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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数学在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推导能力和创新能力方面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大学数学的

复杂性和抽象性使得很多大学生认为大学数学学习起来很困难，认为学习大学数学是无意义的。因此，

学生对大学数学的学习兴趣极度匮乏，严重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本文，以理工科高校大学数学课程

思政的现状为背景，深刻解读理工科高校数学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必要性，探讨课程思政建设的意义。

针对如何改革和创新大学数学课程思政，提出健全大学数学课程思政建设体系，建立大学数学课程思

政评估体系，并且对专业教师的教师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在思想上提升对大学数学课程思政建设价值

的认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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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mathematics play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students’ logical thinking 
ability, derivation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Due to the complexity and abstraction of college 
mathematics, many college students think that learning college mathematics is difficult an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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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college mathematics is meaningless. Therefore, students have an extremely low interest 
in learning college mathematics and a serious lack of initiative and enthusiasm.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mathematics course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eeply interprets the necess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mathematics course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construction. In view of how to reform 
and innov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mathematics courses, it is pro-
posed to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system of college mathematics courses, 
establish a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valuation system of college mathematics courses, and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teacher level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rec-
ognition of the valu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university mathematics courses in 
terms of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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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更是强调，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性。理工科高校大学生课程思政教育是我国高校立德树人的重要环

节之一[1]。大学数学课程是理工科高校的基础课程之一，课程内容非常丰富。对于理工科高校大学生而

言大学数学教育的意义不仅作为一种专业所需具备的学习工具，还是对逻辑思维能力、推导能力和创新

能力的培养，并且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学生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部分大学生因大学数学的

抽象性和复杂性对数学望而却步、自我怀疑，为了学数学而学数学，甚至还有部分学生认为大学数学的

学习毫无意义，未认真思考大学数学的学习意义。针对这种现状，作为培养理工科人才的理工科高校应

当对大学数学课程思政设建设提出更高要求。改革和创新未成熟的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现状，提高学生的

积极性和参与性。优化大学数学课程思政评估体系，对专业教师水平提出更高要求，提升教学内容的丰

富性。加强引导大学数学专业教师对课程思政建设的价值认同性，进一步规范课程思政基本体系，提升

课程思政的重要性。 

2. 理工科高校大学数学课程思政建设现状 

首先，各理工科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还未系统化。目前理工科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正处于起步阶段，并

无相应参考教材，可借鉴的经验也较少。因此，在许多理工科高校组织的课程思政培训中会缺乏相应的

理论知识[2]，这会导致对专业教师的思政培训效果不如预期，在提升专业教师对思政的敏感度方面也达

不到预想的效果。其次，理工科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认可度较低。许多专业教师对于课程思政的认可度

较低，并未看到课程思政背后的价值。不可否认专业教师有扎实专业知识，但许多专业教师或只是单纯

的用专业课的教学经验教学，对思政元素进行生搬硬套，并未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最后，理工科高

校没有完备的课程评价体系，高校的评价主体单一，评价方式形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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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3.1. “立德树人”教育价值的体现 

“立德”立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人”是育人成才。“立德树人”是既要育才又要在思想

上加以引导。传统的教学模式是只重视育才而严重忽略立德，导致许多学历和品行不对应的现象。课程

思政是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育人目标的创新渠道和最新路径，是以提高立德树人实效性为最终目

标的教育教学改革成果[3]。课程思政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在课程教学中。大学生在步入大学校园时处

于半成熟状态，思想认知有一定的局限性，缺乏辨别复杂事物或信息的能力。因此，对大学生而言对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养成至关重要。高校课程思政教育于学生而言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

积累专业知识，还可以在思想上影响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冲击学生的心灵，使

他们思想和精神世界升华。 

3.2. 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需要 

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人才的评估也越发多维度、多元化，不仅要求大学生拥有丰富的理论知

识和专业技能[4]，更是对大学生思想境界提出更高要求。一个综合素质高的大学生一定是能力突出且拥

有服务社会和造福大众的使命和担当。高校的课程思政教育在提升学生专业技能和丰富专业知识的同时，

也在对学生的思想价值进行引领，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培养他们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报效祖国和

社会。课程思政教育中有效结合了思想政治和知识教育，在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方面有重要意义，培养

高素质人才对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有重要意义，也是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和国家对大学生的

