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3, 13(7), 4869-4879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7765  

文章引用: 任洁, 闫永红. 数学文化视域下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研究[J]. 教育进展, 2023, 13(7): 4869-4879.  
DOI: 10.12677/ae.2023.137765 

 
 

数学文化视域下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研究 

任  洁，闫永红 

太原学院数学系，山西 太原 
 
收稿日期：2023年6月18日；录用日期：2023年7月18日；发布日期：2023年7月27日 

 
 

 
摘  要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体系……，发挥好每门课程

的育人作用”。大学数学课程是高校很多专业的重要基础课。大学数学课程思政是实现专业课与思想政

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重要因素。采用自我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后，研究发现大学数学课程

思政的总体特点表现为做而不自知、不理解，努力学习认真模仿，到课程思政的学术研究；从被督促到

自觉自愿，再到有些教师的选择性课程思政。现状产生的原因是数学教师人文知识不丰富，缺乏追求教

学艺术的积极性。课程思政评价的结果效应低。改进现状的策略是教师促进学生产生课程思政内驱力，

成为课程思政的继承者；课程思政评价结果应用于教师考核；教师同等重视科研与教研。近两年的教育

实验验证了措施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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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uiding Outlin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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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s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an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educational role of each course”. College mathematics courses are important 
foundational courses for most majors in universiti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 in university mathematic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achieving the synergy between profes-
sional cours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content analysis, hierarchical analysis and self ethnography to find 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aus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roblems in college mathematics courses, and 
propos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easures accordingl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asures has 
been verified through nearly a year of educational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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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高等教育教

学改革成为教育研究的重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

育教学全过程。2020 年 5 月 28 日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2021 年 12 月 7 日

教育部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五年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政会议精神工作进展成效。五年来课程

思政相关的教学比赛、教学科研在全国全面铺开。但相较于其他学科的课程思政，大学数学课程思政存

在以下问题：教师课程思政意识淡薄，方法单一，思政措施很少体现教师和学生双主体的教育理论。现

代教育学的一个宏观立足点是心理学。因此，只有掌握了基本的教育学、心理学理论，了解学生的认知

特点、认知规律，教师才能在理论指导下科学地进行思政教育，激发学生的思政内驱力，进而落实大学

数学课程思政的育人作用。 
基于以上问题，本研究以发生认识论为理论基础，采用自我民族志的方法研究以下四个问题：数学

文化的内涵、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的现状、形成现状的原因以及改进的相应措施。 

2. 文献总体特征与文献综述 

在中国知网以“数学”和“课程思政”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得到文献 424 篇。这些文献最早发表于

2018 年。2019 年以来，研究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发表于 2019 年以来的有 421 篇。这些文献中发表在核

心期刊的只有 3 篇。在关键词共现分析中高职数学与课程思政是出现频率最多的组合。普通本科院校大

学数学课程思政研究的较少。研究者大都是数学专业的教师。首先现有研究者大多没有人文学科背景，

系统性的政治理论水平有限，相应的研究深度有限，大多是从自身教学实践出发的经验之谈。其次，仅

仅从教学策略的角度研究大学数学课程思政，显然研究视角太过局限。而大学数学教学涉及教育管理、

课堂教学、师生交流等多方面，研究视角应是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整体的。现有研究也几乎没有进

行理论基础研究。这一点从研究基金项目主要是教改项目，没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可以得到印证。而大

学数学课程思政研究显然应是从理论到实践的系统研究，不仅是实践的修修补补。因此大学数学课程思

政研究还比较薄弱，需要进行深入扎实的基础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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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Nvivo 软件对 424 篇文献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词频分析，做词汇云图(见图 1)，据此再深入研读

文献。研究发现某些高频词是文献中一个词的拆分。合并此类词，得到高频词依次为课堂教学、教育、

立德树人、育人功能、高等数学、融入思政元素、思想政治教育、高职、思政元素、知识与德育、教师

作用、课程思政实践路径、研究方法、课程和教学改革。由高频词可以看出大部分文献都认为课程思政

是一种教育理念，应该遵循教育的一般规律，数学也要发挥育人功能。这些文献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经验

