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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湖南省地方高校的数学师范生为对象，首先从数学学科课程思政的意义、目的、特点、素材、方案、

实施等六个方面进行问卷调查获得数据，然后运用统计软件，从总体和人口变量学两方面，来对数学师

范生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现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湖南省地方高校数学师范生课程思政

意识较强但能力亟待提高，从人口变量学差异上看数学师范生的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实际教学效

果不佳。最后，结合数学师范生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现状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为地方高校

进一步提高数学师范生的培养质量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湖南省，地方高校，数学师范生，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Consciousness and Ability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of Normal Students  
in Mathematics 
—Taking Local Universities in Hunan Province as Examples 

Meijuan Zhou, Juncheng Li* 
College of Mathematics and Finance, Hunan University of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udi Hunan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6199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6199
https://www.hanspub.org/


周美娟，李军成 
 

 

DOI: 10.12677/ces.2023.116199 1301 创新教育研究 
 

Received: Apr. 14th, 2023; accepted: May 31st, 2023; published: Jun. 9th, 2023 
 

 
 

Abstract 
Taking normal students in mathematics from local universities in Hunan province as the objec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s conducted to obtain data from the significance, purpose, characteristics, 
materials, plans, and implementation of mathematics subjec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n, statistical software is used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awareness and ability in curriculum of normal students in mathematics from overall a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in curri-
culum of normal students in mathematics is strong, but their abilities urgently need to be im-
prov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mographic differences, the actual teaching effect of cultiv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and abilities in curriculum of normal students in mathematics 
is not satisfactory.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local universitie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normal stu-
dents in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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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师范生既是受教育者又是未来教师。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师范生专业特点及其培养要求，专

业课程特别是教育类课程的教学不仅要使学生成为有德之人，也需培养其育德意识与育德能力，使之能

成为未来的育德之师[1]。教育部在 2021 年 4 月出台的《中小学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
中将师德师风作为中小学教育等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的第一标准，要求师范生能理解学科课程育人

功能，能在教育实践中结合课程特点、挖掘课程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并将之有机融入教学。教育部最新

颁布的《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对基础教育数学教师队伍建设和师范院校职前数学教师的

培养也提出了新要求。 
近年来，国内的专家学者对课程思政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与研究。魏昌武等[2]提出为提升地方高校师

范生思想政治素质，应以课程思政理念为指导，在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融入思政教育，构建“心理学”

课程思政体系；张登玉等[3] [4]提出课程思政的策略包括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依据师范专业认证要求加强

专业建设，优化课程教学内容，构建实践教学模式，注重师德师风教育；刘小云[5]提出历史学师范专业

课程思政着力点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大纲、课程教学及评价改革，突破口在专业课程思政、教师

教育课程思政、实践课程思政一体化推进及变革传统教学评价方式；林霞[6]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

法对公共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现状进行调查并系统分析与深入讨论，力求对公共体育课程思政鲜明特征、

必要性以及实施策略进行系统研究和探索，旨在提高公共体育课程思政教学实效性，为如何更好实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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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体育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协同育人提供具体实践参考；刘吉俊等[7]结合英语专业教学特点，分别从加

强英语教师师资队伍建设、促进课程思政与英语专业教学的深度融合、建立健全课程思政评价体系三方

面提出了师范院校英语专业课程思政的建设路径；顾佳丽等[8]提出了凝练教学目标、更新教育理念、探

究教学模式、探索实施路径、提升育人能力、设计教学方案、引入教学案例、丰富教学资源、完善评价

体系、组织教研活动、开展特色活动等课程思政实施方法。 
注意到，大多学者是对整体师范生的课程思政建设现状进行分析，或针对化学、物理、历史学、英

语等专业师范生的课程思政进行探索，但很少有学者对数学师范生的课程思政建设进行分析，特别是通

过实际数据开展分析的更少。为了较为全面地了解湖南省地方高校数学师范生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现

状，本文通过设计合理的调查问卷，面向湖南省多所地方高校的数学师范生搜集调查数据，并对统计数

据进行分析，从而为湖南省地方高校进一步提高数学师范生的培养质量提供参考依据。 

2. 调查问卷的设计与调查数据的检验 

为保证调查数据的科学性与专业性，调查问卷紧扣“课程思政”这一主题，从数学师范生对数学学

科课程思政的意义、数学学科课程思政的目的、数学学科课程思政的特点、数学学科课程思政的素材、

数学学科课程思政的方案、数学学科课程思政的实施等方面进行设问，以期全面了解湖南省地方高校数

学师范生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调查问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旨在了解湖南省地方高校数学师范生

