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1, 11(6), 1968-1972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1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6302   

文章引用: 张瑞芳, 王海军, 温瑞萍. 课程思政理念下《数学分析》课程教学改革实践研究[J]. 教育进展, 2021, 11(6): 
1968-1972. DOI: 10.12677/ae.2021.116302 

 
 

课程思政理念下《数学分析》课程教学改革实

践研究 

张瑞芳，王海军，温瑞萍 

太原师范学院数学系，山西 晋中 
 
收稿日期：2021年9月29日；录用日期：2021年10月25日；发布日期：2021年11月1日 

 
 

 
摘  要 

在课程思政理念下的数学分析教改实践中，教师应该精心设计教学内容，注重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的有

机融合，将立德树人贯穿于课堂教学全过程。实践证明，数学分析实施课程思政，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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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actice of teaching reform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 under the concep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ers should carefully design the teaching content, pay attention to the or-
ganic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teaching content, and put moral educa-
tion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classroom teaching.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implementa-
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mathematical analysis greatly stimulates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improves their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by comprehens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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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the knowledge they have lea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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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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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打破

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互隔绝的“孤岛效应”，将立德树人贯彻到高校课堂教学全过程、

全方位、全员之中，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前行、相得益彰，构筑育人大格局，是新时代中国高

校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1]。 

2. 《数学分析》课程思政 

我们学校数学专业共有数学与应用数学和信息与计算科学两个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为师范专

业，主要为地方基础教育培养师资，学生未来就业方向多数是中小学教师。2020 年，教育部倡导大中小

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因此对师范生进行思政教育就显得更为重要。《数学分析》课程的自身特点使得

对数学分析课实施课程思政显得更加迫切。 

2.1. 数学分析课实施课程思政的重要性 

数学分析课是数学专业学生最为重要的一门核心基础课。学分最高，学时最长，内容最多，与后续

课程联系最为紧密。同时它也是考研必考科目，占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的主要部分。数学分析课程开设

于数学专业 1~2 年级，共计三个学期。而大一阶段学生刚入学，正是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

关键时期，在《数学分析》这门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就显得尤为重要。 

2.2. 数学分析课实施课程思政的可行性 

数学分析教材包括上下两册，共计 23 章，每一章当中都有可挖掘的思政元素。为了更好地实施课程

思政，我们团队重新修订了教学大纲，明确提出了思政育人目标。将原有的知识能力双目标扩充为知识

传授、能力培养和思政育人三目标。我们重新修订的教学与育人双大纲中，每一章都点对点的加入了思

政育人元素，为课程思政的实施指明了方向。 

3. 《数学分析》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 

我们的数学分析课程思政分为“从外而内”和“从内而外”两条设计路径。 

3.1. “从外而内”的思政设计路径 

所谓“从外而内”是指从数学家的励志故事，中国古代数学成就，中国古诗词和科技发展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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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应用问题出发来导入所学知识。这一路径通常用于新概念引入，相关数学定理引入。例如在 2020~2021
第一学期讲解导数的物理背景“瞬时速度”这一概念时，恰逢“嫦娥五号”成功发射。我们就从“嫦娥

五号”成功发射的视频出发引入瞬时速度这一概念，通过极具震撼力的画面一方面让学生对瞬时速度有

一个直观印象，另一方面领略我国的航天成就潜移默化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之情。 

3.2. “从内而外”的思政设计路径 

所谓“从内而外”是指从数学分析的知识点逻辑过程本身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出发推进至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等等。例如，

我们在讲解海涅归结原则时，原来是将它引申至“朵朵葵花向阳开，千条江河归大海”。2020 年疫情线

上教学期间，结合抗疫过程又引申此逻辑过程至“万众一心向党，全民抗疫必胜”，帮助学生在线上学

习期间克服心理焦虑，引导他们发挥大学生的先锋模范作用，向身边亲人好友宣传党和国家的抗疫政策。 

4. 数学分析课程思政的实施方案 

4.1. 广泛发动，组织团队教师进行课程思政学习 

一直以来，相当一部分老师认为课程思政在理科课程中不易实施，不知道从何处着手去进行课程思

政。因此，课程思政与《数学分析》课程如何有机融合，是我们团队首先研讨的问题。我们在团队负责

人的带领下全员参加了学院组织的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主办的“学科教学育人与课程思政”专题网络培训

班的学习，为团队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下的数学分析课程教学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4.2. 分工合作，组织团队教师编写课程思政教案 

我们团队成员坚持每周一次的教学研讨，团队成员群策群力，不断挖掘思政元素并讨论制定了统一

的课程思政教案模板。然后将数学分析课程的教学内容按章节分配给团队教师，分工完成了数学分析课

程思政教案。  

4.3. 集思广益，组织团队教师重塑课程思政课堂 

为了将我们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落到实处，我们利用智慧教室，通过示范课、研讨课等活动型课堂

