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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九大将“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作为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要求。本文分析了当前

数学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从数学课程群思政建设的理念与路径、建设实践、建设成效三个方面阐述了我校

在数学公共课程群思政建设方面具体工作，总结了课程团队在课程教学改革与建设方面实施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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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gards “full-staff education, whole- 
process education, and all-round education” as the strategic requir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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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ical construction of mathematics curriculum, and expounds the specific wor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mathematics public curriculum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oncept and path 
of ideological,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mathematics curriculum and the construction practice and the 
effect of construction, and summarizes the effective methods of the curriculum team in the curricu-
lum teaching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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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将“全程育人、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作为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要求。国务院

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坚持“三全育人”[1]。2020 年，

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要重点建设一批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人文素质、

科学精神、宪法法治意识、国家安全意识和认知能力的公共基础课程[2]。 
大学数学课程群具有覆盖专业广泛、学生人数众多、课程持续时间长等特点，决定了其课程思政的

辐射广、连贯性好[3]。数学课程群思政建设对于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和思想道德品质具有重要意义。通

过思政教育，可以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和数学应用能力；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课程整体效果，促进学科间的融合。但是，目前

关于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的研究大都是针对单独的某一门数学课程，参见[4] [5] [6] [7]等。高雪芬和许言庆

[8]构建了“四元四阶”大学数学课程思政模型，剖析了具体的教学案例。玄祖兴[9]从北京联合大学教学

实践出发，在思政教育、学科专业建设、教师培训、教学评估等环节深入挖掘了大学数学公共基础课的

思政功能，提出了大学数学公共基础课课程思政群建设的具体建议。赵一博等[3]基于“文化、思维、创

新”三元融合理念，建立了大学数学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淮阴工学院数理学院 2020 年 3 月出台了课程思政建设方案以来，多门数学课程被立项为课程思政示

范课程建设项目。本文主要围绕我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探讨适应地方高校的大学数学公共课课程

思政群建设模式和具体实践方法。 

2. 大学数学课程群课程思政建设理念与路径 

课程群是指按照人才培养目标，由三门以上内容相关或相近的课程构成的集群[7]。大学数学课程群

包括《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课程，在大学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0]。
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思想指导下，以立德树人为中心，构建大学数学课程群思政育

人体系，对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和思想道德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课程思政”是指教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达

到“凡有所学、皆有所养”的目标[11]。学院充分挖掘和发挥大学数学课程群的育人功能从建设课程群思

政资源库、整合大学数学课程群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两条路径开展课程群思政建设，将“三全育人”理念

贯穿大学数学教学的全过程。横向构建内容体系完整、机制体制协同、可操作性强的大学数学协同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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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纵向挖掘课程思政元素，进行思政育人设计。为有效突破高等数学、工程数学等数学公共课程之间、

数学公共课与数学专业课之间的壁垒，系统解决数学课程群思政内容整合的问题，学院组建课程群教师

团队。团队教师依次承担 2~3 轮大学数学公共课程群的教学工作，汇总归类各门课程的思政元素，对各

门课程讲授的思政内容进行统一规划设计，在大学数学课程群间形成一个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

领自然融合、协同推进的多维体[11]，培养出一支能够贯通大学数学公共课程群教学的师资队伍。实现大

学数学课程群多课程的整体联动，互相打通，使课程思政有机融入课堂教学，有效实现课程之间的合理

对接，切实推进学生数学应用能力与数学素养的提升，实现知识体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发展[12]。 

3. 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群建设实践 

3.1. 明确课程育人目标，解决如何加强思政引领，立德树人的问题 

我校大学数学课程群可分为两部分，一是《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这三门

面向理工、经管专业开设的公共基础课程，面向全校绝大部分专业开设；二是《数学建模》《离散数学》

《复变函数》等面向少部分理工科专业开设的数学类课程(如图 1 所示)。《高等数学》课程又分为工科类、

工科少学时、经管类、农林类以及预科高等数学。从课程思政顶层设计理念出发，针对不同专业的特点，

内挖知识点的哲学思想，修订教学大纲，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贯穿教学始终[13] [14]。 
 

 
Figure 1.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university mathematics course group in our school 
图 1. 我校大学数学课程群课程体系 

 
高效开展以课程群为单位的课程思政建设，关键在于如何有机整合课程群内不同课程的课程思政内

容。以《数学建模》课程为例，该课程的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常微分方程》等，教学内容覆盖了课程群内相关课程的很多共同具有的知识点，如表 1 所示。学院充

分发挥教研室、教学团队的基层教学组织作用，定期开展教学研讨活动，研讨具体知识点在课程群中的

前后关联关系，分享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邀请马克思主义学院老师为教师提供系统性思想政治理论辅