的基本状况；第二部分旨在了解湖南省地方高校数学师范生对课程思政的认知程度和课程思政能力的现

状。调查问卷的具体设问如表 1 所示。 
 
Table 1. Question setting for survey questionnaire 
表 1. 调查问卷的设问 

问题类别 问题编号 问题内容 

第一部分 
(单选题) 

Q1 您的性别是？ 

Q2 您所在的年级？ 

Q3 您的政治面貌？ 

Q4 您毕业后打算任教的学段？ 

第二部分 
(单选题) 

Q5 您可以区分“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这两个概念吗？ 

Q6 您对“课程思政”的基本内涵有所了解吗？ 

Q7 您知道“课程思政”在中小学被称为“学科德育”吗？ 

Q8 您在读期间，学校是否开设了与“中小学德育”相关的课程？ 

Q9 您在读期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提及“中小学德育”有关的内容吗？ 

Q10 作为一名未来的中小学教师，您认为在中小学数学学科实施德育教育是否重要？ 

Q11 作为一名未来的中小学教师，您清楚在中小学数学学科实施德育的基本特点吗？ 

Q12 作为一名未来的中小学教师，您清楚在中小学数学学科实施德育的内容框架吗？ 

Q13 作为一名未来的中小学教师，您清楚在中小学数学学科实施德育的具体内容吗？ 

Q14 作为一名未来的中小学教师，您在观摩课堂教学设计或课堂教学过程中关注德育

内容吗？ 

 
借助“问卷星”平台对湖南省多所地方高校的数学师范生进行线上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 425

份，调查对象的结构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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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tructure of survey subjects 
表 2. 调查对象的结构 

人口学变量 占比 

性别 
男 25.65% 

女 74.35% 

年级 

大一 26.35% 

大二 32.01% 

大三 27.76% 

大四 13.88%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2.59% 

共青团员 85.88% 

群众 11.53% 

民主党派人士 0% 

毕业任教学段 

小学 5.65% 

初中 72.47% 

高中 21.88% 
 

运用“问卷星”平台的 SPSS 统计分析软件采用克隆巴赫信度系数对调查数据的信度进行检验。一

般认为，克隆巴赫信度系数越大，说明测量的可靠性越高，若克隆巴赫信度系数在 0.6 以下则需要重新

修订问卷。通过检验，本调查问卷的克隆巴赫信度系数值为 0.746，说明调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较好。 
运用“问卷星”平台的 SPSS 统计分析软件采用 KMO 值对调查数据的效度进行检验。一般认为，

KMO 值在 0.8 以上，说明调查数据的效度很合适；在 0.6~0.8 之间，说明调查数据的效度较合适；在 0.6
以下则说明调查数据的效度很差。通过检验，本调查问卷的 KMO 值为 0.815，说明本调查问卷具有较好

的效度，可以用来统计分析。 

3. 调查结果分析 

3.1. 数学师范生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总体现状分析 

3.1.1. 数学师范生对课程思政的了解程度 
湖南省地方高校数学师范生对课程思政的了解程度通过对编号分别为Q5 与Q7这两个问题的数据进

行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Understanding of concep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表 3. 对课程思政概念的了解程度 

问题编号 答案选项 占比 

Q5 

完全可以区分 9.65% 

大致可以区分 53.18% 

不能区分 28.24% 

不确定 8.93% 

Q7 

知道 39.06% 

不知道 45.88% 

不确定 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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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可知，仅有 62.83%的数学师范生完全可以区分或大致可以区分“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

这两个概念，高达 60.94%的数学师范生不知道或者不确定“课程思政”在中小学被称为“学科德育”。

为了进一步了解数学师范生对课程思政基本信息的掌握情况，对编号分别为 Q6、Q11、Q12 和 Q13 这四

个问题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Table 4. Mastery of basic in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表 4. 对课程思政基本信息的掌握情况 

问题编号 答案选项(占比) 

Q6 非常了解 
(4.94%) 

比较了解 
(21.18%) 

一般了解 
(44.94%) 

不太了解 
(26.35%) 

没听说过 
(2.59%) 

Q11 非常清楚 
(15.76%) 

比较清楚 
(33.41%) 

一般清楚 
(37.65%) 

不清楚 
(10.59%) 

不确定 
(2.59%) 

Q12 非常清楚 
(14.12%) 

