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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数学》是工科院校本科各专业的重要基础课之一。本文针对《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教学中的“两

张皮、硬融入、难考核”等问题，运用“融”思维提出了三维融合的解决方案——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

融合、思政育人与教学策略融合、思政考核与课程考核融合。通过两角度挖思政元素、双线融通教学设

计实现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的融合；借助混合式对分课堂、情境探索性数学实验实现思政育人与教学策

略的融合；通过“反思之慧、感受之深、设问之疑”作业及“数学之美、数学之用”作业实现思政考核

与课程考核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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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vanced mathematic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al courses for undergraduate major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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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colleg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three-dimensional integration solution for the prob-
lems of “two skins, hard integration, and difficult assessment”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the course “Advanced Mathematics”. Three-dimensional integration is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
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with teaching contents,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
cation with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ssessment with 
course assessment.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teaching contents is 
achieved by explo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from two perspectives and integrating the 
teaching design of dual lines;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teaching 
strategies is realized by the blended PAD Class and situational exploratory mathematics experi-
ments;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ssessment and curriculum assessment is achieved 
by the “wisdom of reflection, depth of feeling, doubt of questioning” homework and the “Beauty and 
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s” ho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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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

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随后，众多高校积极致力于构建

“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业课程和综合素养课程三位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体系[2]”。高等数学作为一

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其课程思政的开展方式成为当下研究热点之一，目前在理论及实践层面均已取得

一定成果，主要涵盖“思政元素”挖掘、“课程思政”实施策略、“课程思政”考核。潮小李等[3]从理

论上阐述了《高等数学》课程中思政元素挖掘的四个方向。侯江霞等[4]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

信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数学思想”、“数学建模与培养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三

个方面挖掘《高等数学》课程的思政元素，并应用于教学实践。田进凤[5]以定积分的概念为例，剖析了

定积分概念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并给出了在定积分的概念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的具体过程。杨琴乐[6]研
究《高等数学》课程考试改革，探索性地提出在考核环节赋予考核机制“思政”特性。 

尽管《高等数学》“课程思政”的研究与实践已持续一段时间，但在实际教学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首

先，课程思政教学出现“两张皮、硬融入”现象。由于教师与学生的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教师的思

政理论水平有限、创新性不足，以及资源整合利用程度不够等问题，课程思政教学在教学内容、资源建

设及教学方法上都存在碎片化、随机化的问题。这种碎片化的课程思政教学不能从根本上实现课程思政

潜移默化的作用，甚至存在为了思政而思政的情况。对思政教学进行生硬植入与片面解读，使得课程思

政与价值传播之间脱节，出现了严重的“两张皮、硬融入”现象。其次，课程思政难考核。《高等数学》

的课程思政目标较为抽象，如培养数学思维、数学素养、科学精神等，缺乏明确统一的考核标准，难以

通过传统的考试方式在短时间内量化评估。学生对思政元素的感悟和吸收程度差异大，难以用单一尺度

衡量。本文运用“融”思维破解《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教学中的“两张皮、硬融入、难考核”问题，提出

了三维融合的解决方案——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融合、思政育人与教学策略融合、思政考核与课程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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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通过两角度挖掘思政元素和双线融通教学设计促成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融合；借助混合式对分课

堂及情境探索性数学实验，实现思政育人与教学策略融合；通过“反思之慧、感受之深、设问之疑”作业

与“数学之美、数学之用”作业，达成思政考核与课程考核融合。 

2. 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融合 

与《高等数学》教学内容有机融合的思政元素是课程思政的灵魂，它可以使学生在学习数学知识时

潜移默化地吸收思政营养。本课程在实际教学中，通过两角度挖思政元素、双线融通教学设计实现思政

元素与教学内容的融合。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融合的思维导图见图 1。 
 

 
Figure 1. Mind map for the integration of ideo-political elements and teaching contents 
图 1. 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融合的思维导图 

2.1. 两角度挖思政元素 

数学文化角度：1) 凝练微积分发展史中的思政元素，使课程内容具有历史性和继承性。从古希腊时

期对极限思想的初步探索，到牛顿、莱布尼茨创立微积分，再到后世数学家不断完善和拓展，这一漫长

的历史进程见证了众多杰出数学家的艰辛付出与不懈探索。例如，柯西对极限定义的严格化，展现了其

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他们在面对困难和质疑时，始终坚持追求真理，这种精神激励着学生在学习和生

