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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发挥拓扑学课程的育人功能，需要将专业课与课程思政紧密结合，并加强教学设计。本文对拓扑学课

程思政教学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设计。首先设置拓扑学课程的思政教学目标，其次依据思政教学目标和拓

扑学自身特点，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并探索思政元素的融入方式，再次构思拓扑学课程的思政教学过程，

将其分为课程导入、课程讲授以及课程小结三部分，并对教学过程的实施进行了具体说明，最后对拓扑

学课程的思政教学评价进行了探索，以期实现立德树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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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topology courses, it is necessary to closely 
combine professional courses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strengthen teaching de-
sig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esign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content of topology 
course. First, set up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bjectives of topology course. Second, 
based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topology’s own characteristics, 
deeply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method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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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hen, conceiv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process of 
topology course again. It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course introduction, course teaching and 
course summary, and specifically explai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aching process. Finally, it 
explores the eval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opology courses, with a view to 
achieving the goal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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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为根本，其核心任务是塑造具有良好品质的人，以实现立德树人的

目的。而教育部副部长钟登华指出要切实探索课程思政建设路径，提升教师育人能力，推进高校课程

思政高质量建设[1]。因此，大学数学课程需要肩负起加强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的重任。作为连接了数

学分析、几何等的核心课程，拓扑学奠定了分析、几何等相关领域的基础，改变了数学的基本面貌，

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样需要承担起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然而在将课程思政融入专业课的过程中，存

在着缺少系统教学设计、教学方法落后、融入过程过于僵硬、思政元素考虑不够全面等问题[2]，因此，

需要对拓扑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进行探索和实践，以期尽可能地发挥数学课程的育人功能，潜移默化

地实现价值引领。 

2. 优化课程目标，打好地基 

首先对课程目标进行设置，将其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知识与能力目标、过程与方法目标[3]以及情

感态度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前两个目标更注重于知识掌握与数学能力的培养，而后一个目标更注重于

发挥数学课程的思想教育功能(见表 1)。 
 
Table 1. Course objective design content 
表 1. 课程目标设计内容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内容 

知识与能力目标 能够掌握拓扑学的基本语言、基本概念以及拓扑性质，了解拓扑学发展简史和典型问题。 

过程与方法目标 感知拓扑学的学科性质，体会拓扑学研究问题的方法，对拓扑学有一个宏观的理解和认识。 

情感态度与思想

政治教育目标 
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科技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增强文化自信心；提

高将数学运用于现实的能力；培养高阶思维；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提升数学认知水平。 

3. 多维度挖掘课程思政，探究思政元素融入方式 

3.1. 构建课程思政元素维度框架 

课程思政元素种类繁多，依据思政教育目标以及结合拓扑学自身特点后，设立以下思政元素，具体

内容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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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pecific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表 2. 思政元素具体内容 

思政元素 内容 思政教育目标 与拓扑学的关联 

马克思主义哲学[4]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

义。 
培养正确的价

值观。 
拓扑学同样可以增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帮助理解事物的发展规律。 

科技创新思想 自主创新，学科融合创新，

攻坚创新，绿色科技创新等。 
培养学生的科

技创新意识。 

当今世界变局加速演进，创新成为各个国

家的战略核心[5]，而拓扑学在推动科技

创新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数学家的美好品质 
质疑、善良、无私、爱国、

淡泊名利、喜爱读书、努力

奋斗等。 

提高学生的道

德素养。 拓扑学家身上有许多难能可贵的精神。 

中国古代哲学 

道家等学派的思想，唐诗宋

词元曲小说中蕴含的哲学思

想，史书中记载的故事，古

代寓言等。 

增强文化自信

心。 

拓扑学中许多客观规律都与中国古代哲

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教学过程中融入

中国古代哲学，可以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心和荣誉感。 

生产生活实践 生活场景中、生产实践中、

自然中的数学应用等。 

提高将数学运

用于现实的能

力。 
生活中处处有拓扑学的影子。 

智育 
分析能力，综合能力，评价

能力，创造性思维，发散性

思维等。 
培养高阶思维。 拓扑学的学习有利于增强智育，有利于培

养高阶思维。 

美育 简洁美，对称美，奇异美等。 提升学生的审

美能力。 

拓扑学中的符号、几何、公理中充斥着诸

多美感。拓扑学之美可以帮助同学培养直

觉思维，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 

数学认知水平 对数学对象、数学观念、数

学结构的认知。 
提升学生数学

认知水平。 
从拓扑学的视角分析问题、拓扑学的语言

表达问题可以提升数学认知水平。 

3.2. 巧妙融入思政元素 

第一，依据教学内容润物无声地融入思政元素。拓扑学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具有隐形的特征，因此需

