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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公共数学课程是高等学校受众最广的公共基础课程之一，在教学活动中课程思政的内容往往是一带

而过、点到为止，对学生掌握、理解课程思政内容情况缺乏了解与反馈。本文依据自我认知理论构建科

学、有效的数学课程思政追踪、反馈机制，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对数学课程思政内容进行思辨性思考，

强化数学课程思政的阶段性要求，实现课程思政对大学生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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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y public mathematics course 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accepted public basic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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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are often skimming over, and understanding and feedback for students to grasp and un-
derst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s of the course are lacke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elf-cogni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tracking and feedback mechanis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inking in mathematics course, so that students can think positively and 
actively abou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 of mathematics course, strengthen the stage 
requir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inking in mathematics course, and realize the educa-
tional goa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inking in mathematics course to create mor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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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学公共数学课程思政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等数学课程是高等学校受众最广的公共基

础课程之一。其课程教学知识点多、内容抽象、课时少、大班(90 人以上)上课、学生理解困难、作业

多使得课程思政内容只能一带而过、点到为止，针对学生接受程度缺乏及时的巩固、反馈、检验。同

时，现阶段数学课程思政的研究重点在课程思政元素挖掘、教学方法的改进[1] [2]，很少重点研究学生

自我反思的效果。 
数学课程思政的培养体现在学生知识学习、科学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等各方面，其形式表现复杂具

有显性和隐性、直接和间接、近期和远期的不同结果。根据自我认知理论人们行动的前提是对事物的理

解，学生对数学课程思政内容的理解必须是经过自我认知、自我分析、自我思考、自我评判并且伴有一

定思辨的创新式输出才能真正参悟，同时付诸于行动。 
自我认知指的是对自己的洞察和理解，包括自我观察和自我评价。自我认知的心理认知属于一种比

较高级的认知能力，它会伴随着个人经历和记忆以及思想和想象力不断地发展。凡是出现和前一阶段或

者时期不同的心理活动后，个体对自我的心理将会有一个总结和重新的调整[3]。基于自我认知的课程思

政追踪、反馈目的就是为了让课程思政的内容真正入脑、进心、转化为行动；其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提

醒自我调整、不断成长的历程；其结果就是一个思想提升、认知逐步完善的阶段性总结。 

2. 建立数学课程思政追踪、反馈机制路径 

建立以学生为本、多层次、多渠道的数学课程思政追踪、反馈机制路径(见图 1)，助力于学生品德养

成。学生以“小组工作坊”的形式参与课程思政反馈活动，通过数字化课程思政指标分解库和学生课程

思政成长库选取目标反馈融合点，经过自我分析、自我思辨、创造性地得出反思结果，再通过自评、互

评、老师评等多渠道检验自我认知的深刻程度，最后将优秀成果收入学生课程思政成长库，形成该课程

的课程思政文化。 

2.1. 构建数字化课程思政指标点分解库 

以立德树人为主线，基本数学理论与数学文化结合、基本数学方法与专业培养结合，将知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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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态度、行为、言行、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等全面融合，即“一条主线 + 二个结合 + 全面融

合”为宗旨，构建数字化课程思政指标点分解库，做好学生课程思政追踪、反馈题库资源。 
 

 
Figure 1.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racking and feedback mechanism path of mathematics course 
图 1. 数学课程思政追踪、反馈机制路径 
 

基本数学理论与数学文化结合。数学文化包含：数学思想、精神、方法、数学家、数学史、数学美、

数学与社会的联系、数学与各种文化的关系等[4]。通过数学思想、方法的训练，培养学生理性思维的能

力；通过数学家的艰苦奋斗、科学奉献的精神，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的科学探索精神；通过数

学史中伟大成果与重要事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通过数学美、数学应用，

增强学生数学素养。数学课程思政的元素源于数学文化，数学文化促进着学生养成良好的品格与科学探

索的精神。 
基本数学方法与专业培养结合。对于非数学专业学生，数学这个工具与专业学习有机结合才能体现

数学的应用价值。“数学素养 + 专业培养 + 品德养成”三位一体，“全面融合”多元化展示课程思政

目标。 
案例 1：极限是“高等数学”的重要研究工具，是微积分理论的基础。 
课程思政指标分解一：中国古代极限思想的精彩论述要比西方早 1000 多年，中国故代的“割圆术”、

西方的“穷竭法”都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近似代替圆，它们都是极限的早期思想。刘徽将圆内接多边形

做到了 192 边形，祖冲之做到了 24,576 边形，阿基米德做到了 96 边形。通过了解中国古代数学领先世

界的伟大成就，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操。 
课程思政指标分解二：数学发展史上有三次数学危机，第二次数学危机的产生与解决促进了微积分理论

