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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2年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其中的立德，就是坚持德

育为先，通过正面教育来引导人、感化人、激励人。初中数学教师应将数学教育与思政教育相结合，这

是数学教学改革的时代要求，也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现实需求。本文阐述了课程思政融入初中数学教

学的重要意义，提出了课程思政视域下初中数学教学设计策略，并结合初中数学统计与概率中的教学案

例展示了如何进行教学设计与实践，旨在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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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2,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irst proposed that the funda-
mental task of education is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Establishing virtue means insi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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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giving priority to moral education and guiding, influencing and inspiring people through positive 
education.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should combine mathematics education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is the requirement of the times for mathematics teaching 
reform and also the practical need to achieve the goal of talent cultivation.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proposes the teaching design strategies of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and demonstrates how to 
conduct teaching design and practic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teaching cases in statistics and prob-
ability of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aiming to achieve the organic unity of knowledge impart-
ing and value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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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指出：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课程，其基本出发点是促进学生

全面、持续、和谐地发展[1]。“全面”一词表示受教育者在各个方面的能力和素质都得到充分的发展，

数学课程必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挖掘数学学科中的育人价值，推进数学学科的思政建设是

数学育人方式变革的必然趋势。初中数学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传授数学知识和技能，

更要发挥育人功能，将思政教育融入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正确价值观。中小学数学教师

必须深入研究和挖掘数学学科蕴含的思政元素和育人价值，探讨如何丰富和创新教学形式与方法。目前

很多经验丰富的教师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授课模式，一时之间很难改动；而有些教师虽愿意去响应时代潮

流探究数学与课程思政结合的教学模式，但他们对课程思政的理解还停留在表层，主要问题在于课程思

政过于抽象，没有抓手，无从展开。本文首要研究意义就是通过对统计与概率进行教学设计，为当前的

教育提供一些思路，从中将课程思政落到实处，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2. 初中数学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的重要性 

2.1. 有助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党的十八大指出，把立德树人作为发展中国教育事业的根本任务，高度重视“培养什么人、如何培

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2020 年国家

教育工作会议强调：提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针对性、实效性。目前的教育现状，大多数中学受应

试教育的影响，多数学校仅重视智育育人，忽视德育育人，课程思政的融入要做的就是既让学生学到了

知识，又润物细无声地培养了他们的思想素质，通过课程思政，将立德树人落到实处。 

2.2.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首先，在课程思政融入初中数学的过程中，可以将学科知识与社会热点问题相结合，让学生感受到

知识的实用性，使原本抽象的数学知识变得更有趣。同时，挖掘数学学科中的数学文化和学科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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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方式。例如，讲述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在洗澡时发现浮力定律的故事，

或者我国古代数学家祖冲之计算圆周率的艰辛历程等，这些故事能够激发学生对学科知识的好奇心，让

他们更愿意深入学习学科知识。 

2.3.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 

课程思政视域下的初中数学教学，不仅注重知识的传授，更注重学生能力和素养的培养。初中时期

正是学生品格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的学生由于处在青春期极易出现逆反心理，却也是树立人生观、

价值观最有效的时期，单纯的依靠道德与法治课去培养学生的性格显然也是不够的，一些学生对思想政

治课持消极态度。由此可见，将思政教育与各门学科同向同行是势在必行的，通过挖掘数学教学中的思

政元素，可以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和实践能力等，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还有利于学生在初中阶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养成良好的品德。这样学生才能正确选择自己未

来的方向，明确自己的人生信念，并为之付出努力。 

3. 课程思政视域下初中数学教学设计策略 

3.1. 教学目标融入课程思政 

教学目标是关于教学将使学生发生何种变化的明确表述，是指通过教学活动期待得到的学生的学习

结果。与传统教学设计中的教学目标不一样，融入思政的数学课程教学设计的教学目标应包括课程目标

和思政目标。其中，课程目标应结合教学内容、课标、学生学情来确定，体现学生获得的知识、技能、思

想方法和数学素养；思政目标要结合可用的思政素材特点及课程思政切入点来确定。 

3.2. 教学内容挖掘思政素材 

3.2.1. 挖掘数学文化、数学史 
数学教学内容除专业知识外，还涉及许多数学家的人生经历、数学故事、精神品质等趣味性知识，

这些内容背后都蕴含着丰富的育人价值[3]。也可以巧用中国数学发展历史的实例，感受我国数学发展的

艰辛与成就，激发学生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为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奋斗的坚定信念。 

3.2.2. 结合社会热点与现实问题 
教师为更好地设计教学方案，可以结合课程内容关注时事，从中发掘思政资源，密切关注国家的教

育动向、最新的教育方针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知识储备，和学生一起分析当前社会热点问题，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性思维。 

3.2.3. 渗透民族精神、科学精神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融入中国人民的拼搏精神、团结精神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培养学生的集体主

