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3, 11(8), 2339-2345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8346     

文章引用: 黄道捷, 郑伟珊. 数学建模课程思政教学理论与实践思考[J]. 创新教育研究, 2023, 11(8): 2339-2345.  
DOI: 10.12677/ces.2023.118346 

 
 

数学建模课程思政教学理论与实践思考 

黄道捷，郑伟珊* 

韩山师范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广东 潮州 
 
收稿日期：2023年4月14日；录用日期：2023年8月10日；发布日期：2023年8月18日 

 
 

 
摘  要 

基于课程思政教育背景下，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需要不断强化思政教育内涵，在学科教学中融

入思政理念。以课堂教学为切入点，教师可深入挖掘专业课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学科各方面。数学建模是一门应用性强、具有思想性、创造性和实践性的课程，在数学建模中

融入思政教育，学生在学习中感受思政教育，并促进建模知识点的理解，培养实践创新能力素养。因此，

在数学建模的教学中，应该如何挖掘思政元素，使其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旨

在探索学科思想政治元素，促进价值培养、技能训练和知识教育的有机融合，实现思政育人的目标，将

政治道德教育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以数学建模若干知识点为例，探讨思政教学融合案例作为分析供大

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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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carry out the fundamental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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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ultivate virtues and moralit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no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deas into subject teaching. Taking 
classroom teaching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eachers can deeply excav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lements in specialized courses and integrat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to all 
aspects of the subject. Mathematical modeling is a course with strong application, thinking, crea-
tivity and practice. It integrat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mathematical modeling, 
makes students fee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ir study, and promotes the under-
standing of modeling knowledge points, to cultivate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ability literacy. 
Therefore, in the teaching of mathematical modeling, how to excav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make them integrate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focus of this pa-
per.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discipline, promot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value training, skill training and knowledge education, realize the goa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ombine the political moral education and personnel 
training organically. Taking some knowledge points of mathematical model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a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egration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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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会议上进行总结，强调必须坚持以德育人的原则，在教育教学全过程

全面贯彻思政工作，做到教育全面现代化 [1]。为实现德智的协调并行，2020 年 5 月，教育部发布的《高

校思想政治课程指导意见》强调，各类教育课程与思政工作有机结合，并驾齐驱，构成协同效应 [2]。因

此，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逐渐在教育界形成共识。实施课程思政的目的是以课堂教学为切

入点，通过教师教学这一思想政治教育中活跃因素，深入挖掘专业课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使学生听

得到、感受得到，并潜移默化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学科的各个方面，进一步提高和增强学科

教育教学的效果。 
数学建模课程作为一个解决现实问题的基础课程，不仅需要深入的数学知识，也需要对学生的思想

意识和实践能力进行训练以达到更高标准。因此，在数学建模课程的教学中，要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融

入和运用。数学建模课程作为一个媒介，帮助学生将现实问题和现代数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学生通

过应用数学知识和编程计算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数学建模教学以现实问题为方向，通过建立数学模型

来描述这个问题，并采取合适的数学方法和工具，最终得到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 
本文旨在挖掘数学建模教学中课程思政要素，通过找到思政教育和数学建模教学的共同点，结合学

生学习兴趣和培养创新实践能力等目标，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其中，推动课程思

想政治建设工作取得更好的成效。学生更容易学习掌握现有的数学模型，理解数学建模的基本原理，把

握数学的应用能力，培养学生数学建模意识以及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用数学的眼

光观察现实，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创新解决问题。学生通过正确处理模型问题，

提高社会责任感和道德素质。并加强思政教育的渗透，实现价值引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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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和世界观。 

2. 数学建模课程思政的理论综述 

2.1. 数学建模课程中课程思政融入的必要性 

课程思政要关注思政教育显性与隐性教育的统一，对教育教学内容进行拓展补充，在道德教育和知

识构建中实现相互促进和紧密联系 [3]。课程教学中都有相对应的课程特点和课程背景，利用好特点教学

或背景教学，采取多样方式融入课程思政教育内容。许多教师也进行了在实践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理念