促进团队青年教师学会围绕育人目标的规范教学。我们的做法为“听–说–研–评”四步法。听即听课

团队全体成员听某成员讲课；说即说课，每位成员说自己这节课的设计思路，说自己的听课体会；研即

研讨，交流打磨重塑这节课；评即评课，成员讨论形成改进意见，整节课的思政元素切入点和学生中心

的教学设计。 

5. 数学分析课程思政的教学流程设计 

5.1. DHT 思维进阶课堂 

数学分析课程思政课堂教学活动，我们采用的是问题驱动教学，教学流程分为导引设疑–互动解疑

–拓展迁移三步，我们称其为 DHT 思维进阶课堂。 

5.1.1. 导引设疑 
我们数学分析课开设了网络学习平台，在课前我们首先会让学生预习之后在“课前生疑我提问”环

节当中提出问题。教师将学生的问题加以整合，在课堂上抛出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来进

入新知识的学习。一般来说，导引设疑的环节用得较多的是从外而内的思政设计路径。例如：在讲解数

列极限定义时，从刘徽的割圆术出发，一方面向学生介绍我国古代的数学成就，提升文化自信；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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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利用动图播放割圆术过程，让学生体会极限思想。 

5.1.2. 互动解疑 
互动解疑环节的教学形式多种多样，小组讨论、翻转课堂、教师引导学习等等。总的设计思想就是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在形式多样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当中帮助学生解决疑问，激活旧知，学习新

知。一般来说，互动解疑的环节用得较多的是从内而外的思政设计路径。在互动解疑的过程当中，常常

涉及到新概念，新定理的学习。在学习过程当中，从知识本身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出发对学生进行教育。

例如，在讲解数项级数的敛散性时，我们强调了有限与无限的对立统一。并由此引出“雷锋精神”——

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 

5.1.3. 拓展迁移 
学完教学内容之后进一步拓展延伸，引申到当今数学的学科前沿问题，提升了课程的挑战度，让学

生在接受挑战的同时，更进一步地认识到学数学学科的重要性和实用性，激发他学习数学的兴趣。学生

通过解决拓展问题，锻炼其在综合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解微分的近似计算时，

我们布置了开放性的作业，写一篇关于近似计算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的小论文。这样，既锻炼了学生应

用网络资源的能力，又训练了他科技论文写作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查找资料的过程当中，切

身体会到数学的实用性，增强学科自信。 

5.2. DHT 思维进阶课堂案例 

下面以数学分析上册第五章第一节《导数的概念》为例，来详细说明我们的 DHT 思维进阶课堂。 
课初，导引设疑。课前推送微课视频，引导学生自学导数概念背景，并在平台提出相应问题。课初

通过嫦娥五号成功发射的视频让学生体会瞬时速度，感受我国科技成就，利用由外而内的思政设计路径

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课中，互动解疑。通过引例引导学生提炼导数概念，并通过例题引导学生总结出求导数的三步法。

紧接着通过数形结合，与学生一起探讨可导与连续的关系。整个学习过程完全贯穿学生为主体，教师为

引导的教学理念。 
课末，拓展迁移。由可导与连续关系推导中的有限增量公式出发，引出近似计算，让学生通过查找

资料写一篇关于近似计算的小论文，旨在提升学生查阅资料能力和论文写作能力。同时在写论文过程当

中认识到近似计算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认识到数学学科的重要性。 

6. 数学分析课程思政的实施成果与反思 

6.1. 数学分析课程思政的实施成果 

通过数学分析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我们充分发挥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学生多方面的能

力得到了提升。通过思政元素的嵌入，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自学能力；通过翻转课堂教学，提高学

生教学能力；通过小组合作研讨，提高学生协作能力；通过课后拓展延伸，提高学生创新能力[2]。 
总之，课程思政理念下的数学分析教学改革将原本相对沉闷的数学课堂变得生动活泼，极大地激发

了学生学习兴趣，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通过课堂上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拉近了师生之间、生生之

间的情感距离，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  

6.2. 数学分析课程思政教改反思 

通过一段时间的课程思政实施，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此同时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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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工类课程，要在课程教学中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教育与科学精神的培养结合起来，提

高学生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课程思政

的讲话精神，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用理论来引导自己的课程思政教学实践[3]。 
2) 在课程思政的实践过程中要防止重思政轻课程的倾向，也要防止为思政而思政，思政内容与教学

内容两张皮的倾向。如何将教学内容与课程思政有机结合，如何平衡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的占比，将是

我们持续关注的内容。 
3) 构建线上线下联动机制，通过学习通、雨课堂等平台，构建师生交流沟通的渠道，及时掌握学生

对思政课程的反馈，切实响应学生诉求，紧跟时代特点和学生发展特点，思政内容要不断求新求变，努

力挖掘学生喜闻乐见的思政元素，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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