要求。 

4. 大学数学课程思政建设路径 

4.1. 构建课程思政基本规范体系 

加强课程思政建设体系的规范性。课程思政作为一种新型教学模式，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创新，还

未成熟。尤其是大学数学是一门既抽象又复杂的学科，因此，对高校而言规范课程思政建设体系十分必

要。高校应当适当组织课程思政的培训对培训效果进行系统评价，并进行诊断，将专业教师的诊断报告

按存在问题进行分类，并反馈给专业教师，要求专业教师需具备相对完备的思政知识，认真思考思政教

育的意义，发现思政教育中的薄弱之处，并且思考应对之策，进行优化和调整，以制定规范化的课程思

政体系。高校可以充分利用团队优势，形成一个专业教师相互交流的平台，不断完善教学互动机制，完

善教学设计，构建课程思政基本规范体系。 
案例 1：郑美玲等[5]学者在探讨理学类专业课程思政的建设路径时，以广州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

院学生为例，在该院教学改革实施策略中以“党建 + 课程思政”提出党建引领，建立完善的组织实施机

制和制度保障体系。该学院还成立了学院课程思政研究中心，重点在教师党支部中推进思政建设。并且

多维度组织培训，定期邀请高水平教师进行有针对性地讲授与示范。常态化组织院系内部地交流与研讨。

同时完善制度保障体系，完善课程思政建设成效考核、评价和激励体系，鼓励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课题

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对课程思政突出贡献者给予奖励，并在教学优秀奖、课程教学研究、年度

考评、绩效分配等方面优先考虑，以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4.2. 切实提升专业教师的教师水平 

优化“以教师为中心，以传授知识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形成一种教学内容丰富的双向互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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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教学模式，并且在此模式下加强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大学数学的复杂性和抽象性的特点使得学生

缺乏学习兴趣，并且，学生在课堂上处于被动状态，导致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严重匮乏，精神内核难以

领会。然而大学数学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目标，理工科大学的

课程是多学科交叉融合，需要这些能力融合以解决实际问题。教学内容丰富的双向互动的合作教学模

式要求专业教师与学生彼此互动交流，互动方法及内容视情况而定。在这种教学模式下，由于教学的

互动性及教学内容的多样性会吸引学生真正加入数学的学习中，真正领会学习内容，提升学习兴趣并

且掌握数学方法。 
案例 2：李静澎[6]等学者以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教学为例，在微积分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在讲

解“极限”定义时嵌入数学史，融入数学文化，以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针对定义的抽

象性采用反复“渗透”式教学，并且通过问卷式调研结果，证明了微积分学课程思政的可行性与有效

性。 

4.3. 优化课程思政评价体系 

加强大学数学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的多元化，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多元化的课程思政的评价体系是评

价主体的多元化，对评价的公平性和科学性提出更高要求。在教务管理里的评价人员中加入思政专家、

学生及社会和校企业合作人员，对教学内容及教学模式进行评价，切实评估专业教师的教学专业性。在

评估专业教师知识传授能力的同时，对教师的思政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学生作为知识接受群体，直观映

射出教师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的可接受性。社会和校企业合作人员判断学生所学内容是否为社会所需。

思政专家对课程设计的内容加以评价，评价是否把思政元素有效融合在课程设计中。通过多元化评价体

系，可以有效提高教师教学质量，更好的把课程思政融合在课程中。 
案例 3：王治平[7]等学者在探讨高等数学与思政元素的融合时，以大连海事大学为例详细探讨了该

校对数学类专业教师的要求以及教学改革模式，突出了思政教学的评价导向，将价值引领、思想教育和

育人成效作为该校教师评职称和教师评优的指标，并且该校以专题讲座的方式在课外平台展示思政案例，

以专题讲座的方式向学生展示案例，最终该校取得了显著的实际成果。 

5. 结论 

课程思政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深刻体现了“立德树人”的教育价值，对于高校培养新时代人

才有重要意义。在本文中，对理工科高校大学数学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进行分析，深刻解读了理工科高

校数学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必要性，对大学数学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健全大学数学

课程思政建设体系，建立大学数学课程思政评估体系等相应措施，以提高专业教师的教学水平，在思想

上加强专业教师与学生对大学数学课程思政建设价值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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