要思政元素与拓扑学相适配，润物无声的融入其中，可以依据拓扑学的定义定理教学、数学性质教学、

拓扑学发展史及典型问题等融入思政元素。 
第二，利用多媒体技术融入思政元素。适当运用图片、影音等方式展示与拓扑学相关的思政元素，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三，在拓扑学例题及习题中融入思政元素[6]。在设计拓扑学题目时，可以将思政元素作为隐形培

养目标或题目背景自然融入相关例题和习题之中。 

4. 精心设计拓扑学课程思政教学过程 

4.1. 巧用标题导入课程 

根据循序渐进的学习原则，对拓扑学整体的教学内容进行系统设计，并精心设计章节标题，章节标

题具有引人入胜的作用，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各章节标题体现了拓扑学课程的内功心法、核心

内容及哲学思想等的设计，帮助同学抓住每章的核心要点。章节标题将文字的魅力与数学的思想相结合，

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数学认知水平及思维能力，起到提升综合素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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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拓扑学教学内容分为四章，其中第一章为拓扑学启蒙，第二章为拓扑空间与连续性，第三章为

拓扑性质，第四章为商空间与闭曲面，每一章都通过章节标题进行课程导入，具体导入过程如表 3 所示： 
 
Table 3. Import process of Topology chapter title 
表 3. 拓扑学章节标题导入过程 

标题名称 课程导入过程与思政教育作用 

1.1 拓扑学关心的典型问题及发展 通过讲述问题和发展引入课程，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1.2 拓扑学课程内容及学习说明 通过概括课程内容和学习说明导入课程，增强认知理解。 

2.1 开天辟地：拓扑空间 利用成语描述导入拓扑空间，同时增强文化自信心。 

2.2 我来创造新空间：子拓扑空间 留下如何创造子拓扑空间的疑问，激发创新思维。 

2.3 三生万物：拓扑基与子基 通过解释三生万物与本节课联系导入课程，增强文化自信心。 

2.4 微观拓扑 从微观层面解释拓扑并导入课程，同时增强了对世界的认知。 

2.5 拓扑学的自豪：连续一统 通过对连续进行评价导入课程，提升高阶思维中的评价能力。 

2.6 咱哥俩真像：同胚映射与空间同胚 采用比喻修辞导入课程内容，同时体现了数学中的哲学关系。 

2.7 我想飞得更高：乘积拓扑 留下如何通过乘积拓扑创造新空间的疑问，激发创新思维。 

3.1 开集将你我分开：分离性 留下开集如何分离开空间中的两个原本不该重叠的部分的疑惑，

激发创新思维。 

3.2 邻域基和拓扑基中的成员数量：可数性 采用比喻修辞导入课程内容，同时体现了数学中的哲学关系。 

3.3 点集拓扑的高峰：铁策扩张定理及其应用 通过对铁策扩张定理的评价导入课程，提升评价能力。 

3.4 用有限掌控无限：紧致空间及其性质 留下有限如何掌控无限的困惑，增强对世界的认知。 

3.5 隔不开，斩不断：连通性 留下隔不开、斩不断为何形容连通性的疑惑，增强对世界的认知。 

3.6 条条大路通罗马：道路连通性 利用谚语导入课程，增加道路连通性的画面感及亲切感，增强学

生的空间想象力。 

4.1 再来创造新空间：商拓扑与商空间 留下如何创造商空间的疑惑，增强创新能力。 

4.2 拓扑流形与闭曲面 通过解释拓扑流形与闭曲面的概念导入课程，增强数学认知。 

4.3 数学结构的和谐相处：拓扑群简介 留下拓扑结构与群结构如何和谐相处的疑惑，增强数学认知。 

4.2. 采用多种课堂互动方式，活跃课堂讲授 

将思政元素与拓扑学具体内容相结合进行课程讲授，利用问题启发、小组讨论、小组汇报、感受分

享等课堂互动方式增强学生的课堂参与感，活跃课堂气氛，潜移默化地增强其综合素质，具体讲课设计

如表 4 所示： 
 
Table 4.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ecture design of topology course 
表 4. 拓扑学课程思政讲课设计 

