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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大思政课背景下，《计算方法》课程的教学范式需要进行探索与实践，以更好地贯彻思想政治教

育的要求。文章围绕《计算方法》课程，通过分析大思政课的重要指导和根本遵循，探讨如何在教学中

融入思政元素。文章从课程特点和教学目标入手，讨论了大思政课对课程教学的要求，综合教学理念、

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四个方面，形成教学范式。这种教学范式的探索与实践对于提高学生的

思政意识和思维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并能够使他们更好地认识到算法在新时代能力培养中对自己的促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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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GIPE)”, it is necessary to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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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re and practice the teaching paradigm of the “Computational Methods” course in order to better 
implement the requir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mputational Methods” course and explores how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eaching by analyzing the important guidance and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GIPE. Starting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eaching objectives of the cours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require-
ments of GIPE for course teaching and integrates teaching philosophy, objectives, contents, and 
methods to form a teaching paradigm.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is teaching paradigm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enhancing students' ideological awareness and thinking abilities and 
can help them better understand the role of algorithms in fostering their capabilitie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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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强调了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

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目标。2021 年，“大思政课”的重要论述发表，强调“‘大

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 [1]。 
在 2021 年 11 月，《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2021 年本)》发布，为新阶段高校思政课建

设提供了新的指导。随后，于 2022 年 8 月，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了《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

方案》，为新时代如何办好“大思政课”提供了整体规划和资源保障。全国各个省市也出台相关政策，

推进“大思政课”建设。高校是推行“大思政课”的“主阵地、主渠道、主战场”，高校的“大先生、

大资源、大能量”是推行“大思政课”的重要基础，能加快培养新一代的心怀“国之大者”。 
笔者所在的重庆邮电大学是一所以信息通信和大数据智能为特色的教学研究型大学。《计算方法》

又名《数值计算方法》或《数值分析》，这门课程门研究用计算机处理各种数学问题的数值计算理论与

方法，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2]。该课程面向学校数学大类、计算机与智能科学类等部分理工科各专业本科

生，讲授科学计算的基本方法，是我校一门与计算机使用密切结合且实用性很强的数学公共基础课 [2]。
在“大思政课”背景下，通过计算方法课程，希望能够培养学生具有将数学等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复杂工

程问题；应用数学的基本原理，分析复杂工程问题；具有应用工程基础知识和计算机知识求解具体对象

的数学模型；能根据对象特征，选择研究方案，并能够根据实验方案构建计算模型，安全的开展实验，

正确地采集实验数据。同时还需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大局意识和团结合作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勇担时代使命，提高自学和实践动手能力，能认识不断探索和学习的必要性，具有自主学习和终

身学习的意识。总之，该课程是培养工科学生思维能力、计算能力、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 
课程组对该课程进行多轮建设，对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进行改革，根据新的培养方

案，针对性地制定了该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授课计划。自 2016 年，课程组将计算方法校本化，编写《数值

分析》 [3]和《数值计算方法》 [4]教材及《计算方法学习指导》 [5]，构建了新的教学内容，录制在线学习

资源，课程改革已现成效。图 1 是 2014 年起至 2022 年每学年的学生人数统计图，可以看出，选课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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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逐年增长，并每学年保持在 300 人以上。 
 

 
Figure 1. Number of students attending classes per school year 
图 1. 每学年学生上课人数 

 

目前，计算方法作为新工科课程的重要组成，开展实践性教学已成为教育领域的共识。尽管目前我

院在教学理念、实践应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还存在很多问题。具体问题如下： 
1) 教与学的失配。目前该课程主要由我院老师担任，面向大量工科学生。课程中计算公式多、长，

推导过程比较繁琐，须有较好的数学基础才能学好 [6]。受限于教学时长，很多算法虽然进行了细致讲解，

但实践引导相对不足，学生不易直观理解，从而出现部分学生厌学、教学效果差等问题。 
2) 学与用的失衡。目前计算方法相关课程，多数仅面向二年级本科生。大篇幅的数学理论灌输和“填

鸭式”教学方式难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7]。学生尚不具备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工程实际的能力，导致对计