义精神。 

3.3. 教学方法体现思政教育 

3.3.1. 问题导向教学法 
提出具有思政意义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让学生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经济价值

观。例如在解决实际应用数学问题时，引导学生关注社会问题，培养社会责任感，让学生明白数学在解

决民生、环保等问题中的价值。 

3.3.2. 小组合作学习法 
在合作过程中，引导学生学会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共同完成任务，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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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能力和责任意识。例如在“概率初步”教学中，安排概率实验，在实验过程中，学生们严格按照规则操

作，培养了学生遵守规则的意识。小组之间分享数据，让学生明白科学研究需要实事求是，尊重实验数

据，并且通过合作可以得到更准确的结果，这体现了严谨的科学精神和合作共享的理念。 

3.3.3. 实践教学法 
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社会需求和责任。例如可以让学生对校园进行实

地测量，比如测量校园内不同区域的面积、建筑物间的距离等。然后利用测量数据，为校园规划提出建

议，如增设停车位、优化绿化区域布局等。在测量和规划过程中，学生更加了解校园环境，对校园的感

情加深，激发爱校情怀。同时学生通过实际操作测量工具和数据处理，提高实践动手能力，同时培养严

谨的科学精神。 

3.4. 教学过程渗透思政教育 

在课程导入环节，以思政相关的话题、故事或案例导入课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政思考；在

知识讲解时，自然地融入思政元素；在课堂互动环节中，通过提问、讨论、辩论等互动环节，引导学生深

入思考思政问题；在课堂小结环节，总结课程内容的同时，强调思政要点；最后，教师对本节课涉及的

思政内容进行梳理和强调，加深学生的印象，促进学生对思政教育的理解和吸收。 

3.5. 教学评价纳入思政考量 

在评价内容上，除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考核，增加对学生思政表现的评价。例如考查学生在团队合

作项目中的责任担当、在课堂讨论中对思政问题的思考深度等；在评价方式上，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

如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和互评等。教师观察学生在课堂和实践活动中的思政表现进行评价，学生也可以

对自己和同学在思政方面的成长进行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及时向学生反馈思政评价结果，鼓励学生发

扬优点，改进不足。通过评价反馈，引导学生进一步认识到思政教育的重要性，促进学生在思政方面的

不断进步。 

4. 教学设计案例 

根据以上在课程思政视域下初中数学教学设计策略，以华东师范大学版初中数学教材第二十五章第

二节随机事件的概率中《概率及其意义》一节为例进行教学设计。 

4.1. 分析教学内容 

概率是初中数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本节课是概率的起始课，主要介绍概率的概念和意义，让学生

初步感受概率在生活中的应用，激发学生学习概率的兴趣。从课程思政维度看，《概率及其意义》这节

课的思政元素主要体现在概念引入和用概率解决简单的问题两个环节。教师可以通过创设富含思政元素

的教学情境来引导学生理解“概率”的概念，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通过实际问题中概

率的计算的探究过程来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科学精神和良好品质。 

4.2. 分析学生学情 

学生在之前的学习中已经接触过一些简单的随机事件，如抽奖、游戏中的输赢等，对随机现象有一

定的感性认识。从课程思政视角来看，初中学生的思维正处于从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阶段，具有

一定的观察、分析和归纳能力，但对于抽象概念的理解还需要借助具体的实例和直观的演示。 

4.3. 设计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关于教学将使学生发生何种变化的明确表述，是指通过教学活动期待得到的学生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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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教学活动以教学目标为导向，且始终围绕实现教学目标进行[4]。 

4.3.1. 课程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理解概率的定义，能通过实例计算简单事件的概率。 
 过程与方法目标：在实验、探究、讨论等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数据分析能力和逻

辑思维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引导学生在小组合作中积极参与、相互交流，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

和创新精神。 

4.3.2. 思政目标 
通过课程思政的融入，让学生感受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辩证唯物主义世

界观。引导学生在小组合作中积极参与、相互交流，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和创新精神。 

4.4. 选择教学方法 

本节课选择实验探究法、小组讨论法、启发引导式教学法。通过设计情境，将思政元素渗透其中；

通过问题驱动，引导学生在自主探究中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同时促使其养成科学精神和良好品质。 

4.5. 优化教学过程 

4.5.1. 设置情境，引入新课 
2021 年第三十二届夏季奥运会在东京拉开帷幕，我国 00 后小将杨倩，就读于清华大学，学习射击，

以 251.8 环在东京奥运会摘得中国首枚金牌，给中国健儿极大地鼓舞，以势如破竹之势持续摘金，杨倩的

每一次瞄准都十分扣人心弦，引起观众的高度紧张，大家知道为什么嘛？ 
引导学生：在这个场景中存在着一些不确定的结果，你知道如何用数学的方法来描述这些不确定事

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吗？ 
【设计意图】教师可以从日常生活维度创设情境，将思政元素渗透到学生熟悉的场景当中，还可以

