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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思想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政治观。为了培养出德才

兼备的优秀大学生，我们必须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课堂。数学专业是纯理科专业，理论研究多于社会实

践，有着固守书本的特点。因此，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堂对于数学专业的大学生尤为重要。本文以《最

优化方法》课程为例，讨论了目前教学的现状，提出了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课堂的想法，并指出思政教

育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即思政教育不仅仅指的是政治思想，也包括哲学、历史、科研、实践等各个方面

的渗透和引导，这样才能为国家培养出既具有崇高的理想、高尚的品德，又具有扎实的专业素养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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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s to help college students estab-
lish correct worldviews, values, outlooks on life, and political views. In order to cultivate excellent 
college students with both moral and professional abilities, we must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into professional classrooms. Mathematics is a pure science major, with more 
theoretical research than social practice, and has a conservative characteristic. Therefore, inte-
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professional classroom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college students majoring in mathematic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ourse “Optimization Methods”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 propose the idea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professional classrooms, and point out th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a certain universality, that is, it not only refers to political ideology, but also includes 
the infiltration and guidance of philosophy, history, scientific research, practice, and other aspects.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cultivate talents with lofty ideals, noble moral character, and solid profes-
sional literacy for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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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高级层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 [2]。为了能更

深入地推进素质教育、提升大学生的培养质量，我们必须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目前来看，大学

生的思想状态总体来说是积极向上的。但是，在一部分大学生身上仍然表现出很多问题，比如理想信念

不坚定、缺少集体荣誉感、学术道德败坏和表里不一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着他们将来的就

业、婚姻等，从而引起很多社会问题，甚至有很多学生毕业之后承受不了生活的各种压力，导致极端心

理，最后出现轻生的现象。还有很多大学生对目前的学业没有正确的认识，看不到自己所学专业的前途，

将学习课程作为用来换取学历的工具。这样下去，大学生丧失了专业素养的同时，也丧失了作为“人才”

服务社会的能力。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政治观。思想政治课是

大学生思政教育最重要的手段。但是，为了满足高校思政教育的标准，只依靠思政课是远远不够的，因

为思政课是针对全校左右专业的学生开设的，缺乏一定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为了培养出具有良好专业素

养、德才兼备的大学生，我们还需要进行课程思政，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课堂，提高学生的道德情操、

专业修养。这一点，对于理科专业的大学生尤为重要。数学专业是纯理科专业，理论研究多于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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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固守书本的特点。因此，数学课程融入思想政治元素非常有意义。 

2. 高校思政教育的内涵 

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

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

动”。因此，高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教师与学生根据社会和自身发展的需求，以正确的思想政治理

论为指导，与时俱进，不断提高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和促进全面发展的过程。高校的思政课程将广大

学生作为受教育对象，承担着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和道德素质的重任。然而，为了促进大学生全面发

展，将来能更好的促进社会发展，仅仅依靠思政课程的教育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开展课程思政。 
“课程思政”并不是一门或一类课程，而是一种教育理念，是一种思维方式，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将学生的思想政治培养与课程以及专业的发展教育相结合，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教育，使之具有正确的

理想信念、价值取向、政治信仰和社会责任的同时，热爱自己的专业、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专

业素养，将来成为德才兼备，服务社会的全方面发展的人才。 
高校的课程思政是“学校利用所有非思政课程开展思政教育的一个体系”。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和

把握有以下几个要义：第一，课程思政不是一门具体的课程，而是一个体系，是一个包含思政教育目标、

内容、手段及方法的体系；第二，课程思政所指的“课程”，是指所有的非思政课程，包括通识课程、

基础课程、专业课程，甚至可以拓展到没有具体课程形态的隐性课程，因此，思政课程不是“课程思政”

研究的对象；第三，课程思政研究的范畴是思想政治教育，是实践“三全育人”的重要抓手；第四，课

程思政还是一个重要的理念，既作为新的思政理念，对推动思政教育改革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又作为

重要的课程理念，赋予课程教学改革深远的价值[3]。文献[4]“通过对现有研究与实践成果的分析总结，

结合课程思政工作推进现状，在理论上，对课程思政的概念做了界定，对几组容易混淆的概念进行了辨

析，澄清了认识上的误区，并归纳了课程思政的主要特征；在实践上，针对实施课程思政面临的主要问

题，提出了构建课程思政的长效育人机制。” 

3. 研究现状 

3.1. 只依赖思政课不能满足高校思政教育 

思政课主要用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党的方针政策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使得所有大学生

具有认识世界和社会的最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然而，不同专业学生的思维方式，处事方式和对待事

物的看法差距很大。数学专业的学生拥有理性思维，具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往往觉得“思政”与自

己的“专业”没有交集。为了能让数学这样的理工类专业的学生充分理解思政教育的涵义，只靠统一的

思政课是不够的，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要让思政教育融入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的每一个角落，让他们

体会到思政教育不是“口号”，而是指导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发挥作用的“航灯”。只有开展“课程思政”

才能将思政教育具体化，细节化，让思政起到真正的作用。 

3.2. 专业素养的欠缺，导致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的下降 

目前，大部分学生对待学习的态度仍然是“应试”阶段。数学专业的大部分学生也是以考试通过，

能解决问题为学习目标。而当他们发现，很多学习好的学生仍然出现工作难找或求而不得的情况，他们

就会怀疑，甚至自怨自艾，出现很多情绪问题。这些都是缺少“思政”教育的原因。通过“课程思政”

能让学生从人类历史、社会发展各个角度了解课程的重要性和价值性，从而激发其学习的兴趣，增强学

习主动性，提高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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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部分数学专业学生对自己未来职业信心不足 