算方法的工程意义和作用全无概念，学习的兴趣与动力不足，对所学内容印象不深，容易遗忘，效果不

佳。 
3) 课与政的失调。目前《计算方法》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未得到有效挖掘和提取，课程思政教学没有

统一的范式 [8]。如何做好统一设计，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等方面制定总体方案，让“大思

政课”理念深入《计算方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案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目前，学界在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以及“大思政课”研究方面积累了一定成果，主要是基于“大思

政课”的基本依据、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建设思路等方面的研究 [9]，但是大多重理论推演，较少结合

实践探索展开分析与研究。通过厘清明晰“大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和要素结构，探索和实践

“大思政课”背景下《计算方法》教学范式，是践行“大思政课”的理念，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2. 《计算方法》融入“大思政课”的必要性 

《计算方法》作为一门重要的数学基础课和理工科类专业公共基础课程，具备展开课程思政教育改

革的条件和优势 [10]。首先，笔者在《计算方法》课程上深耕多年，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保障“大思政课”

要义和课程内容的紧密衔接；其次，该课程的学生人数众多，使得在此课程中进行高质量思政教育具有

重要意义。最后，作为解决数学实际问题的课程，《计算方法》与实际紧密联系，可以更好地结合实际

中的人和事进行思政教育。因此，在《计算方法》课程中展开高质量思政教育并将课程思政做好，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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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增强“大思政课”的针对性、提升有效性和实践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 

3. 教学范式构建与实践 

托马斯·库恩围绕科学范式理论提出 [12]：“按照其已确定的用法，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

模式。”教学范式是将范式理论引入教学领域形成的一种模式，它是对教育领域中教学这一特殊现象和

复杂活动的最基本理解或基本看法。教学范式旨在指导和规范教学实践，提供一种整体性的框架和方法，

以支持教师的教学决策和教学行为，包含对教学理念、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理解和

拥有具体可操作的教学实践方式，构建系统的技术、规则和模式。 
基于“大思政课”和教学范式的内涵，结合《计算方法》具体课程内容，分别从教学理念、教学目

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四个方面厘清“大思政课”在《计算方法》中的教学范式。 

3.1. 教学理念中融入课程思政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强调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各类课程都要与

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根据课程特色，在《计算

方法》课程教学过程中，联系生活实际，融入课程思政，让学生感悟《算法》之美。 

3.2. 教学目标总融入课程思政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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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教学内容中融入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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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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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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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总结了针对教学内容列了相关的思政案例，可以通过讲授、研讨、提问等方式，讲好《计算方

法》中的“大思政课”。 
 
Table 1. System resulting data of standard experiment 
表 1. 标准试验系统结果数据 

课程内容 思政内容 思政目标 

数值计算中的误差 “天问一号”为什么要进行中途修正 增强民族自豪感 

插值法 
著名思想家荀子“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锲而舍之，朽木不折。” 
一丝不苟、作风严谨精益求精 

最小二乘法 
“新冠疫苗”接种时间间隔问题 

引入血药浓度规律探索 
讲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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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的计算 
“市值 250 亿的特征向量 

——谷歌背后的线性代数” 
鼓励学好数学为社会做贡献 

数值积分与微分 现实与梦想之间的“误差” 努力追求的人生道理 

线性方程组数值方法 《九章算术》和《数书九章》中的方程术 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 

非线性方程组数值解 代数数是否都可以用根式表示 探索未知、勇攀高峰 

常微分方程数值解法 数学家欧拉 弘扬科学家精神 

3.4. 教学方法中融入课程思政 

3.4.1. 介绍课程发展历程，培养文化自信 
通过引导学生深入思考计算方法的应用背景和意义，让他们认识到计算方法对于科学、工程和社会

发展的重要性。引导同学们学习老一辈数学家热爱数学，崇尚数学的科学家精神，淡泊名利，攻坚克难

的奋斗精神。一方面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也能够激励青年学生，勇于奋进，大胆创新。 

3.4.2. 参与算法精度讨论，建立工匠精神 
引导学生就不同算法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精度进行讨论。探讨不同算法在处理同一问题时的准确性、