内容相关探索的研究。李凤老师探究“给课程注入灵魂，探索育人为本与知行合一”的课程思政 [4]。数

学建模课程内容覆盖面较广，给学生学习其余数学课程带来了不可或缺的数学基础知识和数学创新思维。

此外，数学建模课程中蕴含的哲学思想有普遍且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有些教师进行对此进行研究，

深入了解如何在数学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并致力于把握高校思政教育发展的整体要求。他们通过将各

学科课程融入思政教育，发挥课程思政的教育价值，利用课堂教育教学方法来育人，体现了思政教育内

涵 [5]。因此，教师有必要将课程思政融入数学建模课程中。 
现代数学解决实际问题中，数学建模是不可或缺的阶段，学生学习构建数学模型对提升数学建模能

力有其特别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6]。数学建模课程围绕问题的发生发展为主导，在教学中通过围绕现实问

题，探究建模过程，组织学生学习、研究和讨论。在提出问题、建立模型、分析模型的合理性、解决问

题等步骤中，采用合作交流等教学方法，发挥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作用，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渗透课

程思政。同时，数学建模课程以案例教学为特色，通过选择社会热点或科研课题开展思政教育。比如选

择“FAST”主动反射面的形状调节这一案例背景，作为“中国天眼”的超大型射电望远镜，是世界上第

一个采用变位工作方式的索网体系，实现 500 米的口径反射面主动变位和馈源舱高精度定位，是射电望

远镜建造技术的重大突破。以案例背景导入，学生根据题目要求建立数学模型完成问题的过程中，同步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2.2. 数学建模课程中课程思政融入的可行性 

数学建模是用现代数学语言表达问题、用数学方法构建模型问题的过程，包括从现代数学的角度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构建数学模型、计算解决方案、改进模型，最终处理实际问题。数学建模课程是一

门数学综合性极强的专业课，课程教学中从现实生活中提取案例，通过案例分析讨论实际问题过程中，

学生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数学建模的相关知识，并且由于案例中蕴含了丰富的科学思想和精神内涵，既

实现知识传播的目的，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和理想信念。 
数学建模课程具备培养学生创新精神、锻炼实践能力以及形成准确严谨的科学方法论等优势。数学

建模课程教学中，自然融入思想政治元素，引导学生尊重科学，遵循学术道德，产生科学系统的方法，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自身要求，实现学生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的转变，促进课程创新，实现思

想政治建设和发展的要求 [7]。 

2.3. 思政教育在数学建模课程中的作用 

在实施数学建模课程时，教师应注重学生各方面的发展，包括思想道德、认知水平等方面。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应将德育教育置于首位，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数学建模课程教育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数学建模课程教学的教学内容与教学过程中包含着许多可以用来进行思政教育的因素。这是因为数

学建模课程的教学内容是选自现实生活中的案例，这些案例对学生更有吸引力和认同度；同时，数学建

模课程教学更加重视学生实践操作，这使得学生更加能够感受到思政教育的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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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建模课程与其他理工学科交叉渗透，这使得数学建模教学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探究精神。

通过对数学建模的探究和研究，学生可以获得更多的启发、思路和灵感，从而促进综合能力与素质的提

高。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深入挖掘，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课程思政教育内容和思想。 
教师在实施数学建模课程教学实践中应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整个过程中，同时应根据学生的成长规

律和心理特点，不断完善课程思想政治建设中的教育教学方法。因此，教师应充分利用数学建模课程本

身的作用和优势，为学生提供思想政治教育。 

3. 数学建模思政教学实践案例分析 

数学建模课程的思政教学实践应该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主要目标，紧扣学科本质，

重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同时，还要注重加强学生的科学素养、创新精神和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增

强学生的科学实践意识和科学社会责任意识，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教师要明确课程思政的教育目标，

将知识与思政结合起来，形成协同效应。教师在进行数学建模教学实践过程中，不仅要向学生传授专业

知识本身，也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堂。针对数学建模课程，教师可以对数学建模过

程进行介绍与总结分析，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充分理解抽象知识点。同样，教师也可以结合实际案例进行

讲授数学建模原理和方法等相关内容。 

3.1. 结合学科发展背景的思政导向 

数学模型及其相应的实际问题一般具有深刻社会背景或者历史意义，从中包含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

