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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高课程思政建设成效，解决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难题，本文以课程建设理论为基础，利用

AMOS构建线性代数课程思政建设中的结构方程模型，从教学理念、教学过程、教学效果三个影响因素

探讨师德风范在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关系。结果表明在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师德风范与教学理

念、教学过程、教学效果均呈正相关关系，可以在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通过促进教学理念、教学过程、

教学效果与课程思政的融合，进而加强教师师德风范，提高课程思政建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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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solve the 
problems faced in the course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uses AMOS to construct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linear algebra curriculum, and discusses the role of 
teachers’ ethics in the proc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from the 
thre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eaching idea, teaching process and teaching eff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process of curriculum education development, teachers’ ethics style is positively corre-
lated with teaching concept, teaching process and teaching effe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
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idea, teaching process, teaching effect and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can be promoted, so as to strengthen teachers’ 
morality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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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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话中提到，“其他各门课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

田，要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要做到“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

立德树人落实机制”[2]，需要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协同发力。在新形势下，确立新时代的教

育观、教学观，发展课程文化，做好课程思政元素与专业课程的衔接，有助于把握课程思政的内涵，在

课程教学中真正实现全方位的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自觉构建全方位育人的大格局[3]。 
师德风范体现了教育的道德观念与教学品质，是教师爱与责任的统一表现。师德风范直接决定着学

校教学质量的高低，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及素质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为了讨论师德风范在线性代数课

程思政建设过程中的作用，根据课程建设理论编制问卷，从教学理念、教学过程、教学效果三个维度出

发，利用 AMOS 软件讨论这三个维度与师德风范的路径关系，从数理模型的角度构建线性代数课程思政

体系中的师德风范与教学理念、教学过程、教学效果的关系。 

2. 理论假设与模型构建 

2.1. 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SEM) [4]基于变量的协方差矩阵来分析变量间的关系，包括测量模型与结构模型。测

量模型旨在评价观察指标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模型在于求出潜变量与潜变量间的关系。结构方程

模型的分析步骤一般包括以下四个：设计、拟合、评价以及修正，若经检验拟合较好，则无需再模型修

正。 
测量方程式反映观测变量与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测量方程式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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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ξ δ= Λ +  

yY ξ ε= Λ +  

其中 X 为外生观测变量，对应问卷中课程思政影响因素的四个维度的相关问题；Y 为内生观测变量，由

问卷中课程思政相关题项组成；ξ为外生潜变量，由经过因子分析的课程思政影响因素构成， xΛ 和 yΛ ，

是方程的系数矩阵，δ和 ε是误差项。 
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引入潜变量和显变量这两个概念，能根据变量间的内生性，找到变量间可能存在

的路径关系，很适合在课程思政建设中不同路径关系的梳理。 

2.2. 模型指标介绍 

问卷设计围绕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展开，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探讨课程思政的路径构建，

目的在于提高大学生在线性代数学习过程中课程思政的效果。基于现有文献，结合相关课程知识，通过

对高校课程思政课程建设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从教学理念、教学过程、教学效果到课程思政价值的实

现，教师的师德风范在课程思政建设中起到桥梁作用，教师的学术素养与教学因素成为影响课程思政效

果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设定教学理念、教学过程、教学效果这三个潜变量与师德风范的建设作用探

讨，每一个潜变量均设置了可观测变量(即显变量)，共计 11 项。 
教学理念是对教学活动所持有的基本态度或者观念，经常从理论层面、操作层面、学科层面进行区

分。要明确知识的育人功能，发现自然科学的价值引领作用，高校教师不仅要为学生传授学术知识，也

要发挥高校教育对社会文明的引领作用[1]。为了从教学理念体现课程思政的价值，问卷从知识育人功能

(变量名 Q4)、课程思政特殊价值(变量名 Q5)、教师使命(变量名 Q6)与课程思政的结合这 3 个方面的显变

量来刻画教学理念这一潜变量。 
“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不能解，则非师也”。严谨治学、精益求精是教师必须要遵从的职业

道德规范。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仅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熟练运用课程知

识进行教学工作，还要懂得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内容。如何在教学过程遵守职业规范，做好教育承

诺，提高学生责任感，因此，问卷从教育承诺(变量名 Q7)、学生责任感(变量名 Q8)这 2 个方面来讨论师

德风范与课程思政的关系。 
教学过程是师生在共同实现教学任务中的活动状态变换及时间流程[3]，由教和学构成。“博学之，

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中国教育家对学习过程最早的概括。不同学科差异要求有不

同的方式，同一大类学科内部不同具体学科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知识分化越来越细，学术性成为了教

