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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建设是“立德树人”最重要的着手点。探索建立高效的课程思政路径，是实现“全程育人、全

方位育人”这一课程教学目标的首要任务。《高等数学》课程作为高等学校理工类专业基础课程，课程

教学时间长、覆盖学生人数多，在该课程中探索深入有效的思政建设路径较其他课程具备更深远的影响。

探索通过建设内涵丰富的思政案例库、拓展课程思政阵地；将具备专业知识背景的应用实例融入教学过

程；创新建设有机融入思政元素的课程教材；实行全面覆盖的过程化考核四个维度的《高等数学》课程

思政建设，并在课程教学中实现四维融合，能够更好地启智增慧、培根铸魂，实现全方位、全过程的在

课程教学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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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es-
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Exploring and establishing efficient paths for ide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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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is the primary task to achieve the teaching goal of “whole 
process education,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As a fundamental course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s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Advanced Mathematics” course, with its long teaching 
duration and a large number of students covered, has a more profound impact when exploring 
deeply effective path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compared to other courses. By ex-
ploring the following four-dimensional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d-
vanced Mathematics”, the construction of a richly connotat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se library, 
expanding the frontier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integrating appli-
cation instances wi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innovatively creating course 
textbook that organically incorporat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implementing a com-
prehensive process assessment, and achiev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se four dimensions in course 
teaching, we can better inspire wisdom, enhance intelligence, cultivate the roots, and forge the soul. 
This approach realize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nurturing people in an all-
around and comprehensive manner within the cour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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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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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
课程思政的首要目的是立德，培养学生高尚的品格情操，是“立德树人”的重要着手点。因此探索建立

高效的课程思政路径，是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这一课程教学目标的首要任务。 
课程教学是知识传授和价值观塑造的直接途径，在课堂教学和课外自主学习过程中以学生喜闻乐见

的方式融入思政案例，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和人生观[2]；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具有专业背景的

应用实例，能使学生深刻理解自然规律的客观性，激发学生学习新知识、探索未知的科学精神[3]；课程

教材是课程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是落实育人要求的重要抓手，直接关系人才培养方向和质量[4]，因此，

在教材中有机融入课程思政元素，是推进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的基础[5]；过程化考核能引导学生持续努

力学习[6]，培养其刻苦坚毅的品质，也是一种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可见，在课程教学中，实现教材建

设、思政案例、专业应用实例、过程化考核四个维度的一体融合，才能更好达成课程思政立德树人和全

程育人的目标。 
《高等数学》课程作为理工类专业最重要的必修课程，是学生学习后续数学类课程和专业课程、以

及将来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课程受众面广、教学时间长、覆盖面和影响力远超其他课程，具备与课程

思政有机锲合的内在优势[7]-[15]。论文将从教材建设、思政案例、专业应用实例、过程化考核四个维度

探索《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建设路径，以期更好地在课程教学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高课程全方

位育人效果。 

2. 《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建设路径的四个维度 

本部分将分别从思政案例、专业应用实例、教材建设、过程化考核四个维度阐述《高等数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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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建设规划。 
首先，当前《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建设，多局限于课堂教学中某些知识点的思政案例融入上，需要

进一步丰富知识点案例库，实现每个知识点都能有机融入思政案例。但是，仅通过课堂上有限时间的思

政教育，难以实现“思政贯穿教学全过程”。大量的课外时间不应成为课程思政建设的荒地。《高等学校

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16]提出“要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中的应用”。

因此，实现课程知识点的思政案例全覆盖，并研究借助便利的网络学习平台，将课程思政延伸到课堂之

外，使学生课外时间也能接受思政内容的浸润。这种课内线下、课外线上的双线思政模式，能有效提高

思政育人效果，更好的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其次，目前《高等数学》课程教学中，在引入数学概念、定理时，仍采用古典几何和物理学的相关知

识作为应用实例[17]。学生学习过程中，仅根据这些理想化的例子很难体会到数学知识在所学专业中的应

用。因此，在《高等数学》教学中，将学生在专业学习或实际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案例和数学知识进

行有效结合，可以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数学课程的积极性[18] [19]、丰富学生的实践经验，激发学生将数

学知识结合专业知识探索解决专业问题的科学精神。 
第三，教材是课程教学实施的重要蓝本，教材建设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数学》

作为理工类专业最重要基础课程，在高校中广泛使用的课程教材大多数都是单纯数学知识的讲授，近年

来，涌现出了一些融入思政元素的新教材，但是思政内容需要以更灵活的方式融入教材知识点；另外，

目前教材中，应用实例均为传统的几何和物理例子。因此，要想发挥出教材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作用，