活中勇于面对挑战，不畏艰难险阻。2) 凝练数学思想方法中的思政元素，使课程内容具有思辨性和逻辑

性。例如，极限思想体现了从有限到无限的辩证思维。定积分中“化整为零”的思想反映了整体与部分

的辩证关系；体现了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的价值取向，鼓励学生不急于求成，将大目标分解为小目标，

在实现小目标中获得成就感、增强自信，从而更有动力追求更大成功，培养学生坚韧不拔的品质和持之

以恒的精神。3) 凝练数学之美中的思政元素，使课程内容具有人文性和美学性。例如，悬链线、双曲抛

物面蕴含着图形之美；欧拉公式、定积分表达式蕴含着简洁之美；极限、导数、积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展

现出一种和谐之美。这些美能激发学生对数学的热爱，提高他们的审美素养。 
应用案例角度：1) 凝练实际应用案例、科技前沿案例中的思政元素，使课程内容具有应用性和前沿

性。例如，在曲率这节内容中，工程师打磨国产大飞机 C919 的发动机叶片时，要把误差控制在头发丝直

径的三分之一以内，由此引出砂轮选取的实际问题，进而探究曲率知识。通过实际问题背景渗透工匠精

神、厚植爱国情怀。在曲率的科技前沿拓展部分，拓展阅读文献《基于螺栓间弹性线曲率变化的螺栓松

动视觉检测方法》。在高铁建设中，无数的螺栓将轨道与桥梁、隧道等结构紧密连接在一起。螺栓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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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检测系统能够及时发现潜在的安全隐患，确保高铁的安全运行，保障了成千上万旅客的生命财产安

全。借此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责任感，培养他们的敬业精神。 
2) 凝练数学建模、数学实验中的思政元素，使课程内容具有研究性和创新性。例如，在可分离变量

的微分方程这节内容中，通过动手小实验，观察小球沿不同路径的下滑快慢情况，引出最速降线问题，

并利用 MATLAB 软件模拟演示不同路径上小球的运动情况。通过光学类比建立最速降线的数学模型，引

出可分离变量微分方程及其求解，得到最速降线问题的解为摆线，进一步运用数值模拟和理论结合的方

法分析摆线性质，理解数学结果。最速降线问题的解决过程体现了科学家们不断探索和创新的精神。从

最初的猜测到严谨的数学推导，再到实际的试验验证，这种勇于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精神值得学习。 

2.2. 双线融通教学设计 

基于应用案例，结合数学文化，以知识主线为明线，以思政主线为隐线设计教学内容。明线隐线融

通，知识传授与思政育人同向而行。 
知识主线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线索。在自然现象、生活实例、工程问题中搜集与

课程内容相关的问题，以问题驱动方式引入课程内容，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在实际问题情境下，引导学生

分析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对教学内容进行应用拓展，介绍相关的工程应用案例、科研扩展知识。 
思政主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课程价值目标为导向，依托知识主线而形成。在发

现问题中深挖应用案例的思政元素；在分析问题中深挖数学思想方法的思政元素；在解决问题中深挖知

识拓展的思政元素。 

3. 思政育人与教学策略融合 

将思政育人与高等数学的教学策略相融合，可以更好地实现高等数学的育人目标，培养学生的数学

思维、提升数学素养；培养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树立正确的三观和厚植爱国主

义情怀。本课程在实际教学中，借助混合式对分课堂、情境探索性数学实验实现思政育人与教学策略的

融合。思政育人与教学策略融合的思维导图见图 2。 
 

 
Figure 2. Mind map of the integration of ideo-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图 2. 思政育人与教学策略融合的思维导图 

3.1. “混合式对分课堂”新型教学模式：三环节育人 

“混合式对分课堂”新型教学模式将课堂一半分给老师讲授，一半留给学生讨论，并把讲授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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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错开，学生有目的、有引导地进行线上内化吸收，有准备地参与课堂讨论。该模式下，一个完整的

教学单元分为“线下对分课堂讲授 + 线上内化吸收 + 线下对分课堂讨论”三个环节。 
环节一：线下对分课堂讲授——知识传授、靶向思政。首先进行情境引入，采用案例法和探究法聚

焦问题。接着以知识主线和思政主线为线索进行框架式讲授，将部分内容留白，供学生课后线上自主学

习。这样能激发学习兴趣、降低自学难度、发挥隐性育人功能，也为后续的线上内化吸收及课堂讨论奠

定基础，从而实现知识与思政的双重目标。 
环节二：线上内化吸收——知识内化、思政内化。一方面，以目标引领，学生借助配套教学视频自

学留白内容，完成线上测试及“反思之慧、感受之深、设问之疑”作业。在此过程中，学生在深入思考数

学知识的同时，感悟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另一方面，通过任务引领，开展合作探究，完成分组挑战任

