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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抽象代数是高等院校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本文从学生发展的角度出发和课程思政的设计

理念出发，分析了如何在抽象代数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然后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抽象代数

知识点、中国古诗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角度，通过具体案例，阐述如何挖掘这门课程的思政元素，

为“抽象代数”课程思政提供了一些教学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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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algebra is a basic course for mathematics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w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teaching of abstract 
algebra is analyzed in this paper based upon the perspective of students’ development and the de-
sign concept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n, combined with Marxist philosophy, 
knowledge points of abstract algebra, ancient Chinese poetry and the core values of Chinese so-
cialism, etc., through specific cases, how to excav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is 
course is expounded in this paper, and som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abstract algebra” ar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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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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话中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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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总书记的讲话体现了在高校的各门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的必要性。虽然时代在不断发展，科技水平在不

断发展，物质水平在不断提高，很多东西都在瞬息万变，但是一个人无论他所处怎样的时代，正确的、

优秀的思想素质都是必须具备的，这是永恒不变的准则。好的思想如同好的灵魂，有了好的灵魂后，再

去掌握优秀科学知识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因此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将具有

时代感的正能量内容引入课堂教学，用正确的价值观来处理教材内容，实现传道与授业的有机结合。该

文以抽象代数课程为例，谈一谈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 

2. 抽象代数与课程思政 

抽象代数是大学中数学系本科生最重要的代数类课程，其主要的知识点群、环、域理论极其抽象，

从而比“高等代数”的内容更难以理解。关于抽象代数课程教学改革，目前已有一些尝试[1] [2] [3]。鉴

于学生学习其中的抽象知识点的时候会经常会很不适应，感觉有些吃力，并且在学习过程中容易感觉到

枯燥和乏味，因此从学生的发展角度来看，在“抽象代数”课程学习中加入充满正能量的思政元素是非

常必要的。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思政元素如同带有火花的一根线[3]，应该在

课堂的教学过程中不时地点燃线上的火花，让学生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能激情满满，保持学习的力量。 
抽象代数课程思政元素，不能像思想政治理论课程那样以枯燥的理论教育面目出现，也不能像数学

分析那样以严密繁琐的符号运算出现。它可以不必讲究严密性、完整性和逻辑性，但要具有一定的亲和

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的需求和期待。该文以作者在长期教学过程中抽象代数课程思政建设的

内容为例，谈一谈如挖掘思政元素并将其融入抽象代数课程教学。 

3.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出发，挖掘抽象代数哲学思政元素 

首先我们以抽象代数的具体教学案例为例，来说明如何挖掘抽象代数中的哲学思政元素。 
案例 1 如果一个群 G 的非空子集 H 满足乘法封闭，逆运算封闭，则 H 作成 G 的一个子群。 
分析：一个群的子集的元素的性质决定了子集的结构，可见部分的性质影响整体的性质。 
教师由此可以引出“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整体居于主导地位，统率着部分，具有部分不具备

的功能，整体由部分组成，部分制约整体，关键部分的功能及其变化甚至对整体的功能起决定作用。 
案例 2 介绍群的定义并介绍整数加群、非零有理数乘群、非零有理数乘群等相关例子；在介绍环的

定义并介绍整数环、一元多项式环、模 n 剩余类环等相关例子。 
分析：群是抽象的代数系统，整数加群、非零有理数乘群、非零有理数乘群等是具体代数系统；环

是抽象代数的系统，整数环、一元多项式环、模 n 剩余类环等是具体代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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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由此案例可以引出“抽象和具体”的辩证关系。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引出“普遍与特殊”的