总结，仅有 6%的文献采用了问卷调查和文献研究。研究的规范性、科学性不足。并且课程思政属于思想

教育，具有内隐性。问卷调查和访谈法并不完全适合课程思政研究。数学课程思政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践

领域，理论研究少，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数学课程思政的方法与课堂教学策略。 
 

 
Figure 1. Word clou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curriculum 
图 1. 数学课程思政研究词云 
 

以“数学文化”和“思政”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得到 10 篇文献。这 10 篇文献没有发表在核心期刊。

这说明从数学文化角度进行数学课程思政的研究还没有受到普遍关注，研究成果的级别也不是很高，研

究学术团队也不多。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可以增强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的研究力量，丰富研究角度。 

2.1. 数学文化的内涵 

关于数学文化内涵，研究者观点基本可以分为两类。吕亚楠引用顾沛的观点认为数学文化是数学的

思想、精神、方法、观点以及他们的形成和发展。广义上讲，包括数学家、数学史、数学美、数学教育、

数学发展中的人文成分、数学与社会的联系、数学与各种文化的关系等等[1]。俞能福、闵杰认为数学文

化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利用数学进行思维所形成的产物，是一系列建立在公理及其上的逻辑体系，它

来源于生产实践，反过来又为人们生产实践提供了思想方法[2]。参考文献中只有这两篇文献直接给出了

数学文化的定义。吕亚楠的观点显然将数学文化和数学知识对立起来。此观点认为数学知识是理科知识，

数学文化是文科知识。但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权威词典《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词典》都定位文化为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特指社会意识形态。《辞海》《现代汉

语词典》更是指出文化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因此，

数学文化应包括数学知识。俞能福、闵杰认为数学知识是数学文化，但谈到数学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时，只谈了数学文化对其他文化的作用。本论文认为数学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作用应该是相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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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关于数学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天津师范大学孙贺研究发现，在高中数学教学中进行思政教育不但不

会影响学生成绩，还可显著提升学生的数学品格[3]。这一研究通过实验，用数据论证了数学课程思政教

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有些学者从我国教育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数学德育在国家教育文件与数学课程

文件的重要性角度分析数学课程思政的必要性。有些学者认为《高等数学》课程的思政元素丰富，学习

的学生人数最多，具有课程思政的便利性与基础性。大部分学者从数学课程在学校教育的基础性角度分

析数学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关于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的必要性有三种观点，分别从课程的教学目标、课程开设时间、课程内容进

行论述。韩洁等从教学目标角度出发，认为专业课的课程思政本就是该课程授课内容的一部分[4]。吕亚

楠、黄裙燕、俞海燕、刘辉、熊寿刚从课程开设时间出发，认为高等数学在第一学年开设，开展数学课

程思政具有时间优势[1] [5] [6]。吕亚楠、王国卯从课程内容角度出发，认为《数学文化》、高等数学教

学内容可以涉及数学家的故事、数学史和数学的应用性，具有内容优势[1] [7]。以上都是从教育的具体层

面论述必要性。事实上，根据《教育学基础》教育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

动[8]。那么大学数学教育的根本任务既有数学知识的传授，又有思想政治教育。 

2.3. 数学文化视角下的高等数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这些文献中彭双阶、徐章韬的研究结果显示专业课程学习效果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目前大学数学课程思政效果并不理想[9]。俞能福、闵杰也认为目前高等数学教育重视高等数学的工

具性，忽视了数学教育的文化价值，注重高等数学的逻辑性，忽视了数学教育人文的回归[2]。这两篇研

究揭示了目前大学数学教学没有发挥课程思政的积极作用，大学数学教师只重视了知识的传授，立德树

人作用发挥不足。这是目前大学数学课程思政存在的表层问题。现有研究没有揭示深层原因：大学数学

教师的数学专业素养强于人文素养，对于课程思政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时，高校对教师的课程思政培训

