教学中去，从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2.1.1. 教学内容渗透数学文化 
数学文化是培育人的重要资源，它见证了人类对数学的不限追求。教师可以挖掘教材中蕴含的数学

文化，将其融入到课堂中，不断调整授课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例如在正

式开始讲解解析几何的内容之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的《九章算术》，《九章算术》在研究几何学

方面比西方早了一千多年，它还系统的阐述了古代几何学知识。通过介绍《九章算术》，不仅可以让学

生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还可以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同时我国还有许多优秀的爱国数学家，他们身上

忘我奉献的爱国情怀是我国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将其传承并发扬光大。在教学中，可以介绍中国

研究解析几何的数学家们，贯通古今，讲述他们对几何领域的伟大贡献，将数学教学与爱国教育融合在

一起，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比如介绍微分几何之父——陈省身的事迹，他曾慷慨捐出自己的 100 万美

元奖金成立了“陈省身基金”，用于筹建和发展南开数学所，只为中国数学可以和国际接轨。此案例可

以激励学生向老一辈数学家学习其无私奉献、热爱国家的优良品质，树立为报效祖国而奋发向上的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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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向。 

2.1.2. 教学内容结合现实情境 
数学的《课程标准》着重强调了要将数学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在课堂教学中适当引入生活实例，让

学生在现实情境中感受和学习数学[3]。同时，心理学的实验结果证明，相比之下学生更乐于接纳贴近生

活的知识。故而教师在数学的教授过程中理应引用一些与日常生活，科技有关的现实情境来充实课堂内

容。比如前段时间北京举办的冬奥会掀起了全国冰雪运动热潮，同时开幕式场地“鸟巢”的魅力也再次

被人们所惊叹，“鸟巢”的设计正是采用了双曲抛物面的结构，双曲抛物面具有十分神奇的力学结构，

不仅能够承受巨大的压力，而且建筑工艺简单，节约成本。教师分析“鸟巢”所蕴含的数学美，以此自

然地引出双曲抛物面的内容，并且讲解双曲抛物面的公式时，可以配合“鸟巢”的分割图进行说明。这

样既增加了教学的直观性和趣味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培养了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鸟巢”是

中华文化的结晶，从它可以看到祖国的强盛，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2.1.3. 教学内容使用应用实例 
大学的解析几何课程更多的是研究立体的线与面之间的有关性质，因此包含大量的数学计算公式和

立体图形，内容比较抽象，需要学生拥有良好的空间想象能力和计算能力，如若学生对所学内容理解不

到位，便很容易造成死记硬背的尴尬局面，也会让人产生学习解析几何到底有什么作用的疑问？但其实

解析几何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及其广泛的应用。比如在讲解球面方程时，可以结合“中国天眼”——世界

最大的 500 米口径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 [4]。教师先普及相关的知识，让学生对“中国天眼”有了基

础的认识。再着重介绍“中国天眼”应用到球面方程的地方，为什么会选用球面方程作为设计思路，以

及有关球面方程的所有知识点。此过程可以让学生被反差所震撼，原来运用小小的球面方程可以建造出

这么宏伟的建筑，从而让他们对所学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同时从“天眼”可以看到祖国科技的进步，

让学生从内心底油然而生出民族自豪感。“天眼”不仅使中国在科技上实现重大的原创突破，也使穷困

的山区摇身一变，转变为国际天文学术中心，提升了经济效益。教师引导学生真实体会到解析几何的实

际应用价值，开拓学生的视野，激励学生对任何事都应坚持探索，不放弃，培养学生勇于突破的创新精

神。 

2.2. 使用信息化技术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学在其中的运用范围也越来越大，因此教师有效整和信息技术与解

析几何内容教学，可以丰富教学资源，提升教学效果。首先，学生可以借助信息技术先对即将要学习的

内容进行自主学习，为后续深入学习做准备，教师根据学生线上的学习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备课，同时

教师还可以在线上平台上传一些相关的有趣味性的视频，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在讲解双曲面时采

用了“鸟巢”的例子，因此介绍“鸟巢”时，可以播放建造时的纪录片，详细介绍其设计选择双曲抛物

面的原因及优点，再动态演示其分割图形，使学生更加直观感受双曲抛物面的变化情况及运用在现实事

物中的模样。带领学生认识国家的优秀建筑物，鼓励学生在潜心学习之余多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

让学生为自己的祖国而感到骄傲。同时借助视频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鼓励学生好好学习，抓住机遇，

将来为祖国做出贡献。接着，因为解析几何所呈现的图形及性质大部分都是静态的，因此教师可以利用

信息技术制作出动态的形成和变化过程，利用虚拟工具来代替实物操作，使学生直观的感受它们的变化

情况。课后，教师可以在线上发布作业或测试，让学生利用几何画板或 MATLAB 等软件对内容性质逐

个探索并完成画图[5]，实时监测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对学生的问题进行解答，还可以将优异作业进行