师与学生之间的课业期盼与主题互认[2]。因此问卷从学术深度(变量名 Q9)、知识广度(变量名 Q10)、知

识转化(变量名 Q11)这三个方面来讨论教学过程与课程思政的结合。 
从课程思政的角度来说，学生在进行课程学习后，能否主动完成任务，能否提升学习兴趣以及对未

来学生生涯发展的信心，能否积极进行小组学习承担小组分工，能否积极将所学知识与专业知识结合都

是在教学效果中需要关注的点。因此，问卷从理想信念(变量名 Q12)、集体参与度(变量名 Q13)、学习实

践(变量名 Q14)这三个方面来讨论教学效果与课程思政的结合情况。 
高尚的师德和良好的师风是教师职业的内在要求，基于对以上可观测变量性质的客观分析，对教学

理念、教学过程、教学效果与师范风德的关系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 1：师德风范与教学理念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 2：师德风范与教学过程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 3：师德风范与教学效果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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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来源 

通过完全随机抽样的形式，对某医学院校需进行线性代数学习的 2020 级学生进行横断面调查，了解

课程思政在实施过程中的影响，为优化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思路。量表采用采用 Likert scale 5 点计分法，

“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分数越高，说明越满足题项设定的情境。共发放

问卷 137 份，有效问卷为 137 份，问卷有效率为 100.0%。 
被测群体男生占比 36.1%，女生占比 63.9%。理科生占比 43.07%，文科生占比 56.93%。量表使用各

构念指标 KMO 值与 Bartlett’s 球形检验评价量表效度。Bartlett’s 球形检验显著性为 0.000，表示题项具有

共同因素，KMO 应在 0.6 以上，越接近 1 表示越适合因子分析。正式发放并回收问卷显示量表总体

Cronbacha’s 系数值是 0.964，表明问卷内部一致性较好。同时，效度分析发现量表总 KMO = 0.817，分

量表 KMO 均在 0.7 以上，p < 0.001，拒绝 Bartlett’s 球形检验零假设，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发现，因子的标

准载荷值均高于 0.7，AVE = 0.732，表明问卷内部效度良好。 

4. 实证分析 

教师作为整个教学流程的主体，对教学理念、教学过程、教学效果中课程思政的体现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因此，本文讨论的是线性代数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教学理念、教学过程、教学效果与师德风

范的关系，四个维度属于主观认知，难以测量。通过前期文献查阅，发现结构方程模型不仅能对预先构

建的理想模型进行评价，还可以检验概念模型的合理性，并对构建的模型讨论真伪。因此，本文使用结

构方程模型并根据外因变量的协方差及协方差显著性检验、方差及其显著性检验、结构模型拟合度指数

进行讨论，探究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4.1. 模型构建 

根据问卷数据，绘制课程思政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如图 1，其中方形框表示显变量(即观测变量)，
椭圆表示潜变量。 
 

 
Figure 1.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based on teacher’s morals 
图 1. 基于师德风范的课程思政建设作用结构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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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回归系数路径图可知，教学理念、教学效果、教学过程、师德风范(除 Q14 外)下的观测变量

的 C.R.值大于 1.96，说明这个 4 个潜变量的 11 个观测变量都能较大程度的解释潜变量，模型整体效度水

平高。教学理念、教学过程、教学效果对师德风范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0.458，0.513，0.082，由此可得出

构建模型前的三个假设均成立。 
 
Table 1. Path diagram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表 1. 回归系数路径图 

 路径  非标准化 
路径系数 

S.E. C.R. P 标准化路径

系数 

师德风范 <--- 教学理念 0.417 0.110 3.784 *** 0.458 

师德风范 <--- 教学过程 0.488 0.116 4.217 *** 0.513 

师德风范 <--- 教学效果 0.068 0.034 1.992 * 0.082 

Q6 <--- 教学理念 1.000    0.973 

Q5 <--- 教学理念 1.052 0.034 30.857 *** 0.970 

Q4 <--- 教学理念 0.952 0.038 25.324 *** 0.944 

Q11 <--- 教学过程 1.000    0.949 

Q10 <--- 教学过程 1.025 0.039 26.241 *** 0.974 

Q9 <--- 教学过程 1.005 0.046 21.786 *** 0.939 

Q7 <--- 师德风范 1.000    0.956 

Q8 <--- 师德风范 0.961 0.046 20.968 *** 0.931 

Q12 <--- 教学效果 1.000    0.912 

Q13 <--- 教学效果 0.816 0.160 5.110 *** 0.858 

Q14 <--- 教学效果 0.029 0.074 0.394 0.693 0.031 

注：<---表示变量的路径指向，***表示 P < 0.001 下显著，*表示 P < 0.05 下显著。 

4.2. 模型适配度分析 

由表 2 可知 4 个潜变量与 11 个观测变量的误差变量测量误差值均为正数，绝大部分达到 0.05 的显

著性水平，表示模型无界定性问题，基本适配度相对较好。 
 
Table 2. Estimated value of measurement residual variation 
表 2. 测量残差变异量估计值 

误差变量 估计值 S.E. C.R. P 

e13 0.500 0.068 7.323 *** 

e14 0.460 0.066 6.991 *** 

e18 0.609 0.133 4.586 *** 

e12 0.033 0.009 3.688 *** 

e1 0.028 0.006 4.805 *** 

e2 0.034 0.007 5.023 *** 

e3 0.056 0.009 6.430 *** 

e4 0.050 0.008 5.994 *** 

e5 0.026 0.006 4.280 ***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1.93114