数学属于纯理科专业，理论研究少于社会实践，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方向，多数也与数据处理、数学

教育和理论研究相关。很多学生喜欢与其他专业的毕业生比较收入高低，难易程度等。如果一味地劝说

他们吃苦耐劳、勇攀高峰，他们不一定听得进去。在这个时候，就需要从更宽广的视野引导学生看待职

业，用大道理来说明小道理，让学生用哲学的思想看待问题。 

4. 研究的主要内容 

我们秉承“课程思政”的教育理念，以数学专业课程《最优化方法》为例，针对上诉研究现状中存

在的问题，在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与改革。 

4.1. 教学内容的改革 

4.1.1. 挖掘课程中的哲学原理，使得学生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 
将《最优化方法》课程的知识点进行整合，按照课时分成若干个模块。通过查找相关材料，深入剖

析每个模块中的知识点所蕴含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哲学原理与最优化理论有很多结合点。比

如博弈理论体现了哲学中的平衡思想，动态规划中体现了哲学中的整体部分原理，单纯形法中基变换检

验数的选择体现了哲学中的矛盾论，最优路径的选取问题中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灵敏度分析过程

体现了量变到质变的思想，极限理论中蕴含着有限与无限的辩证统一的哲学思想和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

的哲学思想等等。引导学生在学习最优化方法的过程中，深入体会课程背后体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哲

学原理，既能加深学生对本门课程知识内容的理解，又能够体会学科魅力，提高专业素养。 

4.1.2. 将数学史内容融入课堂教学，让学生拥有追求真理的理想 
专业领袖、名人传记和专业起源等，都能让学生深入了解本门课程的意义，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同

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学习伟大的科学家牛顿的科研精神“把简单的事情考虑得复杂，可以发现新领

域；把复杂的现象看得很简单，可以发现新定律”。学习伟大的数学家高斯的学习态度“给我最大快乐

的，不是已懂得知识，而是不断得学习”。中国科学院袁亚湘院士在优化理论中的信赖域法、拟牛顿法

和非线性共轭梯度法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但是他却谦虚地说“我研究非线性最优化成绩一般，工作

还算努力”。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数学家和学者，他们锲而不舍的追求真理，在科研过程中不畏艰险，

认真严谨的研究精神和废寝忘食的工作热情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并发扬的。所以，结合课程中所涉及的数

学家的生平，以及数学家们身上体现的人格魅力和科学精神，对学生进行人格、道德、思想方面的教育，

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和人文情怀。 

4.1.3. 科研反哺教学，让学生意识到本门课程的重要性 
中国已经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建设创新型的国家。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

更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基础学科研究，是众学科的根基，能够引领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

而数学是基础中的基础，那么针对数学专业的学生在教育的时候一定要凸显出学科地位，体现数学的重

要性。由此，课程思政要体现在深化数学专业的重要地位，强化数学专业的价值导向，激发学生主动学

习的热情。 
最优化方法中的牛顿法、共轭梯度法、最小二乘法等等都是目前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这些方法可

以用来解决航空材料的疲劳 SN 曲线的拟合问题，可以解决电化学加工过程中的参数优化问题，可以预

测人口数量的变化给经济带来的影响问题等等，而这些问题要么是科学前沿问题，要么是社会热点问题。

授课过程中，可以将这些问题提取，再抛给学生，让学生应用学到的优化方法进行求解，使得学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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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到本门课程的重要性和应用价值。 

4.1.4. 参加学术会议，扩大视野、增长见识、增强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 
跟本门课程相关的国内外重要的学术会议有很多，如每年一次的中国运筹学大会，智能优化与调度

会议等等。很多会议都会有线上报告，可以选择合适会议，鼓励学生参加。通过参加学术会议，不仅能

让学生了解本门课程的前沿应用和科研发展，更能了解到目前国家各个行业需要解决的与优化方法相关

的问题有哪些，这些问题的解决会给我们国家科技的发展带来哪些重大意义等。由此培养学生的爱国热

情，让学生意识到，爱国要从热爱自己的学科、专业做起，拥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4.2. 教学方法的改革 

改变传统的讲授式的教学方法，采用线上、线下混合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5] [6]。可以利用雨课堂、

超星，跨校选修等平台，让学生课前有准备、课中有内容、课后有方法。 
另外，为了更好的融入思政教育，我们采用项目式和报告式的教学方法[7] [8]。所谓的项目式指的是，

将科研前沿问题或者数学建模问题进行提取或者分解，形成若干个具体的子问题，分给学生进行求解。

提高学生的数学知识的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所谓报告式指的是，由教师布置题目，比如“优化理论中

蕴藏的哲学思想”、“我遇到的生活中的优化问题”等等，让学生分组完成，以报告会的形式与大家分

享成果，以此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扩大学生的视野。 

4.3. 考核方式的改革 

考核方式体现以学生为本的 OBE 教育理念，多元化是我们的改革目标。所谓的 OBE 教育理念，即

以成果为导向的一种先进的教育理念，强调学生的学习成果和能力的发展，以实际应用和终身学习为目

标，而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和完成课程。本门课程 64 学时，其中 52 学时设定为讲授学时，12 学时设定为

实验学时。因此，为了更好地体现过程评价，我们可以按照图 1 进行考核。 
 

 
Figure 1. Diversified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diagram 
图 1. 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图 

5. 结束语 

思政教育的融入对大学生的格局和思想认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对大学生的三观确定起到了潜移默

化的效果。目前，思想在多元化的发展，我们要以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作引导，才能确保同党和国家的

发展步调保持高度的一致，为党和国家培养高质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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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校专项课题“四位一体，逐层培养”的数学分析系列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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