辩证关系：群定义中的相关性质是整数加群、非零有理数乘群、非零有理数乘群等的普遍性质，但整数

加群、非零有理数乘群、非零有理数乘群等还具有自身特殊的代数性质；环的定义中的相关性质是整数

环、一元多项式环、模 n 剩余类环等的普遍性质，但整数环、一元多项式环、模 n 剩余类环等还具有自

身特殊的代数性质。 
案例 3 设群 3G S= ，那么 ( ) ( ) ( ){ }1 , 123 , 132N = 是群 G 的不变子群[4]。 
分析：此处群G 中每个元素关于N 的左陪集等于右陪集，比如 ( ) ( )12 12N N= ，但 ( )( ) ( )( )12 123 123 12≠ 。 
教师由此可以引出“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从集合的角度看，N 的左陪集等于右陪集。但从元素

的角度看，不意味着元素相乘时可交换。也就是说，集合是不变的，但元素的乘积是改变的。 
案例 4 介绍有限群与无限群，有限循环群与无限循环群，有零因子环与无零因子环，有限环与无限环

等相对的概念时，教师可以引出“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使学生认识到抽象代数课程处处体现着哲学思想。 
以上案例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出发[5]，挖掘抽象代数课程中“整体与部分”“抽象与具

体”“普遍与特殊”“变与不变”等辩证关系，通过将这些哲学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让学生懂得：

学好哲学辩证法是深入理解抽象代数课程理论的关键。 

4. 从抽象代数知识点中挖掘德育思政元素 

下面我们以抽象代数中的具体知识点为例，来说明如何挖掘抽象代数中的德育思政元素。 
案例 1 在学习代数同构时，教师可以根据同构的性质引出“干一行爱一行，为国家做贡献”等思政

元素。 
分析：若两个代数系统之间存在一个映射ϕ ，如果ϕ 是一一映射并且是同态映射，则称这两个代数

系统是同构的。同构的代数系统具有相同的代数性质。 
通过以上案例，引导学生明白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从本质上来，是同构的，都是为国家做贡献。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劳动没有贵贱之分，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只要热爱本职工作、勤奋努力干事

情，就一定能做出优异的成绩，引导学生建立积极的社会价值观。 
案例 2 在学习置换群的单位元恒等变换(1)时，教师可以根据恒等变换(1)运算特点引出积极的人生观

等思政元素。 
分析：恒等变换(1)有以下运算特点：任给一个置换π ，都有 

( ) ( )1 1π π π= =  

从上述等式看恒等变换(1)似乎是一个“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角色，但从以下等式又可以看到

恒等变换(1)在置换的乘法运算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1 1 1 2 1 3 1 1 1 1 1 2

1 2 1 3 1 1 1 1 1 1 1 3 1 2

1 2 1 2 1 ,

k k k k k k

k k k k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 −

− −

   =    
     =      

= = =

   

 



 

从而 

( ) ( )1
1 2 1 1 .k k ki i i i i i−

−=   

通过以上案例，引导学生要做恒等变换(1)式人物，“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不为功名利禄而

学习，树立崇高的学习志向，树立积极的人生观。 
案例 3 G 的不变子群 N 的不变子群 N1未必是 G 的不变子群。理想的理想不一定是原环的理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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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一个群的不变子群及理想都不具有遗传性。由此案例，教师可以教育学生，父母无论贫穷富

贵，对我们没什么影响，这些都不具有遗传性。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只要我们奋发向上，勇于探索，一

定能开创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案例 4 设 N 是环 R 的一个子加群，即对 N 中任意元素 ,a b ，差 a b N− ∈ 。如果又有 

, .r R a N ra N∀ ∈ ∈ ⇒ ∈  

则称 N 是环 R 的一个左理想，并称 N 满足左吸收律。 
如果 

, .r R a N ar N∀ ∈ ∈ ⇒ ∈  

则称 N 是环 R 的一个右理想，并称 N 满足右吸收律。 
如果 N 既是环 R 的左理想又是右理想，则称 N 是环 R 的一个双边理想，简称理想[6]。 
分析：虽然抽象代数中的理想不是显示生活中对未来的远大抱负。由此案例，教师可以引导学生，