多采用讲座的形式，效果有限。 

2.4. 数学课程思政措施 

现有的数学课程思政措施主要是挖掘教学内容与思政教育内容的联系，实现传授知识与课程思政相

结合。有些文献还给出了课程思政的案例。这些措施的教育理念仍然是教师中心论。而现代教育理念是

教师和学生双主体，既关注教师的教，又关注学生的学。这应该是造成目前大学数学课程思政收效较微

的原因。基于数学文化的大学数学课程思政措施的研究结果有以下几种：朱怀朝在自编教材中加入数学

文化特征知识，介绍数学典故、数学家、数学名人文化。通过专门的版块教授数学文化，传播思政元素；

在课程中提炼思政元素，结合地方特色引导学生品质养成[10]。吕亚楠、刘辉、熊寿刚采用数学史、数

学家故事和数学精神进行高数课程思政教学[1] [6]。俞能福、闵杰、秦厚荣、徐海蓉在此基础上强调高

数的应用性，用哲学的思想来统领数学的研究与教学、课题教学和课外数学活动[2] [11]。彭双阶、徐章

韬、陈晓春、陈彦恒、胡焱在采用数学史、数学家故事为手段的基础上提到从数学学科特点出发进行课

程思政[9] [12]。彭双阶、徐章韬还认为应该通过专门的数学教学课程进行大学数学思政[9]。刘辉、熊

寿刚认为应该提高教师“数学课程思政”的水平，精心策划课程标准、课程设计、教学内容中的思政元

素，通过教研活动和研讨会等形式，形成“课程思政”合力[6]。陈航给出了微分几何课程思政的具体教

学措施[13]。 
总体来说，以上大学数学课程思政措施基本上分为四类。一是分析数学课程的数学史、数学家故事、

数学美、数学思想方法的角度入手；二是专门设置数学文化等通识课程；三是教师改变教学方式；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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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管理人员从课程标准、课程设计等顶层直到教师教案彻底改变，加入思政元素。其中，研究者应用

最多的是用数学史、数学家奋斗的故事进行大学数学课程思政。我们可以发现上述四类措施有两类不足

之处。第一类是它们本质都将数学知识和数学文化对立起来。这是数学文化的本体论的偏颇。相应的思

政措施主要都是采用数学史、数学家的奋斗史为手段。但并不是每节数学课都有恰当的数学史和数学家

故事可以结合。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大学数学课只能零零星星的进行课程思政。这显然有悖于国家提倡

课程思政的初衷。第二类是上述措施的教育观依然是教师主导，学生被动接受，缺乏学生角度的思政措

施。数学课程思政只有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才能产生应有的作用，否则就成为无效灌输。 

2.5. 大学数学课程思政考核 

根据世界应用最广泛的柯氏四级评估工具，评估的四个层次为：反应评估、学习评估、行为评估、

效果评估。其中效果评估是最高层次评估，评估教学行为给教学组织单位带来的效益。关于大学数学课

程思政的考核，现有研究结果都是柯氏四级培训评估模式的第二层，学习评估。具体措施如下： 
斯日古冷等提出全过程、多维度、多主体评价的理念，但是没有给出可借鉴的评价指标、权重[14]。

孙玺菁、赵东红等倡导问卷调查法[15] [16]。闫莉等认为评价内容应该从试卷转变为课程思政小论文[17]
纪张伟提出课程思政应注重长效评价[18]。孙贺认为应该质性、量化评价相结合[3]。韩洁、王国卯、秦

厚荣、徐海蓉等多名学者认为数学课程思政考核应采用过程性考核[4] [7] [11]。韩洁的具体措施是结合课

程主题和知识点，特别重视线上考查[4]。彭双阶、徐章韬建议教师在常规考试的公平公正行为影响学生，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成才观[9]。现有的考核方式大多采用的是学习结果评估，不是课程思政的效果评估。

并且学习结果考核的目的性明显，不能客观真实考查学生行为改变。这没有实现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的目

的。没有达到行为评估，即大学生经过大学数学课程思政后思政知识的运用程度。更没有达到效果层评

价：判断大学数学老师课程思政是否在学生发展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方面带来增效。再者，学