章节及拓扑学内容 思政元素 融入课堂互动方式的讲课设计 

1.1 哥尼斯堡七桥问

题和四色定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

(实践与认识) 

讲述一笔画原理来源于实际中的哥尼斯堡七桥问题[7]，并提及该原

理可应用于洒水车路线不重复问题，通过问题提问启发学生理解实践

是认识的来源，认识是实践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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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1.1 康托尔等数学家

的故事 
数学家的美好品质

(质疑精神) 

讲述康托尔在开展数学探究时对于有穷集合勇于质疑并不断潜心研

究才能形成集合论的故事，来培养学生勇于质疑的精神，并带领同学

在互联网中搜索相关数学家故事并互相分享评价。 

1.1 拓扑学关心的典

型问题及发展 
数学认知水平 

(数学对象的认知) 

简要回顾拓扑学的研究对象、典型问题和简史帮助同学对拓扑学有一

个宏观的理解和认识，并采用小组讨论形式分享从拓扑学知识中领悟

到的人生哲理或者迸发出的关于拓扑学的奇思妙想。 

1.2 拓扑学学习说明 中国古代哲学 
(儒家思想) 

讲述拓扑学的发展史时引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

以成江海。”来帮助学生认识到事物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学习要日

积月累，同学分享类似的古代哲学。 

1.2 数学语言学习说

明 
美育 

(简洁美) 

讲述拓扑学的三条公理，帮助同学理解这三条公理互相之间没有交

集，却能够约束着所有拓扑结构，帮助同学体会数学的简洁美，小组

讨论拓扑学中还有没有类似的简洁美。 

2.1 开集性质 中国古代哲学 
(唐诗) 

讲述一个开集经过连续映射后其仍为一个开集时引入“卧看满天云不

动，不知云与我俱东”，采用多种提问方式帮助理解静止是相对的。 

2.1 拓扑空间概念学

习 
数学认知水平 

(数学观念的认知) 

讲述有些拓扑空间是为了说明问题构造的反例，本身并不十分重要，

以说明拓扑学学习的重点，帮助提高学生的数学观念，让同学分享应

该如何学习拓扑学。 

2.2 拓扑学映射概念

初识 
数学认知水平 

(数学结构的认知) 

讲述投射的性质以及映射连续的等价刻画，让学生感知到拓扑学中的

映射较比数学分析中遇到的映射具有更一般的意义，帮助提高学生对

数学对象的认识，让同学分享从中获得的启发。 

2.2 局部映射 科技创新思想 
(学科融合创新) 

借用多媒体技术，展示拓扑数据分析技术的流程图，让同学理解通过

建立局部映射使得高维空间局部具备欧式空间的性质，从而实现数据

可视化过程，让同学通过小组报告的形式展示拓扑学推动科技创新的

实例。 

2.3 利用子基构造拓

扑 
中国古代哲学 

(道家思想) 

利用提问和鼓励启发同学将子基做有限交，再将有限交并起来得到新

的拓扑，且设置思考问题，帮助同学理解三生万物的哲学思想，即交

和并是对立的，但组合起来可以构造新的事物，并让同学分享感受。 

2.4 开集与闭集的性

质 
美育 

(对称美) 
设置题目，给出开集的性质，让同学推测出闭集的性质，帮助体会数

学的对称美，让同学们分享感受。 

2.5 连续映射定义 智育 
(评价能力) 

解释连续映射定义的统一是拓扑学引以为傲的工作之一，学会对相应

数学内容进行评价，采用小组讨论的形式让同学对之前学过的知识进

行评价。 

2.6 展示不同的同胚

空间 
美育 

(奇异美) 
利用多媒体技术，展示各种同胚空间，并借用多媒体解释拓扑是一种

柔性的几何，帮助同学理解数学的奇异美[8]，让同学们分享感受。 

2.6 平环与莫比乌斯

带区别 
生产生活实践 

(生活中的应用) 

利用多媒体技术展示过山车在经过翻滚后仍然可以回归原位，解释原

理，即因为过山车路线与莫比乌斯带结构相似，以增强数学应用能力，

让同学通过小组报告的形式展示拓扑学中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2.7 乘积拓扑构造方

法 
智育 

(创造性思维) 

设置题目，让学生用一些已知的拓扑空间建造更高维度的拓扑空间，

并进行分享，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9]，以小组讨论的形式谈谈通

过拓扑学的学习如何发展了他们的思维能力。 

3.1 分离公理 智育 
(创造性思维) 