林薇 等 
 

 

DOI: 10.12677/ces.2021.93114 698 创新教育研究 
 

Continued 

e6 0.062 0.010 6.333 *** 

e10 0.039 0.009 4.345 *** 

e11 0.059 0.010 5.727 *** 

e15 0.097 0.116 0.829 0.407 

e16 0.165 0.079 1.965 * 

e17 0.549 0.071 7.748 *** 

注：***表示 P < 0.001 下显著，*表示 P < 0.05 下显著。 
 

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度参数指数评价结果均为理想，绝对适配统计量 CMIN/DF、RMSE、RMR、GFI、
AGFI、NCP 符合结构方程模型的参考标准，指数评价均为理想。增值适配度统计量 NFI、RFI、IFI、GFI、
TLI 符合模型参考标准。PNFI、PGFI 为 0.614 和 0.624，指数评价结果为理想。 

5. 实证结果分析 

5.1. 结果 

通过对可观测潜变量对教学理念、教学过程、教学效果的路径结果进行分析，发现 11 个观测变量均

能较大程度地解释潜变量，模型整体效度水平高。并且，结合三个维度与师德风范结构方程路径系数的

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教学理念到师德风范的路径系数为 0.458，影响显著，呈正相关的关系，假设 1 被证实，由表 1

可知，Q4、Q5、Q6 的标准路径系数为 0.973、0.970、0.944，说明从教学理念的角度，知识育人功能与

课程思政的结合、课程思政特殊价值与课程思政的结合、教师使命与课程思政的结合会影响到师德风范

的建设。 
2) 教学过程到师德风范的路径系数为 0.513，影响显著，呈正相关的关系，假设 2 被证实，由表 1

可知，Q9、Q10、Q11 的标准路径系数为 0.939、0.956、0.931，说明从教学过程的角度，学术深度与课

程思政的结合、知识广度与课程思政的结合、知识转化与课程思政的结合对师德风范起着显著的作用。 
3) 教学效果到师德风范的路径系数为 0.082，影响显著，呈正相关的关系，假设 3 被证实，由表 1

可知，Q12、Q13、Q14 的标准路径系数为 0.912、0.858、0.031，说明学习实践与课程思政的结合对师德

风范的建设作用并不明显，而针对于学生理想信念和集体参与度的培养应在教学过程中得到加强。 

5.2. 结论 

本文通过使用问卷调查方法来探究在线性代数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师德风范所起到的作用，在 SPSS
和 AMOS 统计软件的基础上，综合分析课程思政建设中的影响因素，同时结合相关政策文件对建设路径

之间的因果关联进行量化，并构建相关的模型进行验证。结果显示，师德风范与教学理念、教学过程、

教学效果均呈正相关关系，表明教师应促进教学理念、教学过程、教学效果与课程思政的融合，培养良

好的师德风范，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及心理素质，进而提高课程思政建设成效。同时，在课程思政建设

中，师德风范的培养需要教师具有丰富的知识储备，不断提高教学理论的实用性和创造性；在教学过程

中，师德不是一个空洞的思想外壳，需要与课程思政有机结合，积极解决问题，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与

素质，从而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情感与价值观兼顾的全面教育目的；最终的教学结果，需要教师与

学生共同维护，坚定学生的理想信念、提高大家的集体参与度，使课程思政建设进一步发展。 
教学理念、教学过程与师德风范的路径系数大于教学效果对师德风范的路径系数，说明教学理念、

教学过程与师德风范的关联性更强。《线性代数》作为大学公共课程，学生受众广，然而抽象的教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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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与思政案例无法引起学生的共鸣[5]，教材语言不能积极有效地转变为教学语言，最终导致思政元素的

解释能力效果微弱，在教学效果上对思政教育起到较弱的影响[6] [7]。课程思政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

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8]，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

的根本任务的综合教育理念[9]。在线性代数课程大纲中应有机融入课程思政目标，并在课程考核中得以

体现，让学生树立“知识探究、能力建构、品格养成”的教育教学理念[10]，重新构建由线性代数等基础

课程组成的课程体系，真正实现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1]。教师的师德风范与言谈

举止，本身就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意义。在与学生的教学交往中，教师是教学“对话”的主导者，不仅

要授业、解惑，更要传道，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大道”。为此，优化课程思政建设，教师是关键。

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通过线性代数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做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为一体的

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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