生在纸笔考试中关于思政知识的获得并不能确定是大学数学课程思政教育的成果。因此，本论文认为大

学数学课程思政考核不宜采用大面积考核考察、数据分析的方法，而应该采用民族志的方法，长期跟踪

代表性学生的成长过程，比对数学教师的课程思政策略、目标，列出学生行为与其对应关系，进行循证

评价。 
基于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现状及现有研究成果，笔者考虑是否可以转换一种研究方法，深挖现状背后

的成因，以便探索更切实有效的大学数学课程思政措施。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我民族志方法。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下，自我民族志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本体论、

认识论、价值论、修辞结构和方法，成为一种有别于传统民族志的新兴的质性研究方法，并且已经被广

泛地运用到社会学、新闻学、教育学、社会工作等领域。同时人类学的个体转向也促使人类学聚焦于个

体，即观察和研究的对象从群体转向个体。这有助于人类学从有关群体的民族志陷阱中走出来，恢复联

通个人与人类两端的人类学整体[19]。再者，教学是教师综合素质的反应。由于主体间性的存在，做群体

民族志研究不容易深度挖掘教师课程思政现状的成因，更适合采用个人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3.2. 研究对象 

笔者是从事大学数学教学 16 年的一线教师，有丰富的实践教学经验。笔者作为系教学督导，经常听

大学数学教师的课堂教学，课下也会进行反馈、交流。笔者没有行政职务，所以笔者与数学系教师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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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同伴型的合作交流关系，容易得到真实情况。可以说笔者走入了大学数学课程的真实田野，了解真实

情况。笔者可以从一个局内人的视角有效控制研究资料在二次转译过程中的数据遗失与理解不准确的问

题。同时笔者也是教育研究者，时刻沉浸于教育教学理论，深刻知道自己教学行为背后的理论规律。笔

者又可以作为局外人，保持价值无涉。本文以学校开始课程思政多年来的工作经历为研究资料，探究一

线大学数学教师课程思政的现状、发展规律及背景原因。 

3.3. 资料收集 

本文研究资料有笔者进行数学课程思政的心得体会、笔者与同事交流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的文本、笔

者访谈同行同事的录音、笔者参加课程思政培训的学习资料和图片、笔者和学生交流课程思政的微信聊

天记录等。 

4. 研究发现 

4.1. 2019 年前部分教师无意识的、隐蔽的个人课程思政 

2019 年以前，在无人听课时，我也会自发地对学生进行热爱学习、数学文化等方面的教育。但这种

教育的出发点是我对学生的责任心，对班级及格率的关心，并非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和其他

大学数学老师一样，我也认为思想教育是中小学的任务，是大学思想政治类课程的任务，而大学数学课

程是对学生进行专业基础培养的课程。学校对大学数学教师课堂教学水平的评价也是从数学专业基本功、

教学基本功方面评价。我在教学观摩活动中进行数学文化的渗透，并没有受到评委的肯定。在教学中发

挥学生主体地位，培养学生专业研究能力的教学方法被评价为不适合大学教学。  
然而，这一时期的上海、江苏、浙江等南方院校已经开始课程思政研究。可见中部院校教师在课程