比较清楚 
(28.71%) 

一般清楚 
(40.71%) 

不清楚 
(14.35%) 

不确定 
(2.11%) 

Q13 非常清楚 
(12.47%) 

比较清楚 
(29.88%) 

一般清楚 
(40.94%) 

不清楚 
(14.12%) 

不确定 
(2.59%) 

 
由表 4 可知，仅有 26.12%的数学师范生表示对“课程思政”的基本内涵非常了解或比较了解；仅有

49.17%的数学师范生表示非常清楚或比较清楚在中小学数学学科实施德育的基本特点；仅有 42.83%的数

学师范生表示非常清楚或比较清楚在中小学数学学科实施德育的内容框架；仅有 42.35%的数学师范生表

示非常清楚或比较清楚在中小学数学学科实施德育的具体内容。 
综合表 3 与表 4 可知，湖南省地方高校数学师范生对课程思政概念和课程思政基本信息的了解程度

不高。 

3.1.2. 数学师范生对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重视程度 
湖南省地方高校数学师范生对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重视程度通过对编号为 Q10 这个问题的数据进

行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 
 
Table 5. Importance lev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表 5. 对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重视程度情况 

答案选项 占比 

非常重要 70.12% 

比较重要 27.06% 

一般重要 1.65% 

不重要 0.24% 

不确定 0.93% 

 
由表 5 可知，高达 97.18%的数学师范生认为在中小学数学学科实施德育教育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

由此可见，湖南省地方高校数学师范生对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的重视程度很高。 

3.1.3. 数学师范生对对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培养的主观能动性 
湖南省地方高校数学师范生对对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主观能动性通过编号为 Q14 这个问题的

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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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Developing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表 6. 对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主观能动性情况 

答案选项 占比 

会关注 81.18% 

不会关注 5.18% 

不确定 13.64% 

 
由表 6 可知，虽然有 13.65%的数学师范生表示不确定自己是否会在观摩课堂教学设计或课堂教学过

程中关注德育内容，但有高达 81.18%的数学师范生表示会在观摩课堂教学设计或课堂教学过程中会关注

德育内容。由此可见，湖南省地方高校数学师范生对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主观能动性是较强的。 

3.1.4. 教师对数学师范生的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重视程度 
湖南省地方高校教师对数学师范生的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重视程度通过编号分别为 Q8 和 Q9

这两个问题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 
 

   
(a) 开设“中小学德育”相关课程情况            (b) 教学中提及“中小学德育”有关内容情况 

Figure 1. The importance attached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图 1. 对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重视程度情况 

 
由图 1 可知，有 81.88%的数学师范生表示学校开设了与“中小学德育”相关的课程，有高达 91.29%

的数学师范生表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经常提及或偶尔提及“中小学德育”有关的内容。由此可见，湖

南省地方高校教师对数学师范生的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是比较重视的。 

3.2. 数学师范生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现状的人口变量学差异分析 

在设计调查问卷时，对于数学师范生的基本情况，有性别、所在年级，政治面貌和未来打算任教学

段等人口变量学。考虑性别、政治面貌和未来打算任教学段可能对本研究的问题没有很大影响，故下面

重点分析不同年级的数学师范生的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现状。与分析地方高校数学师范生课程思政意识

与能力的现状总体情况类似，通过四个方面来分析不同年级的数学师范生的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现状。 

3.2.1. 不同年级数学师范生对课程思政的了解程度 
湖南省地方高校不同年级数学师范生对课程思政概念的了解程度通过编号分别为 Q5、Q7 这两个问

题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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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Understanding of concep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between different grades 
表 7. 不同年级数学师范生对课程思政概念的了解程度情况 

问题编号 年级 答案选项(占比) 

Q5 

大一 完全可以区分 
(6.25%) 

大致可以区分 
(43.75%) 

不能区分 
(35.71%) 

不确定 
(14.29%) 

大二 完全可以区分 
(7.53%) 

大致可以区分 
(50.74%) 

不能区分 
(32.35%) 

不确定 
(9.56%) 

大三 完全可以区分 
(11.86%) 

大致可以区分 
(66.10%) 

不能区分 
(17.80%) 

不确定 
(4.24%) 

大四 完全可以区分 
(16.95%) 

大致可以区分 
(50.85%) 

不能区分 
(25.42%) 

不确定 
(6.78%) 

Q7 

大一 知道 
(40.18%) 

不知道 
(50.89%) 

不确定 
(8.93%)  

大二 知道 
(36.03%) 