导，提高教师的政治素养和思政教学水平，深挖课程思政要素，设计典型案例的思政教学，实现跨学科

的协同教学。组织教师培训，在实践中提升教师课程思政三项基本功的水平，实现课程思政建设向纵深

发展，由单门课程建设向多门课程建设推进，实现思政元素的前后延续性和不重复性。提炼、整理教师

教学中有关思政教育有成效的做法和新思考，目前已经形成大学数学课程群思政教学案例库一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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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资源共享。 
 

Table 1. Some knowledge points in “mathematical modeling” course 
表 1.《数学建模》课程部分知识点 

教学内容 知识点 相关课程 课程思政 

血管的三维重建 多项式拟合 《数值分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模型效果不好，要重新

建模，勇于探索 

湖水污染问题案例 微元法 《高等数学》 生态文明建设思想 

高速公路修建、飞机精

确定位等优化模型 
极值 

条件极值 《高等数学》 中国梦、强国梦，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污水生物处理的单池

与双池模型 
微分方程(组)的
解的稳定性理论 《常微分方程》 直觉和经验都不可靠，要树立严谨求实的科学作风 

线性回归模型 参数估计 
假设检验 

《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揭示一种现象常常是与多个因素相联系的，由多个自变量

的最优组合共同来预测计或估因变量，引导学生树立科学

的发展观 

主成分分析建模 特征值 
特征向量 《线性代数》 

以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数据为研究对象，引导学生总结改

革开放取得的成就，结合自身经历讲述物质和精神生活上

翻天覆地的变化，提升学生的国家自豪感，增加学生的爱

国情怀 

3.2. 创新教学设计，解决如何建立学生的数学思维，让学生能够学以致用的问题 

教学设计是决定教学是否成功的关键。一个好的教学设计应该既包含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设

计、也包含对学生的设计[15]。立足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既要遵循一般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也要考

虑数学课程的特殊性。围绕我校“地方性”“应用型”的办学定位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以思政案例

为融入点，构建实现课程思政目标的教学体系，探索有效的实施方法，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1) 分层分类开展《高等数学》课程教学 
《高等数学》作为一门对新生开设的课程，课时多、学习时间长，目前年授课对象近 5000 人。我校

于 2015 年开始尝试分 A、B 班教学，并实行动态管理。A 班主要针对数学基础较好，逻辑思维能力较强

的学生，在教学中突出数学方法和数学思维的训练，注重综合性问题的解决，B 班则针对高等数学教学

的基本要求，侧重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和基本计算的掌握，A、B 班在学期末有 10%的双向流动[16]。分

层分类教学的目的在于让抽象能力强、接受知识快的学生学到更多的知识，让基础薄弱的学生通过人文

方面的案例接受数学文化的熏陶从而提高学习兴趣。教师根据学生不同基础有针对性地备课、教学。实

施分班教学以来，从学生教学反馈、和老师相互沟通交流以及考试成绩来看，教学效果有所提高。学生

普遍提升了学习热情，逐渐从被动转化为主动。 
2) 针对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重构课程教学内容 
对于某些专业重点需求的内容、后续数学课程仍会涉及的内容，着重强调概念、结论产生的背景，

还可以引入相关的实际案例和应用，让学生体会其中的数学思想和方法，深化对数学的理解。比如，《高

等数学》中的微元法思想、曲线曲面积分、向量和微分方程等内容在物理相关专业应用较多，需作为重

点内容讲授。傅里叶变换在物理、电子、自动化等专业后续课程中多有涉及，需补充讲授。对于电子类、

计算机类等“新工科”专业，线性代数是解决电路分析、算法设计等问题的重要工具。再比如，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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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数学》中介绍了实初等函数，在面向电子信息类专业开设的《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中同样有初

等函数的概念，但后者讨论的是复初等函数。实初等函数是复初等函数的特例，而复变量函数也可以通

过实部和虚部转化为两个实变量函数加以讨论[17]。 
3) 自编特色教材，提升课程思政融入课程的质量和水平 
为满足应用型高校的人才培养需求，教学团队出版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和《数学

建模》三本自编教材。教材注重融汇思政教育，在传统教材的基础上，采用“知识主导，能力驱动”的

编写思路，通过案例教学的目标驱动，创设问题情境，配以分层次习题，以自主式、开放式、交互式为

主要学习模式，覆盖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教材经过多轮使用，反映良好。 

3.3. 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解决传统教学“满堂灌”的问题 

以概念的实际背景为主线，以问题解决的过程为驱动，以现代信息技术的使用为突破口，采用线上

线下混合的教学模式，传统教学方法与现代手段“无缝对接”，实现学生能力培养的目标。 
建设网络教学平台，作为线下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开展 spoc + 线下的混合式教学。学院自 2017