思政研究方面落后于南方院校。 
由于主流评价的导向作用，我在日常教学中仅仅追求数学专业的精准，知识的深度挖掘，对于思想

教育只有在自己独自上课时才进行。作为数学教学论专业教师，教育学是我的专业基础知识。然而由于

被功利性评价所束缚，长期仅仅重视数学知识的传授，导致我忽视了教育的本质。由于没有追求教学水

平的提升，不钻研教学艺术，我的课程思政意识是无意识随机的；课程思政手段也是随性的，没有建立

在深厚的理论基础上；课程思政能力相应的也较低。 
因此，教学评价中课程思政指标及其权重的合理性对教师的教学具有导向作用。尤其当课程思政评

价关乎教师的近期切身利益时，其作用更强。作为学校教学评价指标的制定者，学校管理者的课程思政

理念及他们推动的学校课程思政氛围影响着教师的课程思政意识。教师坚持学术的真理，理解并践行教

师工作的真谛，知道专业研究人员和专业教师的区别，实现教师和研究者身份的灵活转换是课程思政的

重要因素。 

4.2. 2019~2021 个人探索课程思政 

这段时间，一位擅长数学游戏的老师和我沟通如何将教学实践理论化。在交流中，我认识到传统数

学游戏比如孔明锁、华容道是低幼儿童经常接触的玩具。这是从小培养儿童的民族自豪感，传承民族传

统文化的重要契机。同时，我在看教学方面的一些新闻、公众号中了解到教育界在推进课程思政。在此

背景下，我选择数学文化视域下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研究的题目，在 2021 年 3 月申报了课题《数学文化视

域下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研究》。 
在课题申报、查阅文献的过程中，我发现关于数学文化，现有研究局限于数学的思想方法、数学史、

数学名人传记等。这些内容从数学学科角度提出，是数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教学实践中，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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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通过使用这些材料对学生进行课程思政，其效果有限。相对有效的措施是让学生重新经历和感受数学

定理发现、创造的曲折过程；让学生探索、发现课程思政的材料。(例如学生主动发现中国传统数学的先

进性后会产生强烈的震撼效果。)由此，我产生疑问，学生经历数学再发现、参与数学活动的过程是不是

一种文化。因此，我查阅了文化的定义。文化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

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

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20]。学生参与、经

历与数学有关的教学活动就是社会实践。那么，学生在数学活动中产生的一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

都是数学文化。这个数学文化内涵是从学生的角度提出的，区别于其他文献中从数学学科角度提出。这

个内涵更适合于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中所要求的一切以学生为立足点、出发点。 
在与闫老师和其他同事交流、关注教学前沿后我成功找到了课程思政的研究选题，拓展了数学文化

的内涵。 
因此，高校教师在追求学术成长的同时，自觉追求教学水平的提高，关注教学研究前沿是课程思政

的内驱力。学校推进课程思政，首先应该鼓励教师互相学习，尤其是不同学科、不同专业教师的互相学

习，才能达到学科融合、互相借鉴，共同提高课程思政能力。其次是学校应鼓励教师多参加教学方面的

学术交流会，在思考中在研究中提升课程思政能力；而不仅仅是做个讲座。这样教师只会模仿，只会贴

标式的课程思政。而这是效果最差的课程思政方式。再次，学校应该让全体教师都有机会参加课程思政

的培训，不能仅仅是管理人员和部分教师的培训。毕竟由于主体间性的存在，在二次培训时，受训教师

不一定能准确传递培训主讲人的全部精华。 

4.3. 学校大力推行课程思政 

4.3.1. 学校鼓励阶段 
2021 年秋季学校层面开始大力推行课程思政。同事们都认为自己是理科老师，课程思政是文科老师

甚至是思政老师的工作。数学老师讲好专业知识就好了。而且自己只会讲数学知识，不知道什么是课程

思政。由于具有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文科基础，我对课程思政提前有了一定认识，没有那么抵触，但是

对其重要性认识还不够。2021 年第三季度开始，数学系召开会议，开始推进数学课程思政。2021 年 9 月

系里邀请一位教授进行了第一次讲座。2021 年第三季度，系里开展了课程思政教案设计，进行课程思政

教学比赛选拔。在全系教学比赛时，系里明确要求教学时需要有课程思政的内容。我在督导过程中听了

八名教师的课。但只有 1 名教师进行了课程思政。他的课程思政方式仅仅是提到数学的应用性。这段时

间，系里邀请第二位教授进行了第二次课程思政培训。由于大多数教师对课程思政重要性认识不到位，

我观察到有些教师听讲不认真。 
系里推出如此多的培训活动，我们不太认真的原因大多是自己的惰性和工作、家庭负担比较重。这

也导致我没有参加课程思政比赛。忙于教学工作是影响教师课程思政的另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原因是大

部分教师认为培训内容和自己课程思政的形式差不多，没有新意。教师们对别人经验的不准确评估，总

是带着批判的心态而非学习的心态参加培训影响了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效果。因此，谦虚、欣赏的心态