公示，让同学们互相学习。同时，使用信息技术可以及时有效的与家长取得联系，让家长了解孩子的真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6309


钟盛 
 

 

DOI: 10.12677/ass.2022.116309 2265 社会科学前沿 
 

实情况，真正做到家校联合，共同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 

2.3. 优化教学设计 

通常，我们会把课堂分为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从而打造课前预习、课中学习、课后复习的

教学模式。课前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先在网上学习视频资料，并可以在视频最后附上该内容比较经典的期

刊论文供学生阅读，使学生对所学内容有了大致认识。课中教师有的放矢地挑选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

深度和广度，同时还要与时俱进，将当下一些国际事件和学生周围的热点问题融入到教学内容中，让课

堂更有温度、更接地气[6]，也让学生更具有学习热情。例如学习球面方程这一块内容时，可以借用我国

最新研究——“中国天眼”来进行引入，并且可以提前购买一个“天眼”的小型模型，在具体讲到球面

方程的一些性质时，可以在模型上指出，或让学生亲自去发现，这样可以更加直观的让学生感受球面方

程，也更容易理解球面方程的知识点。同时还可播放建造“天眼”时建设团队所遭受的艰难险阻的纪录

片，引导学生感受南仁东院士的爱国情怀，向他学习不断奉献、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课后可以将学习

内容分为几个不同的模块，让学生根据兴趣来进行选择深度学习，有不懂的问题或知识点可以线上向老

师请教，也可鼓励学生在视频评论区发表自己的学习心得，或是通过公众号等线上方式展示自己的学习

成果。学校还可邀请一些学术专家线上直播来给学生做学业指导，或是与别的大学进行线上连麦，组织

作业答辩来进行思维碰撞，最大限度地提升教学效果。 

2.4. 加强实践教学 

巩固理论知识的关键是实践。学生在上大学之前，大部分已经接触过计算机编程，能够对几何图形

进行简单的设计，将其变化的过程通过动画模拟出来[7]。因此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设置一些课程实验，

挑选一些验证性实验作为课堂实践部分，比如讲解椭球面这一节内容时，教师可以要求学生使用编程软

件将中心二次曲面动态可视化，用一系列 z m= 平面去截取椭球面来研究曲面图形，得到截线，这些平面

曲线的形状伴随着m 的变化而逐渐清晰，从而曲面的大致形状也就凸显出来。这揭示了“特殊与一般”

的辩证关系。球面方程是椭球面方程的特殊情况。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很多知识点都是从特殊情况出

发，经过总结归纳得到结果，经过证明后，成为一般性结论，又利用这些结论去解决相关的数学问题。

这个问题就揭示了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规律。在课堂教学时，邀请学生上台展示自己的

实践成果和思路。也可设计一些较难的综合性实验作为课后自主实践作业，引导学生由模仿到自主开发，

提出大致的实践计划，再通过亲身实践进一步改善方案，最终得到最为合适的方案。整个实践过程，教

师既要尊重学生的客观情况，也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探索新知识。与此同时，学生在实践过

程中遇到任何问题，教师都要及时予以指导。 

2.5. 建立多元化考核机制 

考核是检验学生对知识掌握程度的有效方法，但传统的课程考核过分注重于知识点的检测，导致学

生可以通过临时抱佛脚或死记硬背来获取高分，因此建立多元化考核机制迫在眉睫。新考核机制结合线

上、线下两种考核方式，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课前、课中和课后[8]。在课前阶段，可以设置一些学习内

容的基础知识检测题，以及要求学生对自己所查阅的论文进行整理分析，同时结合完成时间的早晚来进

行综合打分。在课中阶段，学生首先要保证出勤，接着课堂听课情况，上台表现情况都可纳入评判标准，

教师还可在线上或线下不定时对学生进行知识回顾检测，让学生注重平时的积累。在课后阶段，可以和

别的学校或专业联合举办项目式研讨学习并进行答辩，观察学生在准备期间的表现以及最后答辩的成果

分享。还应注意学生在线上学习评论区中的讨论情况，最后期末可以开一次课题汇报，对学生的深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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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进行考核评价。教师也可举办表演大赛，让学生通过拍摄短视频的方式，由学生自己来挑选演员扮演

数学家，选取道具布置现场，最后进行拍摄。在拍摄过程中，会让学生产生一种和古时候的数学家们来

了一场跨时空对话的感觉，更加切身实际地体会到解析几何的诞生和发展过程，感受到数学的魅力，从

而产生学习数学的兴趣[9]。同时也通过了解数学家的一些故事，让学生学习要善于思考，勇于探索的精

神。最后采用网上投票的方式决出胜负，让更多的人来感受数学。 

3. 结语 

在“立德树人”任务的指导下，对解析几何课程进行混合式教学改革，通过使用信息技术，充分利

用各种资源，将课程思政融入教学，优化教学设计，实现专业知识与立德树人的目标融会贯通。改革考

核机制，促进学生主动学习，逐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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