论。教师在课程中对知识内容体系中经常出现的理论进行深度剖析，通过进行历史追溯，研究学科历史

背景和创始人的光辉壮举，对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和科学精神培养有一定的思政价值。数学建模课程在各

个领域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在其中挖掘出丰富的教学案例，选择合适的教学案例，不仅能激发学生

的学习热情，又紧贴思政教育，凝练教学内容知识点，将课程思政与案例式教学相结合，达到一举多得

的效果。 
思政案例 1：在对微分方程模型进行授课过程中，通过以牛顿和莱布尼兹建立微积分的背景作为导

入授课，分享牛顿和莱布尼兹发现公式背后的艰苦历程，比如，牛顿在故乡躲避大瘟疫时坚持学术研究，

创立微积分，是现代数学生产和发展的里程碑，提出万有引力理论，改变了人们对宇宙的认识。通过展

现两位数学家的卓越贡献，课程生动有趣，学生在学习数学建模知识的同时领略数学建模的魅力，在数

学家的奋斗故事中汲取营养，培养学生学习数学家勤奋工作的精神，培育勇攀知识高峰、不屈不挠的精

神，激发学生对学习的渴望，发挥创新的主观能动性。 
思政案例 2：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估计问题进行教学过程中，通过引入量纲分析法进而建立数学模

型，结合数值计算软件对模型问题求解，建立原子弹爆炸释放出的能量与大气压强、空气密度、蘑菇云

半径、时间的数学模型，对模型求解结果进行理论分析，探讨实验数据验证模型的合理性。适时插入我

国老一辈“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的故事，通过讲述英雄人物献身祖国、献身科学的事迹，渗透爱国主

义教育，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3.2. 结合当代时政案例的思政导向 

案例教学法在具体课程思政环节的设计中得到广泛应用。数学建模旨在从现实问题出发，转化成数

学问题进行求解，通过计算机编程语言寻求可行解决方案，在工程设计、社会生活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

用。教师结合课程的知识结构特点梳理思考教学内容，以现实问题或现实场景作为导入，挖掘思政元素，

学生通过学习和应用理论来分析和理解各种社会问题，在问题的发生发展解决过程中感受思政教育，并

逐步拓展思政融合，固化为学生的日常行为习惯。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8346


黄道捷，郑伟珊 
 

 

DOI: 10.12677/ces.2023.118346 2343 创新教育研究 
 

思政案例 3：研究传染病的预防问题过程中，结合全球新冠肺炎的感染过程这一时代背景，通过展

示新冠肺炎过程中疫情人数的增长趋势图，化抽象为具体，分析其中原因，揭示疫情变化规律，通过相

对应数据构建模型，分析模型结果得出结论。学生结合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充分运用所学的知识进行

思考，总结出防控措施的合理性和实用性，做好个人健康防护，做好防疫工作，并能有效地解决日常生

活中出现的问题，在对疫情期间前仆后继上疫情最前线的志愿者等医护人员进行赞扬过程中，学生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和爱国主义情怀，做到思政教育润物无声。 
思政案例 4：结合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热点问题，学生可以针对医生、口罩、疫苗等医疗资源的

分配问题，深刻理解最优化问题在现实生活的应用。对于个人来说，远离疫情地区，占领医疗资源是家

庭的最佳解决方案；但对于中国来说，要想实现全国最佳，就需要跳出局部最佳限制。通过案例讨论，

学生不仅可以牢记知识点，还可以在实际行动和思想上给予指导，了解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必要性，

强化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教育内涵。依托课程的重要内容，合理融入思想政治元素，自然实现协同

教育的目标，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实现道德培养人的最终目标。 

3.3. 结合模型建构分析的思政导向 

实际问题的现代数学建模过程，是指由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发展历程，这个过程历经螺旋式上升

和波浪式前进，并不是一开始就能构建的十分完善，需要通过一系列繁杂的工作经验总结，将实际问题

与建模中不完善之处进行对比修正，而这一过程鲜明地表现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思想的哲学理论和认