年启动课程在线资源建设，目前所有数学课程均建有在线学习平台，为开展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混合式

教学提供资源载体。线上网络课程教学资源丰富，知识框架合理，主要包含教学视频、教学课件、随堂

测验、研讨问题、典型习题、章节测验等六大核心内容。教师在课前通过网络平台发布预习，并跟踪学

生完成情况。线下课堂采用案例教学、理论讲授、启发式提问和讨论、信息技术展示、小组合作等多种

教学形式。课后发布在线巩固练习，教师在线答疑，有效延伸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实现课前的自主学习、课后的查漏补缺和师生互动。比如案例“全概率公式”，就采用了 spoc + 线
下混合教学模式。课前在平台发布疾病治愈率比较问题，引发有关辛普森悖论的思考，引导学生辩证思

考；课堂理论讲授，解读全概率公式的本质，并解决公式应用的关键点，夯实学生基础；课后发布敏感

性问题调查方法，留待学有余力的学生课后讨论。 
用现代观点审视、选择和组织数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借助于功能强大的数学软件，采用计算机模拟

可视化课程教学内容。通过课堂演示、课后作业、网络答疑等形式，引导学生自己动手编程，体验学习

的乐趣。对数学课程中难以理解掌握的抽象理论问题，可尽量通过图形结合的办法使之直观化，比如微

分中值定理、定积分的概念及应用、重积分、施密特正交化等。以大数定律的教学为例，我们以圆周率

π 的估计为主线，可视化大数定律的估计功效，巧妙地融入多个课堂思政元素。首先在线上平台发布圆

周率的故事，引发学生民族自豪感，其多种计算方法也引发学生进一步探究的兴趣。课堂通过伯努利大

数定律的发展历史以及模拟示意图(如图 2 所示)，让学生感受到科学攀登之路的艰辛，揭示偶然性向必然

性转化这一常见现象的科学性。通过大数定律的主旨——算术平均的稳定性，启发学生思考：如何将小

概率的偶然成功转化为人生大概率的必然结果，激励学生“胜不骄，败不馁”，只要坚定信念，走正确

的路，必然会取得人生的成功。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应用，有效地提高了课堂的效率和容量。 

4. 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群建设成效 

在课程思政建设实践中，学院不断探索对教师教学工作的评价、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和对教学过

程的评价方式，以此来促进和完善数学课程群思政建设。针对教师的“教”，采用“学生评教 + 同行互

评+督导评价”的模式，考查课程建设，开展教师、督导随堂听课。对于学生的“学”，注重过程性学习，

采用“线上 + 线下”相结合的考评方式。通过多年的建设，数学课程群思政育人的教学模式取得了显著

的效果。教师学科素养、团队协作和教学创新能力均得到提高。学生提高了学习兴趣和自信心，提升了

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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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Visual simulation presentation of the estimate of π 
图 2. 圆周率估计的可视化模拟展示 

 
1) 师德师风建设成效显著，课程建设、教学团队建设成果丰硕 
明确思政教育在数学课程中的地位，在育人过程中将思政元素与数学知识有机结合。采用多种授课

方式，借助线上教学平台将线下课堂拓展至线上，延伸教与学的时间与空间。数学公共课程在网络教学

平台上运行 8~10 轮，在 30 多个专业推广应用，有力支持了我校数学公共课程的教学工作。2021 年《线

性代数》课程被评定为江苏省一流本科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运筹学》等

课程被评定为校级一流本科课程，相关教学成果在 2017 年和 2021 年分别获校教学成果一等奖。教师在

各级各类教学竞赛中均取得优秀的成绩，特别是在 2022 年、2023 年连续两年分获江苏省教学创新大赛

二等奖和一等奖。 
2) 学生学习满意度高，创新能力有效提升 
通过教学、学工密切配合，思政教育完成了提高教学质量、提升教学品质、落实立德树人的任务，

学生获奖层出不穷。在国家、江苏省大学生高等数学竞赛中，我校学生获奖数量多、层次高，成绩一直

居同类院校前列。近年来我校学生考研录取率不断攀升，在同类学校中领先，其中工科各专业表现更加

突出。2012 年以来，我校本科生在数学建模竞赛中获得了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国家一等奖 4 项、国

家二等奖 6 项、省一等奖 14 项的好成绩。 

5. 结束语 

数学课程群思政建设对于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和思想道德品质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数学课程群思政

建设仍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课程群之间思政教学内容有待进一步平衡与协调，教学平台建设有待进一

步加强，课程思政教与学的评价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这些都是在今后的教学中仍需深入探索和研究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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