是快速提高课程思政能力的一个因素。 
2021 年 9 月~12 月我在数学系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19-1、19-2 的《数学方法论》，数学教育专业 19-1、

19-2 的《小学数学研究》两门课进行了课程思政的试验研究。实验时间是 2021.9~2022.1 每周 8 个课时，

16 周，共计 128 学时。实验地点是太原学院滨河校区和汾东校区。实验目的是验证激发学生思政内驱力

的思政方式的有效性。由于两门课程培养目标的不同：《小学数学研究》课程培养学生对小学数学课程

的深入理解与教学能力。《数学方法论》课程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我采用了不同的课程思政实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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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教育 19-1、19-2 班采用前后测实验设计。测验工具是学生对同一节教学内容的学期开始和结束时的

教案与教学视频。实验流程是开学之初就让学生完成一节课的教案设计，录一节课的教学视频。实验时

我的课程思政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讲出教学内容中的课程思政元素。二是让学生自己发现教学内容中

的课程思政元素。比如讲到《小学中求面积的方法研究》一节，我让学生自己查找面积求法，寻找面积

相关的史实。学生查到 2002 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用赵爽弦图。学生说常听到的数学家都是拉

格朗日、柯西等外国的，没想到中国数学也这么先进，居然还在北京开了国际数学家大会，自豪感油然

而生。第三种方法是强调学生模拟教学时必须进行课程思政。数应 19-1、19-2 班我只用了讲出教学内容

中的课程思政元素这一种教学方法。 
由于自己在培训中没有认真学习，四个班的实验都遇到了难点。数应班的课程思政方式单一、学生

不感兴趣。数学教育班模拟教学前我强调要课程思政，但真正能做到的学生很少。此刻我后悔在培训时

没有认真学习。 
2021 年 11 月 20~21 日我认认真真参加了武汉大学综合能力提升第二期培训。培训期间国家青教赛

获奖教师的经验与理论使我对课程思政有了全新的认识。2021 年 11 月 24~26 日我参加了高校教师课程

思政能力网络培训。在学习了很多理论和其他人成功经验后我认识到课程思政实验时我让学生经历课程

思政点的产生过程是有效的，但实验效果一般的原因有三点。首先，在课程思政两个月后才评估效果，

我没有及时关注课程思政效果，没有起到监督强化的作用。其次，在学生将课程思政运用于自己的模拟

教学后，我没有即时评价学生的课程思政，没有给出学生课程思政的改进措施，没有让学生当堂修改。

最后，我没有将课程思政作为学生平时成绩的组成部分，课程思政没有成为学生内在需求。在后半程的

实验中，我改进了这三方面。课程思政的方式还增加了提问学生对思政材料的感悟。经过这一改变，模

拟教学时学生能够进行课程思政的人数有所增加。因此，我得出建立大学生思想政治水平评价指标，并

作为学生成绩的一部分才是提高课程思政有效性的重要措施。这样的话，学校对教师的课程思政培训也

不应该只是做讲座，示范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教师的课程思政不应该只讲某个知识点蕴含的课程元素。

最有效的课程思政方式是激发教师的课程思政内在需求。 
2021 年底数学系毕业生开始进行毕业设计。其中一位学生咨询选题。我建议他可以研究中学数学课

程思政方面的内容。这是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的新方法—让学生在研究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让学

生在教育实习中实践课程思政。大学数学课程思政在激发学生课程思政的内驱力、培养学生的正确的思

想政治素质的基础上，还应该让学生成为课程思政的火种，通过学生的传递，让正确的思想政治观念在

社会面传递，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2021 年 12 月底，在《小学数学研究》《数学方法论》的课程思政教育实验进行一学期后，有效评

价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和课程思政措施的效应成为研究的重点。在 12 月 25 日学生已经停课，不再直