迫切需要将课程思政元素和具有专业背景的应用实例有机的融入到《高等数学》课程的教材中，这是课

程思政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5]。 
第四，课程考试是教学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传统的《高等数学》课程考试，为单一的期末闭卷笔

试。近年来，过程化考核受到广泛重视[20]-[24]，但因《高等数学》课程选课学生众多，导致过程化考试

的组织和实施难度很大。为克服上述障碍，建设了微星火在线学习平台，在过程化考试方面积累了一定

的经验。过程化考试能够引导学生改变一次考试定成绩的固定思维模式，锻炼学生长期、持续的将努力投

入到学习中去的恒心和毅力，其本身就对学生价值观的锻造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线上平台的《高等数学》

课程过程化考核的全面实行，能改变学生学习方式、提高学习效果，塑造学生坚毅持久的优良精神品格。 
可见，课程思政的建设路径，应依托教材建设、以学生所学专业的应用实例为引导、将思政案例有

机融入教学过程中、有效结合过程化考试，并实现上述内容“四维一体”的有效融合，才能更好的完成

立德树人、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标。 

3. 四维度《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建设路径剖析 

3.1. 课程思政案例库和线上思政学习资源建设 

《高等数学》公共课思政建设离不开课程思政内容供给的优化，应该研究如何将坚定理想信念、培

养家国情怀、提高文化道德素养等方面的思政元素有机融合到每次课堂教学中，更好发挥课程育人作用。 
同时，还应借助线上学习平台实现思政案例的课外线上覆盖，达成课程思政案例的双线融入，并探

索如何让学生在课外也能学习线上思政，并深入思考课程知识中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下面从这两方

面阐述建设路径。 
第一：从下述方面优化课程思政供给，完善课程思政案例库。1) 中国古代数学方面的创新思想，以

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2) 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和重大科技成就，以激发学生民族自信和家国情怀；3) 马克

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以增强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4) 优秀传统文化，以增强文化素养，塑立文

化自信；5) 数学史和数学家励志故事，以培养学生刻苦科研的坚毅品质；6) 世界热点问题，以增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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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学重要性的认识，塑造学生正确价值观；7) 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以坚定理想信念、培养学生对党

的理念的认同，增强制度自信。课程思政案例库的建设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各方面。 
第二：建设线上课程思政资源建设方面。基于课程已建立的在线平台(学习通、智慧树)学习资源，包

括课程讲义、重点知识讲解视频等。于在线平台各知识点中建立独立的课程思政版块。将思政案例设计

为适合学生独立阅读或观看的形式，并上传到在线平台对应章节，构建学生课外可自主学习的课程思政

环节。实现课程思政育人课上线下、课外线上的教学过程全覆盖。具体设计设计请见图 1。 
努力实现课堂教学节节有思政案例；学生课外时间也能接受思政教育，让《高等数学》课程的思政

育人实现课堂教学“主渠道”，课外线上学习为辅的协同效应，提高课程思政育人的效果。 
 

 
Figure 1. Design for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ses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the Advanced Mathematics course 
图 1. 《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案例融入教学过程方案设计 

3.2. 理工专业背景的应用实例融入课程教学活动 

《高等数学》课程受众学生专业众多，应选取具有更好普适性的应用实例，还应该避免过多挤占教

学时间。这就需要进行广泛调研和查询，整理与课程知识点关联的应用实例，并加强揭示直观背景和实

际意义的应用实例的应用，使枯燥的数学知识和具体专业相结合并应用到实际中去，以有效提高学生的

学习兴趣。 
第一：在重要概念、定理的引入上，使用有实际应用背景的实例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数学知识和日

常生活、专业研究的密切关系。培养学生结合不同学科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涉及专业知识背景适中的

应用实例，可以直接作为引例使用；若需要大量非数学专业理论知识，则课堂教学中可给学生简单展示

并介绍其应用。通过这些应用实例的学习，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 
第二：选取部分应用实例作为对应数学知识点的例题。在课堂教学中，通过这些应用实例的引入，

将抽象的数学知识和具体专业相结合。激发学生学习数学课程的兴趣，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正确价值

观。 
只有建设丰富的具有理工类专业背景的应用实例库，并在课程教学中，重要知识点在概念引例和例

题讲解中引入应用实例，才能有效激发学生利用数学知识探索解决专业问题的科学素养。 

3.3. 新时代《高等数学》教材建设 

首先，应研究将思政案例有机融合到教材章节知识点的形式，更新理念、将课程思政案例融入《高

等数学》教材内容和教学活动设计，将课程育人作用落到实处。其次，在教材中配备具有专业背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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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实例。实例的选取需要既能适应广泛的专业需求，还能让学生体会到数学知识与生活、专业的密