不知道 
(44.85%) 

不确定 
(19.12%)  

大三 知道 
(40.68%) 

不知道 
(43.22%) 

不确定 
(16.10%)  

大四 知道 
(40.68%) 

不知道 
(44.07%) 

不确定 
(15.25%)  

 
由表 7 可知，湖南省地方高校数学师范生大三的学生对课程思政概念的了解程度最高，大一学生对

课程思政概念的了解程度最低；每个年级知道“课程思政”在中小学被称为“学科德育”的情况相差不

大，了解程度都比较低，但大二的数学师范生对其了解程度最低。由此可见，湖南省地方高校数学师范

生大三的学生课程思政的了解程度相比于其他年级要高一些，但了解程度总体偏低。 
为了进一步了解不同年级数学师范生对课程思政基本信息的掌握情况，通过对编号分别为 Q6、Q11、

Q12 和 Q13 这四个问题的数据进行分析，若对 Q6、Q11、Q12 和 Q13 这四个问题的选择是非常清楚、比

较清楚或者一般清楚，则认为该数学师范生对课程思政基本信息的清楚掌握，结果表 8 所示。 
 
Table 8. Mastery of basic in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between different grades 
表 8. 不同年级数学师范生对课程思政基本信息的掌握情况 

年级 
了解“课程思

政”的基本内涵
(Q6) 

清楚在中小学数学学科

实施德育的基本特点
(Q11) 

清楚在中小学数学学科

实施德育的内容框架
(Q12) 

清楚在中小学数学学科

实施德育的具体内容
(Q13) 

大一 63.75% 79.46 % 74.11 % 71.43 % 

大二 68.39% 83.68 % 80.88 % 80.15 % 

大三 79.66% 97.46 % 94.91 % 94.92 % 

大四 74.57% 88.13 % 84.74 % 89.83 % 
 

由表 8 可知，湖南省地方高校数学师范生的大三学生对课程思政的了解程度相比于其他年级是较高

的，大二与大四学生对课程思政的了解程度相差不大，大一学生对课程思政的了解程度最低。 

3.2.2. 不同年级数学师范生对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培养的重视程度 
湖南省地方高校不同年级数学师范生对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培养的重视程度通过编号为 Q10 这一问

题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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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 The importance attached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between different grades 
表 9. 不同年级数学师范生对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培养的重视程度情况 

年级 
答案选项及其占比 

非常重要 比较重要 一般重要 不重要 不确定 

大一 79.46% 18.75% 1.79% 0.00% 0.00% 

大二 68.38% 28.68% 0.74% 0.00% 2.21% 

大三 66.10% 31.36% 1.69% 0.85% 0.00% 

大四 64.41% 30.51% 3.39% 0.00% 1.69% 
 

由表 9 可知，湖南省地方高校数学师范生大一学生对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重视程度相比于其

他年级相对较高，而其他三个年级的数学师范生对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重视程度相差不大。 

3.2.3. 不同年级数学师范生对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培养的主观能动性 
湖南省地方高校不同年级数学师范生对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培养的主观能动性通过编号为 Q14 这一

问题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10 所示。 
 
Table 10. Developing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between different grades 
表 10. 不同年级数学师范生对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培养的主观能动性情况 

年级 
答案选项及其占比 

会关注 不会关注 不确定 

大一 83.93% 2.68% 13.39% 

大二 80.15% 5.88% 13.97% 

大三 82.20% 4.24% 13.56% 

大四 76.27% 10.17% 13.56% 
 

由表 10 可知，湖南省地方高校数学师范生大一学生对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主观能动性相比于其它

三个年级的数学师范生相对较高，但和大二、大三学生对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主观能动性相差不大，

而大四学生对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主观能动性最低。 

3.2.4. 教师对不同年级数学师范生的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重视程度 
湖南省地方高校不同年级数学师范生的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重视程度通过对编号为 Q8 和 Q9

这两个问题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11 所示。 
 
Table 11. The importance attached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between different grades 
表 11. 教师对不同年级数学师范生的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重视程度情况 

问题编号 年级 答案选项(占比) 

Q8 

大一 是(83.93%) 否(16.07%)   

大二 是(78.68%) 否(21.32%)   

大三 是(77.97%) 否(22.03%)   

大四 是(93.22%) 否(6.78%)   

Q9 

大一 经常提及(38.39%) 偶尔提及(47.32%) 没有提及(8.04%) 不确定(6.25%) 