接对学生进行课程思政教育的情况下，我让数教班的学生修改教案、和教学视频，以考查学生是否形

成课程思政的自觉性。修改后的教案和教学视频中，数教 19-1 班 44 人中有 22 人添加了课程思政的内

容，占 50%，19-2 班 43 人中有 11 人添加了课程思政的内容，占 25.6%。与此同时，我对学生进行了

访谈。访谈时间：2021 年 12 月。访谈地点：太原学院滨河校区。访谈对象：数教 19-1、19-2 班学生。

访谈内容：1) 上《小学数学研究》课前你知道模拟教学要进行数学课程思政吗？2) 你认为数学课程思

政有必要吗？3) 上完《小学数学研究》后，你改进的模拟教学视频有数学课程思政吗？4) 数学课程思

政时，你的难点是什么？5) 你常用的数学课程思政的方式是什么？6) 你的数学课程思政方式与别人相

同吗？访谈者是两位作者。根据学生自主选择，访谈方式采用面对面访谈和微信访谈两种方式。图 2
是部分微信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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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tudent interview record 
图 2. 学生访谈记录 
 

访谈结果显示 100%的学生在上《小学数学研究》课前不知道数学课程思政。100%的学生认为数学

课程思政很有必要。上完《小学数学研究》后，37.9%的学生在改进的模拟教学中增加了数学课程思政内

容。数学课程思政时，学生的难点主要是不知课程思政点。常用的数学课程思政的方式及内容是告诉听

课对象学习数学时要细心、认真，努力学习不偷懒。访谈中学生都提到，自己的数学课程思政方式单一，

希望自己的课程思政有特色。通过这次访谈可以看出，这学期课程思政措施是有效的。学生不但产生了

课程思政的意识与积极性，更产生了形成自己的课程思政特色的强烈愿望。 
两个数应班级的课程思政方式单一，效果评价也没有好的评价方法。由于没有对课程思政效果检查，

没有针对学生思政现状的相应改进措施，我在这两个班级的实验效果不明显。此刻我遇到的难题是课程

思政有效性的评价。我直觉认为应该从学生行为、作业、教学视频、教案进行评价。社会统计方法不能

完全准确评价以上内容。教案是文本资料，其评价方法应该采用文本分析。从网上查阅资料，我搜索到

文本分析相关的研究方法有扎根理论、内容分析、及 Nvivo 软件应用。为了解决研究困难，2022 年我开

始进行理论储备。 
2022 年 2 月 28 日我听了几位教师的开学教学情况。由于系里没有明确提出课程思政，教师们大部

分没有进行课程思政。事实上，在课下交流时，我知道这些教师大都从数学文化角度精心制作了课程思

政教案，对数学传统文化也有深入认识。可见大学数学教师课程思政自觉性还较低。2022 年 11 月份的

两次督导会议反馈中，教师们也都反映大学数学课程思政比较薄弱。 
在这段时间的理论学习中，我认识到课程思政的外延很广泛，除了我们一般认为的爱国主义教育、

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等还包括职业素养、法律、合格公民教育等等。课程思政的评价在问卷

调查、访谈、观察之外，还可以进行质性循证评价。质性循证评价的方法是在学生中组成评价团体，

教师评价代表性学生，代表性学生评价团体同学，团体同学自评，最后每位学生的他评与自评结果进

行对比，并附上评价支撑材料。在经过学生同意后，我考察学生的微信朋友圈、微博。所有这些材料

利用扎根理论进行编码，采用 nvivo 软件进行质性分析、情感分析。经过理论学习，我克服了课程思

政评价的难题。再次说明，教师课程思政水平能力的提高需要教学研究能力、教育理论水平等方面的

提高。 

4.3.2. 教师自觉阶段 
2023 年 2 月在理论储备的同时，我在高等数学课程中进行了第二次大学数学课程思政实验。参加实

验的学生是物联网专业的学生，由于他们平时很少接触数学文化，我主要采用让学生经历课程思政点的

产生过程，激发学生的课程思政内在需求的方法。4 月份开始我培养学生自己发现课程思政点。为了提

高课程思政的有效性，我采取了阶段性评价，阶段性持续跟踪重点学生的课程思政现状的措施。因此在

四月底，为了探明课程思政效果，寻找下一步重点跟踪的学生，我对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访谈，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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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了观察记录。 
问卷调查显示学生中只有两名学生选择上高数课仅仅学到数学知识。其他学生都选择既学到了数学