切相关性。建设路径设计如下。 
第一：加强教材建设的筹划和组织工作。 
组织业务能力强、教学水平高、育人经验丰富的教师加入教材编著工作。开展教材预编写工作，教

材编写工作启动前，提前一学期组织编写小组通过实际教学有针对性开展预规划工作。成立《高等数学》

课程教材编写小组，确保编写成员在思想认识上充分重视思政育人、课程专业应用背景在教材建设中的

重要意义。 
第二：把握好思政和应用实例进教材的建设标准。 
聚焦培根铸魂，在把好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上着手。思政案例融入课程知识环节的方式如下：在对

应知识点，增加思政内容；结合线上建设的思政资源，将链接以二维码的形式植入教材知识点。 
聚焦启智增慧，以提升教材科学性和思想性为切入点。通过选取部分能够揭示直观背景和实际意义、

所需专业知识量适中的应用实例作为概念引例和课程例题，大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

能力。具体的设计请见图 2。 
 

 
Figure 2. Design for incorpo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cases and applied examples into course textbooks 
图 2. 思政案例和应用实例教材进教材方案设计  

 
通过新教材编写，在思政育人和应用案例方面实现教材内容的全面更新，主要知识点有应用实例，

教材体现应用背景、时代进步，重要知识点有思政融入，教材更好地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 

3.4. 实施《高等数学》课程过程化考核 

教学过程中，根据课程知识结构，基于在线练习平台，组织过程化练习和测试。并能够有效实现在

课堂教学中及时反馈过程化测试发现的问题，形成对教学效果的及时补漏和巩固。 
第一：考试组织方面，在保持总课时数和教学内容的前提下，合理安排课程的周学时数，和授课起

始周数。基于在线练习平台，合理高效的组织 3 次过程化测试。 
第二：根据教学需要，制定教学计划，设计合理的考试题量，根据过程化考核的要求，优化设置能

有效体现过程化学习的期末成绩比例。以督促学生改进课程学习方式，努力学习，塑造学生坚毅持久的

优良精神品格。 
实现高效组织的《高等数学》程的过程化考试，有效改善学生课程学习方式，督促学生把更多时间

花在平时学习上，锻造学生坚毅持久的优良精神品格。 
上述四个维度有机融合，相互倚用，形成《高等数学》课程“四维一体”的思政建设路径，请见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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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path for the four-dimensional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dvanced Mathematics” 
图 3. 《高等数学》“四维一体”课程思政育人建设路径 

4. 四维思政建设效果 

4.1. 思政案例建设方面 

建设完善的课程思政案例库，利用学习通和智慧树等线上平台，构建线上课程思政资源，将课堂外

的时间开发为课程思政教育的新阵地。形成课堂教学思政教育“主渠道”，课外线上思政教育为辅的协

同效应。让学生在课外自主学习中，更深刻的体会到数学知识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达成有效

的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的目标。 

4.2. 应用实例库建设方面 

课堂教学中，在概念、定理的引入上，借助应用实例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数学与专业研究的关系，

增强学生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应用实例作为对应数学知识点的例题，给学生展示

使用抽象的数学知识解决具体的生活和专业问题的途径，激发学生学习数学课程的兴趣，培养学生科学

探索精神。 

4.3. 教材建设方面 

思政案例融入《高等数学》课程教材，通过教材这一课程载体强化价值导向、培根铸魂的目标。选

取应用实例作为教材中重要概念、定理的引例和例题，提升教材科学性和思想性。达到启智增慧的目的，

提高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的效果。 

4.4. 过程化考核方面 

通过《高等数学》的全面过程化考核，重塑课程学习方式。实现从被动学习、期末考试冲刺型学习

到主动学习、创新型学习的转变。实现《高等数学》课程学习效果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提高，培养学

生坚毅恒久的优良品质。 

5. 结论 

通过《高等数学》课程四维一体的思政建设，实现下述四个思政育人目标。第一，线上、线下思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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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全面融入，实现课程教学主阵地虚实空间的思政融合。建设覆盖重要知识点的《高等数学》课程思政

案例库；借助学习通、智慧树等在线平台，将课堂教学中一带而过式的课程思政案例教学，延伸到课外。

第二，建设应用实例库，课程教学结合应用实例，培养学生科学探索精神。在《高等数学》课堂教学中引

入理工专业应用背景的实例。重要概念、定理借助应用实例引入，例题中加入应用实例。架设连接数学

课程与理工专业知识的桥梁。第三，编著《高等数学》课程教材，完善育人载体的思政建设。采用灵活形

式，以纸面或二维码链接等形式在教材中增加思政案例、应用实例。第四，实行全面过程化考核，重塑

课程学习方式，培养学生坚毅恒久的优良品质。希望本文所提的教学方法，能够对大学数学类课程的教

学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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