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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高等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针对北京建筑大学研究生公共数

学基础课程《数值分析》，通过分析研究生自身特点，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从课程目

标、教学设计、课件编写、教学模式等方面对课程思政建设进行了探索与实践，实现了将课程思政融入

课堂教学建设全过程，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有助于研究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有效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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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 strategic 
measur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strengthening moral-
ity and moral education. In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Numerical 
Analysis is a public mathematics basic course for postgraduates.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stgraduates, adhering to student-centered, output oriented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teachers explore and practic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curricu-
lum objectives, teaching design, courseware compilation and teaching mode. It results in th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integrated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teaching, and the values 
guide is merged with knowledge teaching and ability training, which will help postgraduates shape 
a correct world outlook,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post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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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

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2017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

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充分发掘和运用各学科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健全高校课堂

教学管理办法”[1]。2017 年 12 月教育部党组印发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将

课程育人列为“十大育人”体系之首。2018 年，教育部陈宝生部长指出“要啃下‘课程思政’等一批硬

骨头，解决思政课和思想政治工作发展中的难点问题”[2]。2020 年 6 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

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指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

为一体、不可割裂。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

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更是必备内容”[3]。这些讲话与文

件的聚焦点就是“课程思政”，它是立足课程作为学科专业发展的基础地位，从育人维度来关照课程价

值，实现思政寓课程，课程融思政，发挥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共同致力于提高学生的思想水

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新理念新模式[4]。 
高校的人才培养一般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两个层次。众所周知，研究生教育牵动着学科建设、拉动

这科学研究、带动着人才培养、促动着社会服务、推动着师资力量，使得其日益成为高校高层次人才培

养的重点和核心。加强研究生教育已成为推动高校持续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众多高校，如上海交通大学、

东华大学、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大连民族大学等，在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有效地

在公共基础课、专业课教学及研究生科研、培养过程中融入了课程思政[5] [6] [7] [8]。 
随着北京建筑大学获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在校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数量逐渐增加，加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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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育的任务也迫在眉睫。一方面，学校非常重视课程思政建设，在党委教师工作部和教务处的牵头下，

在本科生教学中已开展三期“课程思政”试点建设。前期试点中积累了许多优秀案例，特别是在公共基

础课教学方面。另一方面，《数值分析》作为一门工科研究生的数学公共基础课程，每年上课人数近 500
人，来自学校土木、环能、测绘、机电和电信五大学院。这些都为探索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本文通过分析研究生自身特点，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发掘公共数学基础课程教学和研究生培

养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围绕“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从课程目标、教学设计、课件编写、教

学模式等方面对研究生《数值分析》课程思政建设进行了探索与实践，推进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努力

实现教育教学全程、全员、全方位育人，有效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2. 《数值分析》课程基本情况 

2.1. 学情分析 

对于数学公共基础课程，研究生与本科生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本科生学习基础课之后，主

要是为了后续专业课的学习。而研究生的基础课设置往往是根据专业的科学研究需求，或者说就是需要

用到这些基础的理论知识去从事研究。其次，研究生所学的知识要比本科生有一定的难度，更加注重知

识的高度和深度，因为其修读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研究所用。最后，本科生侧重于被动地接收知识，

而研究生更多地是主动地去学习，去寻找老师提出问题的答案，去利用所学知识解决自己科研中所遇到

的具体问题。 

2.2. 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教育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依据，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设计的基本依据，这里从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和价值目标三方面对《数值分析》课程的教学目标进行描述，如图 1 所示，三者相辅相成，缺

一不可。 
 

 
Figure 1. Teaching objectives of the course 
图 1. 课程教学目标图 

 
1) 知识目标 
本课程以应用为主，理论为辅，使学生掌握数值计算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了解和掌握各种常用

的数值计算公式、数值方法的构造原理及适用范围，并能作简单的理论分析，比如方法的误差、方法的

稳定性、所研究问题的性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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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力目标 
本课程要求学生将数学理论及方法与计算机程序设计紧密结合，使学生学会使用计算机进行科学计

算，从而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 价值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通过介绍中国古代算术、各种数值计算公式的由来

等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在相关定理证明过程中注重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和科学伦理的教育，

培养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3. 《数值分析》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研究生《数值分析》共有九章内容，根据课程教学目标，仔细分析教学内容，对课程思政元素进行