解释分离公理的原意是指是否可以用开集分离开空间中的两个原本

不该重叠的部分，同学举例分享如何用开集分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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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3.2 可数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

(直观与抽象) 
采用多媒体的形式展示可数性，解释直观现象与抽象概念紧密相连，

同学分享感受。 

3.3 铁策扩张定理 智育 
(评价能力) 

解释铁策扩张定理是较深刻的点集拓扑学结果，采用小组讨论的形式

让同学对之前学过的知识进行评价。 

3.4 紧致空间 马克思主义哲学

(有限与无限) 解释有限掌握无限的原理，并让同学分享感受。 

3.5 节连通性的抽象

概念与直观现象 
马克思主义哲学

(直观与抽象) 

举例讲授头绳在该处发生了折叠或粘合现象，则在拓扑学中认为该处

仍具有连续性，对蕴含的思政原理进行解释：直观现象可以与抽象概

念联系在一起，同学分享类似例子。 

3.6 节局部道路连通

空间与道路连通空

间 

马克思主义哲学

(部分与整体) 

讲述某一局部道路空间具有连通性时，它就变成了道路连通的，对蕴

含的思政原理进行解释：当部分的某个关键功能产生变化后能改变整

体的功能，同学分享类似例子。 

4.1 节欣赏蕴含拓扑

结构的建筑 
美育 

(审美观念) 
利用多媒体展示用于各种建筑中的克莱因瓶、莫比乌斯带等结构，同

学采用小组报告展示拓扑学之美 

4.2 拓扑流形与闭曲

面 
科技创新思想 

(学科融合创新) 
解释拓扑优化与闭曲面分类定理产生的关联，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怀，

让同学分享自己的理想，同学之间互相点评鼓励。 

4.3 节讲述拓扑结构

与群结构的关系 
数学认知水平 

(数学结构认知) 
对两者的相容性进行解释，采用启发提问帮助同学感受数学结构之间

的关联，提高学生对数学结构的认识。 

4.3. 为思政元素留白，共同进行思政知识点小结 

在课程小结环节中，可以借助思维导图对本节课的教学内容进行总结，在设计思维导图和表格的时

候除了需要聚焦教学重点外还要结合本节课涉及的思政元素，并且要为思政元素留下填空的内容，这样

就可以在课上通过知识的梳理和回顾让学生记起学过的思政内容，启发学生将填空的内容一起补充上，

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实现立德树人的目的。例如在 1.3 节总结开集的性质时引导学生：“同学们发

现了吗，思维导图上有一个空白，这里应该填什么呢？老师来给大家一个提示，一个开集经过连续映射

后其仍为一个开集体现了怎样的哲理呢？”达到帮助同学深入理解思政元素的目的。 

5. 丰富拓扑学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方式 

思政教学评价是为了对教学效果及教学过程进行监控，对教学目标达成度、教学设计合理性、学生

综合素质培养程度等进行评估，以便及时得到教学反馈，进而完善教学设计，思政教学评价主要设置以

下几种方式： 
第一，考察同学在课堂中的表现。例如考察在课程讲授过程中同学对拓扑学中思政元素的反应能力

以及行为举止等，而在小组讨论环节或分享活动中，考察同学的参与状况以及发言频繁程度等。 
第二，考察小组报告完成情况。例如考察小组报告中对思政元素的认知层次、语言组织、演示操作、

内容深度和广度、创新形式等方面，并且融入学生自评、互评及教师评价的环节，记录同学的具体表现

以及评价内容，依据文字记录进行总评。 
第三，考察课后作业完成情况。例如利用智慧树软件阶段性地布置一定数量的客观题目和主观题目，

题目内容包含拓扑数学题目、相关资料查找、感想总结、小组合作探究等，在注重拓扑学知识性的同时，

题目要与每节课所涉及的思政元素有所关联，同时教师需明确作业完成时间及具体要求等，在时间截至

之后对作业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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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课程思政作为高校思想政治课程体系之外的补充，必须深度挖掘课程中蕴含的隐形思政资源，把课

程思政单独看做一门课程或是一种特别的理念，有可能会使教师进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误区，产生无所适

从的现象[10]。因此，将思政元素融入大学拓扑学课程的过程中，不能忽视拓扑学自身特点，只有从不同

角度深入探索蕴含的思政元素，并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才能潜移默化地滋润心田，实现立德树人、培

养价值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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