知规律，体现出富有内涵的课程思想政治内涵，教师可以充分考虑并有意识将其融合到自己的课程中。

同时，在数学建模的教学过程中融入课程思政内涵可以自觉扩展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以及家国大事，以数

学的方式进行思考，构建数学模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以及弘扬爱国之情。 
思政案例 5：以会议的席位分配的问题导入，通过建构席位分配数学模型，解决分配不均问题，避

免席位悖论 [8]。通过分析类似公平分配的社会问题，学生认识到公平和正义的重要性，激发学生对社会

公平的关注和责任感。并且，公平席位分配模型不仅要考虑公平性，同时要考虑效率性。教师引导学生

思考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建立相对应的均衡分析，在构建分析中找到公平和效率相统一

的最优方案，学生在模型建构过程中培养严谨的态度和动手实践的能力。 
思政案例 6：报童卖报博弈模型是博弈模型中最常见的一种，具体描述为一个报童在买报卖报过程

中考虑购进的报纸数量达到最大收益时所面临的决策问题。报童必须在每天早上决定购进多少份报纸，

在满足顾客需求的同时，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在报童卖报问题中涉及到成本、收益、风险和不确定性等

多个因素，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博弈模型来描述和分析，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探究模型建构的方式，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学生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创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加强思政教育的渗透。 

3.4. 结合实践操作分析的思政导向 

数学建模课程与其他课程相比最大特点就是实践性非常强，实践操作课程的设置十分重要 [9]。理论

课程与实践操作课程同时进行，学生既学习数学建模理论，也动手进行编程实践，实现学以致用的教学

目标。理论课程相对枯燥，将课程气氛活跃起来，教师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设置组内组外合作交流，

引导学生自主探究、思考交流，通过讨论、辩论等方式，分析数学模型，通过计算机编程来逐步解决问

题。同时，使用多媒体工具等进行教学，提高师生互动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形成互动教学策略，提高学

生的动手实践能力。 
思政案例 7：教师指导学生分析诱饵和捕食者的共生问题，构建常微方程组形式的生物种群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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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适当的数值解决方案计算，生物解释模拟数据，学生对物种依赖、竞争关系感兴趣，了解自然法则，

教师借此机会教育向学生传递保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热爱自然的思政元素。教师指导学生动手建立

相对应数学模型，培养学生应用数学工具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提高学生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些思想政治元素有效地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果，课堂不再枯燥。学生对数学模型

知识的发展和应用有更深的感受，并对将数学知识应用于实践更感兴趣。 
思政案例 8：教师指导学生正确处理人口阻滞增长模型问题，通过分析多个因素，如人口增长率、

环境资源量、环境污染等，通过数学建模和求解来得出最优的决策方案，学生对环境问题引起重视，认

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教师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学生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从实际问题中抽象出数学符号，构建相对应的数学模型，创新解决问题的

方法和思路，学生知道解决问题需要考虑多种因素，立足于现实，多方位尝试建模，找到最优解，在不

断构建修正模型的过程中形成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培养学生探究意识和永不放弃的精神。 

4. 结束语 

数学建模课程中，引导学生从实际问题出发，学生了解数学建模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这有助于提

高学生对数学建模的兴趣。加强实践环节，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问题中去，让学生能够独立

完成模型的建立和求解，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探究，灵活

运用所学知识和创新的方法和思路来解决问题。同时，引导学生从社会责任和道德角度去思考问题，学

生意识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培养爱国热情，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因此，教

师有必要在数学建模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教学，通过发挥课程思政的教育价值，利用课堂教育教学方法

来育人，体现思政教育内涵。 
课程思想政治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培养符合要求的人才、采用何种方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探索

学科思想政治元素，有机整合价值观培养、技能训练和知识教育，实现思政育人目标，将政治道德教育

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本文以数学建模课程为例，深入挖掘数学建模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互联系，探索

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因素，依据学生特点合理渗透课程思政教育。通过课程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在课堂上

传递积极的能量，引导当代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培养承担重任的勇气。数学建模学科的教学，教

师应该有目的地挖掘与知识密切相关，接近社会现实，符合学生的特点，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对数学建

模的兴趣不减反增，教师润物无声实现课程思想政治教学目标，培养当代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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