知识，又学到数学思想方法、经历了数学家的简单科研过程(这是我的课程思政点)。 
在与学生访谈中，有些同学说在我引导下开始了学术阅读，进行了职业规划，开始初步的职业努力。

一些学生经常找我问学习方法和职业规划方面的问题。两个月的观察中，多位学生经常找我问问题，与

我讨论。学生们每天在主动自学，会将学习记录发到群里。自习时，学生会主动讲题，自觉学习。学生

的朋友圈也显现很多学生在我的引导下不但规划了职业生涯，而且已经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 
在学生的他评与自评对比中，我发现还有一部分学生没有认真学习，课程思政对他们的效果不明显。

我准备接下来的实验中，重点观察这部分学生，以采取针对性更强课程思政措施。总体来说，这两个多

月的课程思政在大部分学生中是有效的。 
3 月份系里请来了一位教授做关于课程思政的报告。教授的报告再次印证了课程思政的内涵很广

泛，有思想品德、政治素质、有专业素养、职业素养、公民素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等各方面。我观

察到教师们听的很认真。讲座历时两个小时。以前对于这么长时间的讲座，教师们在上了一上午课后

基本听的不认真了。但此次讲座，不但认真听了，还有教师请教了教授问题。说明课程思政开展两年

多时间，教师们认识到了课程思政的必要性，都在积极学习更好的课程思政方法。在 3 月 27 到 4 月 2
日的磨课活动中，教师们都进行了课程思政。课程思政的内容很丰富。磨课中，以前的培训教授作为

评委老师给出我几点课程思政建议。同一位教授示范课程思政点的挖掘，此刻我欣然接受，以前做讲

座时我就听的不是很认真。这是因为对比自己发现的课程思政点，我感受到教授建议的课程思政点挖

掘的更巧妙，我更愿意接受。因此，教师培训不应该仅仅是讲座，更有效的方式是教师与专家进行同

课异构。 
2023 年的督导听课中，我发现只有少部分老师在督导听课中有明显的课程思政。院督导委也评价老

师们课程思政较弱。我推测，是不是平时关门讲课时课程思政比较少，磨课时比较多呢？于是，我对全

校 490 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你觉得数学课程对你的思想政治观念有影响吗？9.8%学生选完全没有影响，47.14%选有一点影响，

仅有 43.06%的选择有很多影响。在没有其他老师听课时，数学老师会讲哪些内容？32.86%的学生选择仅

讲数学知识。50.41%的学生选择热爱学习，努力学习，35.71%的学生选择与数学有关的历史故事。但当

问到数学老师提到过哪些数学家？490 名学生没有一位答出一个数学家。有其他老师听课时，数学老师

会讲到哪些内容？62.86% 的选择数学的历史故事、数学家的故事，72.65%的学生选择热爱学习，努力学

习。可以看出在关门课中，很多老师没有像磨课中那么频率多的从数学文化角度进行课程思政。数学老

师对大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有哪些？58.16%的学生选择老师自己讲授课程思政点。只有 37.55%的

学生选择数学老师不但要求我们提高思想政治水平，还希望我们影响周围的朋友。 
从上面数据可以看出，学校推行课程思政两年了，数学教师的课程思政点、方式都比较单一；没有

注意到课程思政作用的扩展性；课程思政的自觉性有所提高，但惰性还比较强。解决数学教师课程思政

惰性的方法是改变课程思政评价的主体，评价主体改为督导与学生相结合；增加学生评教指标中教师课

程思政指标。 

5. 研究总结 

回顾几年的大学数学课程思政历程，总体特点表现为做而不自知、不理解、努力学习认真模仿，到

课程思政的学术研究。从被督促到自觉自愿，再到有些老师的选择性课程思政。随着课程思政评价的改

进，大学数学课程思政最终会成为教师的自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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