了挖掘，确定了九个教学案例，下面对它们进行详细地描述。 

3.1. 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九个课程思政教学案例的名称、知识点、课程思政元素和目标如表 1 所示。比如，在课程简介部分，

以世界和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图引出研究人员建立的预测新冠肺炎传播的模型。这些模型就是数学问题，

但是因为求解起来比较复杂，往往只能求出数值解，而数值求解使用的就是《数值分析》要讲授的数值

计算方法。得到了模型的数值解，研究人员根据数值解预测了传染病的传播趋势，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

参考。通过“新冠肺炎疫情预测模型”这一教学案例，分析了《数值分析》在“实际问题→数学问题→

近似解”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同时告诉学生之所以现在可以坐在教室里上课，正是有了我们国家对

疫情预防和控制的坚定决心和有效举措，把老百姓的身体健康放在首位，相信每位同学都深有体会，使

学生坚定制度自信。 
 

Table 1. Teaching exampl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表 1. 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名称 知识点 课程思政元素 课程思政目标 

新冠肺炎疫情预测模型 课程简介 重大时事 坚定制度自信 

天问一号为什么要进行 
中途校正？ 第一章误差：误差的传播 重大时事 增强民族自豪感 

《九章算术》的方程术 第二章线性方程组的直接解法： 
Gauss 消去法 数学文化 坚定文化自信， 

增强民族自豪感 

Gauss-Seidel 迭代法优于

Jacobi 迭代法吗？ 
第三章线性方程组的迭代解法： 

迭代格式 思维训练 培养科学思维和辩证思维 

日躔表 第五章插值法：插值多项式 数学文化 坚定文化自信，培养爱国情怀 

插值与拟合的区别 第六章曲线拟合：最小二乘法 思维训练 培养辩证思维 

牛顿–莱布尼茨公式的 
命名之争 第七章数值积分：求积公式 重要人物和事件 追求真理，进行科学伦理教育 

五次及五次以上代数方程 
有根式解吗？ 

第八章非线性方程的数值解法： 
引言 历史事件 增强探索未知、勇攀科学高峰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 

数学家欧拉 第九章常微分方程的数值解法： 
Euler 公式 重要人物 弘扬科学精神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4121


白羽 等 
 

 

DOI: 10.12677/ces.2022.104121 740 创新教育研究 
 

3.2. 课程思政教学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1]，“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

盐，最好的方式是将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自然而然吸收”。所以在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不能枯燥地讲

大道理，脱离所授课程，而是要大力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努力做到“润物细无声”。

针对表 1 中所列的教学案例，主要采用了讲授式、研讨式、提问式和作业式等教学方法。 
1) 讲授式 
讲授式是一种古老而传统的教学模式，具有通俗化和直接性的特点，但是要注意启发和引导学生思

考。以“《九章算术》的方程术”为例，在讲授第二章线性方程组的直接解法——Gauss 消去法时，按照

时间顺序从方程术发展到 Gauss 消去法，如图 2 所示。显然，时间的差距说明了一切，无形中增强了民

族自豪感。但同时也可以让学生反思，为什么消去法以 Gauss 命名？ 
 

 
Figure 2. Equation technique in the Nine Chapters 
on the Mathematical Art 
图 2. 《九章算术》的方程术 

 
2) 提问式 
提问式教学模式主要是将相关内容通过问题的形式呈现给学生，结合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比如超星

学习通、雨课堂、云班课等等，让学生进行投票、抢答、选择等，即进行了课堂互动活跃了课堂气氛，

又让学生了解了知识。在第九章常微分方程的数值解法介绍 Euler 公式时，给学生出了一道多选题，如图

3 所示，要求利用雨课堂进行回答。许多学生在回答时犹犹豫豫，感觉一个科学家的研究不可能涉及到

这么多方面，试图找寻这些研究之间的关联性，从而排除某个选项。当教师公布这六项全部是欧拉涉及

的研究，学生们无不为科学家欧拉的钻研精神所触动。 
 

 
Figure 3. Mathematician Euler 
图 3. 数学家欧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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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讨式 
研讨式教学模式目前在国内外都相当盛行，教师通过预先的设计与组织，启发学生就特定问题发表

自己的见解。比如，在讲授完第五章插值法和第六章曲线拟合之后，提出一个问题：插值与拟合的区别，

让学生进行研讨，如图 4 所示。学生们积极发言，各抒己见。最后对学生的讨论做一总结：插值和拟合

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但是两种不同的方法，结果也不尽相同，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案例可