基础理论的完善。在整个数学发展的历史上，危机无处不在，危机不断推动着数学的发展，获得重要数学思

想。危机也是人生成长的一部分，并为成长发展提供了重要而持久的助推力量。通过数学危机的产生、解决

过程，有助于学生形成逻辑严密的哲学思辨素养，为学生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奠定基础。 
案例 2：《九章算术》第八章方程主要讲述的是一次方程组的解法，它通过算筹摆成“方阵”直除

消元与“线性代数”课程中的线性变换法(高斯消元法)完全一致。 
课程思政指标分解点一：除《九章算术》外，中国古代还有许多数学成果。通过了解我国古代数学

伟大成果，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 
课程思政指标分解点二：算法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当今我国科学家在算法研究、计算工具革新

等方面不断探索进取并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果，量子计算机“九章”实现量子霸权。华为公司先后建立

了两个专门的算法研究所，华为能立足世界领先地位与重视数学研究密不可分。数学实力往往影响着国

家实力，世界强国必然是数学强国，从而培养学生责任感、使命感、团队合作精神、创新创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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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实施以学生为本的反馈方案 

实施以学生为本的反馈方案[5]，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实现反馈活动的及时性、全面性、

真实性。教师依据数学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学情分析，每学期组织一次课程思政反馈活动，反思主题采

用开放性与规定性相结合，并于开课前在网络教学平台发布详细要求。学生以“小组工作坊”的形式灵

活使用碎片化时间进行自我分析、自我反思、自我总结形成共识。课程结束前一周将反思结果提交网络

教学平台，进行“多主体评议”，形成再次反馈、巩固、提升。 
“小组工作坊”由学生自由组合，建立工作小组(3~4 人)，成员自定组长，分工合作反复分析讨论达

成共识，形成总结报告。“多主体评议”由教师、小组组长和成员、不同小组间根据老师的给出的评议

标准共同完成。具体方法为：小组出勤 10%：由小组长负责，教师抽查，若有不实，扣组长分；小组工

作 30%：组员由组长打分，组长由小组成员打分；最后网络成果展示 60%：自评打分 20%，教师打分 20%，

小组互评打分 20% (随机分配、互评 3 组)，每项评议都要写出评语。“小组工作坊 + 多主体评议法 + 网
络平台”的反馈方法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参与性，实现了灵活、多样的自主学习方法，培养学生

团队合作精神。 
收集学生优秀课程思政反馈成果，构建学生课程思政成长库，并呈现于超星泛雅在线平台与学习通。

学生可以利用电脑、手机等网络设备便于随时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开展学习、查阅。 

2.3. 呈现多层次、多渠道的追踪、反馈机制 

通过“小组工作坊”的参与形式，实现初步认知追踪、反馈。在学习完成任务中依据课程思政元素，

学会运用数学思想、数学方法、数学精神对问题进行探讨分析，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了学生

数学素养，强化了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通过自评、互评，提升追踪、反馈的认知力。学生自评从认知、情感、价值观等多维度对课程思政

内容进行总结，锻炼了学生运用数学知识、思想、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了学生的科学精神与

正确的价值观。小组互评分析反应了学生能客观、正确的分析他人成果中的课程思政元素的反思方式，

联系自我认知方法，评议自我反思的深入程度，培养了理性思辨、明辨是非的能力。 
通过同学、老师对自己的评议，完成深度认知追踪、反馈。借助他人的评价是实现“认知、反馈、

判断、重新认识”必由之路，参考他人评议可以自我突破思维定势、扩大视野，转换思路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 

3. 实践效果分析 

3.1. 学生参与情况分析 

目前我们先后进行了三次学生课程思政追踪、反馈活动，2019 学年第二学期，机械专业 18 级 7 个

班共 223 人，其中 29 人参与约占 13% (没有考核要求)，规定反馈主题“优化模型的应用”。2020 学年

第一学期，机械专业 19 级 7 个班共 221 人，其中 218 人参与约占 99%规定反馈主题“矩阵运算的应用”；

文科学生英语、俄语、体育专业 19 级 7 个班共 229 人全部参，参与率 100%，自己选择与课程思政密切

相关的反馈主题。2020 学年第二学期，机械、电工专业 19 级 7 个班共 203 人，其中 199 人参与约占 98%，

规定反馈主题“假设检验的应用”。课程思政追踪、反馈活动覆盖面广，学生态度端正、主动性强。 
文科类学生采取依据课程思政指标分解库内容，自由选择反馈主题。以 2020 学年第一学期，英语、