误差范围、稳定性等方面的差异。通过分析和讨论，深入理解算法的优势和局限，并意识到算法选择与

应用的重要性。鼓励学生在学习和应用计算方法中追求精益求精。引导学生思考如何通过创新思维来改

进算法。鼓励学生提出新的思路和方法，挑战现有算法的局限性，培养他们的解决问题的创造力和创新

意识。 

3.4.3. 建立算法哲学观点，掌握辩证思维 
不同算法适用于不同的问题和场景，引导学生思考算法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同时，算法设计和应用

往往面临复杂的现实问题，包含多个变量、约束和目标。课程引导学生思考算法问题的多个方面，如时

间复杂度、空间复杂度、算法效率、可扩展性等。通过对适用性和局限性的思考，倡导多元思维和创新

思维，形成更全面的算法选择和应用策略，培养学生科学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将共

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深植学生内心，培养家国情怀。 

3.4.4. 体会数学理论美感，塑造审美情趣 
通过讲解算法背后的原理、推导过程以及数学定理的证明，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和欣赏数学的美妙之

处。分享一些经典的数学问题和定理，展示数学的严密性、简洁性和优雅性，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和

热爱。通过数形结合的方式使学生领略到形状之美。通过对复杂问题的推理和证明使学生领略到逻辑之

美。通过提升学生对美的认知广度，深度，培养学生的理性美。引导学生追求产生于理性思考之上的数

学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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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方法的构建与实现。 

4. 实践成效 

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实践，课程组在探索和实施“大思政课”的教学范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学生

的成绩有了明显提升。表 2 是每学年对应的成绩分析数据，数据显示 90~100 分的比例从 2014 年的 7.66%
逐年上升至 2022 年的 16.27%，超过 2 倍的提高。同时，50 分以下的比例也从 2014 年的 23.44%逐年下

降至 2022 年的 7.61%，即下降至 2014 年的 30% (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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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ummary of students’ test results 
表 2. 学生成绩汇总表 

学期 
90~100 分 80~89 分 70~79 分 60~69 分 50~59 分 50 分以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2014~2015 16 7.66 44 21.05 40 19.14 57 27.27 3 1.44 49 23.44 

2015~2016 18 8.04 9 4.02 42 18.75 83 37.05 17 7.59 55 24.55 

2016~2017 21 10.09 80 34.48 43 18.53 48 23.08 13 5.6 27 11.64 

2017~2018 32 11.68 62 22.63 58 21.17 57 20.8 24 8.76 41 14.96 

2018~2019 41 12.2 56 16.67 56 16.67 116 34.52 49 14.58 43 12.79 

2019~2020 34 10.36 52 15.85 67 20.43 83 25.3 45 13.72 32 9.52 

2020~2021 55 14.59 117 31.03 73 19.36 66 17.51 35 9.28 31 8.22 

2021~2022 62 16.27 121 31.76 71 18.64 64 16.8 34 8.92 29 7.61 

 

 
Figure 2. Chart of changes in the ratio of high scores (≥90) and low scores (≤50) 
图 2. 高分(≥90 分)和低分(≤50 分)比例变化图 

 

这些数据的变化表明在“大思政课”的背景下，课程组所实施的教学范式对学生成绩的提升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通过融入思政元素和采用新的教学方法，学生的学习效果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一成果的

取得不仅体现了课程组的不懈努力和创新探索，也彰显了“大思政课”对于课程教学的重要指导和根本

遵循。 

5. 结论 

本文围绕在当前大思政课背景下的《计算方法》课程，探索和实践了教学范式，以更好地贯彻思想

政治教育的要求。通过分析大思政课的重要指导和根本遵循，文章从课程特点和教学目标出发，综合教

学理念、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形成了针对该课程的教学范式。这种教学范式的探索

与实践对于提高学生的思政意识和思维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它能够使学生更好地认识到算法在社会发展

中的作用，并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同时，它也促进了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和创造性思维

能力的提升，为他们未来的学习和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这一探索与实践仍需进一步深化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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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以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和教育改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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