以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启发学生两点：一是遇到问题要多思考，不能只靠一个方法；二是要敢于创新，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Figure 4. Difference between interpolation and 
curve fitting 
图 4. 插值与拟合的区别 

 
4) 作业式 
顾名思义，作业式就是通过布置作业的形式，让学生查阅一些资料，从中受到思政教育。比如，在

第八章非线性方程的数值解法的引言中会涉及“五次及五次以上代数方程有根式解吗？”这一案例，讲

述了寻求一元五次代数方程的根式解这一问题曾困扰了数学家们三百余年，此时布置一个作业：请同学

们课后查阅中国数学家华罗庚的资料，了解他对一元五次方程的根式解的研究。通过完成这一作业，使

学生了解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异常艰辛，增强他们探索未知、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3.3. 课程思政目标分析 

如前所述，研究生与本科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课程思政的目标不仅仅是思政教育，更重要地是在

育人的基础上促进研究生的学习。 
1) 民族自信自豪——学习的动力 
利用“天问一号为什么要进行中途校正？”教学案例介绍了误差传播的概念，而天问一号负责执行

中国第一次自主火星探测任务，彰显了中国航天力量。“日躔表”教学案例是公元 604 年刘焯在《皇极

历》中根据 24 节气时的太阳改正数据，发明了二次差内插方法推求太阳在两节气间任一时刻的位置，而

在其 1000 年之后牛顿插值法才被提出。无论是在古代的中国，还是在当代的中国，中国智慧在世界上都

大放光芒，无形中就提升了民族自信心，增强了民族自豪感，这些都将激励研究生勇于创新，敢于超越，

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 
2) 探索追求真理——学习的过程 
牛顿先于莱布尼茨发明了微积分，但莱布尼茨先于牛顿发表了微积分。“牛顿–莱布尼茨公式的命

名之争”使数学家分成两派，但两位学者却从未怀疑过对方的科学才能。两位数学家的工作是相互独立

的，他们的工作可以称得上相辅相成、珠联璧合，而且各有特色。著名数学家卡当、阿贝尔、高斯、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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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瓦等等都研究了“五次及五次以上代数方程有根式解吗？”，数学家们三百年来锲而不舍，探索未知，

最终给出并证明了确定的结论。这些历史事件都说明了追求真理的过程一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要经得

起挫折、耐得住考验、顶得住压力，对于研究生来讲，学习、研究过程中同样如此，只有这样，才能勇

往直前。 
3) 科学辩证思维——学习的方法 
在介绍 Gauss-Seidel 迭代法的时候提到了它是“喜新厌旧”的，所以当问及“Gauss-Seidel 迭代法优

于 Jacobi 迭代法吗？”时，很多同学想当然地就认为新的一定比旧的好。但事实并不如此，在历史上，

确实有很多看起来很“显然”的定理在严格证明后被发现是错的，比如分析学中连续函数几乎处处可导，

一条曲线不可能填满整个空间等等。再比如上面研讨式教学模式中所提到的教学案例——插值与拟合的

区别。这些案例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研究生科学辩证思维的训练，不仅仅是数学学科，任何一门学科都

不能想当然，在自己的研究中也要善于多角度的思考，这样才会打破常规，才能创新。 

4. 结语 

根据教育部全面推行课程思政建设的要求，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在北京建筑大学

研究生数学公共基础课《数值分析》的课堂教学全过程中融入了课程思政，包括教学大纲、教案、课件

等教学资料的撰写以及授课环节等等。一方面从研究生自身特点分析，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另一方面采

用多种教学模式，与理论知识自然有机地融合。这些都体现了“学生中心”。课程思政是与思想政治课

程同向同行，帮助研究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将其目标归纳为学习的动力、学习的过

程和学习的方法三大类，就是注重“产出导向”，实现了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经

过两个学期的探索与实践，《数值分析》课程思政建设受到了学生的好评，研究生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文中介绍的九个课程思政案例只是一个初步探索，课程中所蕴含的课程思政元素还有待于继续挖掘，课

程思政建设将“持续改进”。进一步，研究生《数值分析》课程思政建设经验将被推广到其他数学公共

基础课程，以及数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中，积极发挥课程思政的育人作用，坚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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