大二 经常提及(36.76%) 偶尔提及(54.41%) 没有提及(3.68%) 不确定(5.15%) 

大三 经常提及(41.53%) 偶尔提及(54.24%) 没有提及(4.24%) 不确定(0.00%) 

大四 经常提及(38.98%) 偶尔提及(54.24%) 没有提及(1.69%) 不确定(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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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1 可知，湖南省地方高校教师对大四数学师范生的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重视程度最高，

对大二与大三数学师范生的培养重视程度次之，而对大一数学师范生的培养重视程度最低。 

4. 基本结论与建议 

4.1. 基本结论 

由调查结果分析可知，对于湖南省地方高校数学师范生课程思政的意识与能力现状，从总体上看存

在一定问题，主要体现教师对数学师范生的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较为重视，同时数学师范生对课

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的重视程度和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主观能动性也比较大的，而数学师范

生却对课程思政的了解程度偏低。这一结果表明，湖南省地方高校数学师范生课程思政意识较强但能力

亟待提高。同样说明湖南省地方高校已按照相关政策，实施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但在数学

师范生对于课程思政意识的提升与能力的提高上并不明显，仍需进一步落实。 
从人口变量学上的差异来看，湖南省地方高校不同年级的数学师范生课程思政的意识与能力现状同

样存在问题，主要体现在教师对大四的数学师范生的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是最重视的，但大一的

数学师范生对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重视程度和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主观能动性比其他三个

年级高。这一结果表明，教师对培养数学师范生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重视程度与数学师范生对课程思

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主观能动性不成正比。对于数学师范生的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实际教学效果

不佳的情况，同样表明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这一政策没有落实到位，造成原因可能有教学内

容不够丰富、数学教师对于课程思政意识与与能力的授课方式不受师范生的喜欢，最主要应该是学校的

激励制度和相关的条件支持。 

4.2. 建议 

数学师范生的培养质量直接影响着未来的教育质量。数学师范生现阶段是受教育者，而数学教师是

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培养的主力军，是落实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基础，同时学校是进行全

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平台。下面，结合数学师范生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现状存在的问题提

出几点建议： 
1) 数学师范生不仅要努力掌握和钻研数学专业课知识和数学学科教育教学规律，还要加强自身的课

程思政意识与能力培养，明白数学学科课程思政的意义、目的、特点、素材、方案、实施，强化学习动

机。 
2) 强化课程建设管理，修订教学大纲(质量标准)，结合数学师范生的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在课

程目标中增加“课程思政”目标[9]，在数学师范生的课程考核题目中融入思政元素，例如师范生的政治

思想、精神素养、道德情怀等方面，设计相应教学环节，并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到数学师范生的学习

任务，强化数学师范生的职业素养、社会责任、安全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3) 结合师范生的课程思政教学工作需要和数学课程特点，通过多样化教学模式，例如统筹建设线上

线下教学资源，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大力推进混合式教学、问题式教学、案例式教学、项目式学习和研

究性学习等教学模式，加强数学师范生的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10] [11]。 
4) 把课程思政要求纳入数学教师教学培训、教学竞赛和教研活动中，增强数学教师育人意识和育人

能力[12]，养成主动研究、持续改进课程思政的自觉意识。 
5) 在教师的考核评价体系中体现课程思政要求[13]，督促数学教师将课程思政落到实处，充分发挥

领导干部听课、教学督导、学生评教、同行评价的作用，让教师对数学师范生课程思政的内容、形式、

效果加强引导和指导。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6199


周美娟，李军成 
 

 

DOI: 10.12677/ces.2023.116199 1309 创新教育研究 
 

6) 强化激励机制[14]。通过对数学师范生的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的形式对课程思政工作提供

资助，并对数学师范生的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成效突出的教学改革项目给予奖励。同时鼓励相关学院

设立教育教学改革专项经费，为数学师范生的课程思政工作有序推进提供保障。 

5. 结语 

为了对数学师范生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现状进行分析，本文以湖南省地方高校的数学师范生作为调

查对象，首先从数学学科课程思政的意义、目的、特点、素材、方案、实施等六个方面进行问卷设计，

通过线上问卷发放的形式，共获得 425 份有效问卷，同时检验问卷的信度和效度；然后对调查问卷的数

据从总体和人口变量学两方面对湖南省地方高校数学师范生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的现状进行分析；最后

根据调查结论提出了几点建议。后续将以本文研究结论为依据构建湖南省地方高校数学师范生课程思政

能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期提高数学师范生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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