以奥运会射击比赛为切入点引入随机试验，使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感受概率的随机性，辅助以贴合时事、

关注度及热点度比较高的奥运会入手，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再以小将杨倩射击取得中国首块金牌激发

学生爱国情怀的同时，展示中国的大国魅力，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4.5.2. 实验探究，形成概念 
(1) 抛硬币实验 
教师演示抛硬币实验，让学生观察硬币落地后的情况，并记录正面朝上和反面朝上的次数。 
学生分组进行抛硬币实验，每组抛硬币 10 次，记录实验结果。 
全班汇总实验数据，计算正面朝上和反面朝上的频率。 
(2) 分析实验数据 
引导学生观察实验数据，思考：随着抛硬币次数的增加，正面朝上的频率有什么变化规律？ 
组织学生小组讨论，交流自己的发现。 
教师巡视各小组，倾听学生的讨论，并给予适当的指导。 
(3) 引出概率概念：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教师总结：通过大量重复实验，我们发现正面朝上的频率

会逐渐稳定在一个常数附近，这个常数就可以用来表示正面朝上这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大小。 
(4) 给出概率的定义：一般地，在大量重复试验中，如果事件 A 发生的频率会稳定在某个常数 p 附

近，那么这个常数 p 就叫做事件 A 的概率，记为 P(A)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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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讲解概率的表示方法：概率通常用 0 到 1 之间的数来表示，0 表示不可能事件的概率，1 表示必

然事件的概率。举例说明：抛一枚质地均匀的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为 0.5；掷一个骰子，掷出点数为 1
的概率为 1/6。 

【设计意图】通过抛硬币实验，让学生亲身经历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过程，感受频率的稳定性，

从而自然地引出概率的概念。同时，通过对实验数据的分析和讨论，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

合作交流能力，让学生在探究中体会数学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 

4.5.3. 例题讲解，巩固概念 
例 1：掷一枚质地均匀的骰子，求下列事件的概率： 
(1) 掷出点数为 1； 
(2) 掷出点数为偶数； 
(3) 掷出点数大于 3。 
例 2：一个口袋中装有 4 个红球和 6 个白球，这些球除颜色外完全相同。从中随机摸出一个球，求摸

到红球的概率。 
【设计意图】通过例题讲解，让学生进一步理解概率的定义和求法，掌握用概率知识解决简单实际

问题的方法和步骤。同时，通过不同类型例题的设置，让学生体会到概率在不同情境中的应用，提高学

生的解题能力和思维能力。 

4.5.4. 拓展应用，深化理解 
应用一 游戏中的概率 
展示游戏“剪刀、石头、布”的规则：两人同时出拳，剪刀胜布，布胜石头，石头胜剪刀。 
提出问题：你认为在这个游戏中，双方获胜的概率相等吗？为什么？ 
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让学生通过分析游戏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计算双方获胜的概率。 
请各小组代表汇报讨论结果，教师进行点评和总结。 
应用二 生活中的概率 
展示一些生活中的实例，如抽奖活动、天气预报、交通信号灯等，让学生分析其中蕴含的概率知识。 
提出问题：你能根据概率的知识，对这些生活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和决策吗？ 
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并鼓励学生积极发言，分享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教师对学生的回答进行补充和完善，让学生深刻体会到概率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和重要意义。 
【设计意图】通过拓展应用，让学生将所学的概率知识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学会用概率的眼光观察

和分析生活中的问题，提高学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通过小组讨论和交流，培养

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创新思维，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验到数学的价值和乐趣。 

4.5.5. 课堂小结，交流反思 
回顾本节课所学的知识点，包括随机事件的概念、概率的定义、简单事件概率的计算方法。总结课

程思政的融入点，强调科学精神、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团队合作意识的重要性。引导学生思考概率在

生活中的其他应用，鼓励学生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生活，用数学的思维解决问题。 

4.6. 评价教学效果 

4.6.1. 知识与技能目标评价 
(1) 学生是否掌握数学知识和技能，包括概念、定理、公式的理解和应用。 
(2) 能否运用数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体现数学在生活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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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观察学生在数学思维和创新能力方面的发展，如逻辑推理、分析问题、提出独特解法。 

4.6.2. 思政目标评价 
(1) 考查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如爱国主义情感、民族自豪感的培养。 
(2) 评价学生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是否在数学学习中体现诚信、合作、尊重等价值观。 
(3) 观察学生对数学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以及对科学精神的追求，如严谨、求实、探索。 

5. 结语 

总之，在课程思政视域下进行初中数学教学设计与实践，是新时代教育教学改革的必然要求。通过

挖掘初中数学教学中的思政元素，将思政教育融入数学教学中，可以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

一，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正确价值观。育人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教师应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积极创

设紧扣时代要求、教育大方向的课堂。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深挖教材、注重时事、正确利用学生的关注

点、合理运用信息技术等教学策略，以灵活多样的教育教学方式助力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正视学

科育人理念，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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