左理想和右理想相当于个人利益，而双边理想相当于集体利益，鼓励学生以集体利益为重，处处以大局

为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案例 5 设 { }, 2, 1,0,1, 2,A = − −  。则 

4 |aRb a b⇔ −  

是一个等价关系。并用此等价关系决定整数集 A 的分类 

[ ] [ ] [ ] [ ]0 1 2 3 .A =     

分析：模 4 剩余类中 [ ] [ ] [ ]1 5 4 1k= = = + ，同一个类有多种表示形式。在表示时，能体现事物表现

形式多样性。如同我们每个人都有若干套衣服，可能有时穿的衣服不同，但在本质上是同一个人。 
通过以上案例，教师可以引出“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抓住事物的本质。 
以上案例从抽象代数各章节具体知识点出发，通过类比，深度挖掘各种德育思政元素，通过将这些

德育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5. 从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挖掘爱国主义思政元素 

我们通过具体实例说明如何从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挖掘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爱

国主义精神。 
案例 1 一个集合 R 叫做一个环，假如 
1) R 是一个加群，换一句话说，R 对于一个叫做加法的代数运算来说作成一个交换群； 
2) R 对于另一个叫做乘法的代数运算来说是封闭的； 
3) R 中乘法适合结合律： 

( ) ( ) , , , .a bc ab c a b c R= ∀ ∈  

4) 乘法对加法运算适合两个分配律： 

( )a b c ab ac+ = +  

( ) , , , .b c a ba ca a b c R+ = + ∀ ∈  

分析：环的定义还可以这样理解：R 对于加法运算来说作成一个交换群；R 对于乘法运算来说作成

一个半群，而分配律是两种运算之间的桥梁。 
通过以上案例，引导学生理解中国同一些国家的关系。比如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是两个独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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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环的加法和乘法运算，而“一带一路”是连接两个国家的桥梁。 
案例 2 设 { }, 2, 1,0,1, 2,A = − −  。则 

|aRb n a b⇔ −  

是一个等价关系。并用此等价关系决定整数集 A 的分类 

[ ] [ ] [ ] [ ] [ ] [ ] [ ] [ ]0 1 2 1 1 2 2 1A n n n n n= − = + + −      。 

分析：模 n 剩余类中每个类的成员都有无限个，所有代表元都是平等，无论选哪一个元做代表，都

代表所在的类。 
通过以上案例，教师可以引出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平等”理论，培养学生的

爱国主义情怀，发奋图强，努力学习，为国争光。 
案例 3 一个整环 I 的一个元 a 在 I 里有唯一分解， 
假如以下条件能被满足 
ⅰ) 1 2 ra p p p=   ( ip 为 I 的不可约元)； 
ⅱ) 若同时 

1 2 sa q q q=   ( iq 为 I 的不可约元)； 
那么 r s= 。 
并且我们可以把 iq 的次序调整一下，使得 

i i iq pε=  ( iε 为 I 的单位)。 
分析：整环中一个元素的唯一分解，不是绝对意义下的唯一分解，而是相伴意义下的唯一分解。 
通过以上案例，教师可以引出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理论，自由平等观

念就是在社会中，人人都享受平等的待遇，可以(前提：不违法乱纪)按照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和能力去做任

何事情的理念，是带有约束条件的。 
以上案例都是从当前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深度挖掘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的爱国

主义精神，引导学生学成之后爱国爱人民，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华民族复兴努力奋斗，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奋斗。 

6. 结语 

全面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已成为中国高校所有教师的共识。课程思政融入抽象代数课堂教学，

恰似为庄稼田地注入营养、为人格的建立与养成塑造灵魂，是素质教育内涵建设中必不可少的源泉，是

为了使受教育者在知识输入的同时，更好地塑造其自身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世界观，在努力提升素质

教育的目的下，最终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我们将进一步按照教育部和河南省的文件精神努力

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把课程思政做好做精，真正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把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潜

移默化地沁入学生的心田，把抽象代数课程培育成思政示范课，以此带动其他课程思政和专业思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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