俄语、体育专业 19 级 229 人的选题情况分析：选择以数学家励志故事、数学史中一些伟大成果激励自我

培养科学奋斗精神的共 134 人占 59%，以数学与文学融合，共 42 人占 18%；以生活中的数学应用，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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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思想、方法的共 34 人占 15%；其余 19 人选择用其他形式如“画数学”方式完成反思任务。通过分

析说明文科类学生还是喜欢用自己的特长做感想类课程思政反省。 
理工科学生则依据学生特点、专业学习规定反馈主题。以 2020 学年第二学期，机械、电工专业 19

级参与课程思政反馈活动的 199 人完成情况分析：能准确总结出文献资料中所含数学思想与方法、处理

具体问题思路的共 155 人占 76%；通过模仿能够解决一些简单问题的共 39 占 19%；其他 9 人出现严重抄

袭、逻辑不通的问题。发现大学低年级学生具有一定的文献查阅分析能力，使用数学思想、方法创造性

解决问题能力欠佳。 
呈现灵活多样的个性化反馈形式。除传统的文献综述、课程思政论文、微课外，学生还使用了海报

设计、抖音视屏等灵活多样的展示形式。例如：学生在新年联欢活动海报设计中运用了“麦比乌斯圈”，

用“麦比乌斯圈”循环往复的几何特征，表达青春永恒、友谊无限的意义。 

3.2. 课程思政反馈质量分析 

将课程思政目标落实情况分为三级：A、数学方法使用准确，对具体问题有解决方案，思想感悟深

刻并结合自我给出行动落实计划；B 数学方法使用较准确，能解部分决具体问题，思想感悟片面且今后

计划欠针对性；C 数学方法分析有不足，思想感悟抄袭严重。以 2020 学年第二学期，机械、电工专业 19
级 203 人反馈质量分析：A 级 96 人，占 47%、B 级 64 人占 32%、C 级 43 人占 21%。说明大部分学生对

课程思政阶段性目标有不同程度认识。对自己的感知、思维和意向等方面的进行全面分析、观察，对自

己的想法、期望、行为及人格特征的给出判断与评估。 

4. 结论与体会 

通过追踪、反馈活动，学生积极主动性参与课程思政反馈活动、依据课程思政目标选择反馈主题、

认真完成反思的过程、多种方式呈现反馈结论，落实课程思政阶段性目标分析，进而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与体会。 

4.1. 结论 

第一、实施科学、有效的学生课程思政追踪、反馈机制，营造了浓厚的“我思我想我成长”环境氛

围，厚植“鼓励自我认知、支持探索创新、允许失误、宽容失败”的课程思政文化，助力于学生品格持

续完善与健全。 
第二、灵活机动的“小组工作坊 + 多主体评议法 + 网络平台”反馈方案调动了学生主动性、积极

性，实现及时、全面地掌握学生对课程思政的理解、领悟的程度，助力于学生结合课程思政内容提高数

学素养与品德素养，便于教师发现不足，优化课程思政追踪、反馈机制，有效落实立德树人的目标。 
第三、“数学素养 + 专业培养 + 品德养成”三位一体，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人格塑造有机结

合，文理交融，体现个性特长，多元化展示课程思政目标。 
第四、学生课程思政成长库充分发挥学生主动性，贴近学生感受，增加同理心，有利于学生交流借

鉴，并可持续性拓展课程思政的教育效应。同时它受众面广，能帮助学生形成理性思维，培养思辨表达

能力，增强文化自信，具有强大的辐射示范作用。 

4.2. 体会 

第一、反馈考核次数要少而精。数学类课程面对的学生数学基础有差异，专业培养与数学结合点侧

重点不同，课程思政反馈目标点要依据学情，依托所学知识，结合专业特点，每门数学课程、每学期以

一次反馈活动为宜，不要让反馈活动成为学生负担而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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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生对数学家、数学发展等文献综述的问题参与率较高，对于以数说理、数学应用类的题目

参与率较低。感想类题材的反馈作品极容易出现敷衍应付、认识浅显、套话总结等情况。鼓励学生结合

自己失败的经历、失误的教训中分析总结。 
第三、学生数学课程思政的数学应用、以数说理类论文不同于数学建模论文。单纯的数学建模注重

观点正确性、合理性，突出创新性；而数学课程思政注重在结果正确、合理的前提下，结合自我实际情

况剖析、理解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感悟科学精神、体会数学应用的广泛性、了解数学发展的前瞻性。 
第四、一次课程思政反馈只是实现课程思政阶段性巩固与反思，“立德树人”是一个隐性、长期、

持续的过程，需要各方面的长期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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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石油大学 2021 年校级教改重点项目“高等数学混合式分级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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