务。任务的完成需要学生不断探索，这无形中培养了学生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通过目标引领和任务引

领，学生在实现知识内化的同时，也无形中进行思政内化。 
环节三：线下对分课堂讨论——智慧碰撞、思政共鸣。一方面，学生结合“反思之慧、感受之深、设

问之疑”作业展开小组讨论。在此过程中，不同观点激烈碰撞，学生之间互相答疑启发，这一互动行为

有效促进了思辨能力的发展。这种讨论互动不仅使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入，同时也为思政共鸣的产

生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针对分组挑战任务，优秀小组进行分享。这一举措发挥着同伴示范作用，为

其他小组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思路。通过优秀小组的分享，学生们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成功的案例，

激发他们在知识学习和思政感悟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2. 情境探索性数学实验：体验探索、体验思政 

数学情境是指数学概念、规律产生的现实背景和一种能促使学生主动地思考、探索、解决或发现规

律的环境。教学中对于某些具体情境引入的探究性问题，结合 Matlab、Geogebra 数学软件及教具进行探

索分析。情境探索性数学实验为学生提供了独特的学习体验，既包含对探索的亲身体验，也涵盖对思政

的深刻感悟。学生在新的问题情境中，重走数学家们的探索过程，仿佛置身于那些伟大的历史时刻。他

们能感受到数学家们在面对未知时的无畏勇气，体会到那种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通过亲身体验数学家

们曾经走过的道路，学生们不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数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还能在心灵深处种下勇于探

索的种子。这种科学精神将激励他们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中，敢于挑战难题，不断开拓创新。 

4. 思政考核与课程考核融合 

4.1. 创新思政考核作业 

思政考核与课程考核融合是一种创新的教育评价方式。在高等数学课程中，通过“反思之慧、感受

之深、设问之疑”作业及“数学之美、数学之用”作业实现思政考核与课程考核的融合。 
“反思之慧、感受之深、设问之疑”作业是一种富有创新性和启发性的学习任务。“反思之慧”要求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进行深入思考和自我反省。学生可通过思维导图、方法总结等方式呈现。“感受之深”

旨在引导学生关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和内心感受。考察学生对思政元素的领悟程度。“设问之疑”

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和疑惑。问题是学习的起点，通过提出问题，学生能够主动探索未知领域，培养好奇

心和求知欲。同时，设问也有助于促进课堂讨论和合作学习，让学生在相互交流和解答问题的过程中共

同进步。 
“数学之美、数学之用”作业，学生基于某一个知识点，做一个具有数学之美、数学之用的 PPT。该

项作业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数学的魅力与价值。通过探索数学之美，学生能够领略到数学的简洁之美、和

谐之美、抽象之美等，培养审美情趣和对真理的追求。而在感受数学之用的过程中，学生认识到数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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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实际问题、推动科技进步、促进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增强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 

4.2. 多主体多维度评价 

本课程的最终成绩由期中、期末、平时成绩构成。平时成绩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形式开展评价获得，

考核维度涉及到基础知识、知识应用、课程思政，考核方式包含教师评、自评、互评。图 3 为课程总成

绩构成表。 
 

 
Figure 3. Composition table of total course grades 
图 3. 课程总成绩构成表 

5. 实践效果与反思 

5.1. 实践效果 

通过“三维融合”的课程思政教学实践，《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取得了显著的育人成效。 
首先，学生对高等数学的兴趣明显增强。思政育人与教学策略的融合，如混合式对分课堂和情境探

索性数学实验，为学生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学习体验。在混合式对分课堂中，学生既有自主学习的时间，

又能参与小组讨论，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情境探索性数学实验则让学生在实际情境中感

受数学的魅力，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同时，在这些过程中，学生们还能体验到思政的内涵，如勇于

探索的科学精神、团队合作精神等，进一步丰富了学习的意义。 
其次，学生的科学思维、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也得到了有效培养。在思政考核与课程考核融合的

推动下，学生们不仅注重知识的掌握，还积极思考数学与社会、人生的关系。通过“反思之慧、感受之

深、设问之疑”作业及“数学之美、数学之用”作业，学生们学会了反思自己的学习过程，感受数学之

美，提出有价值的问题，从而培养了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同时，在了解数学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后，学生们的社会责任感也得到了增强，他们更加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和使命，为将来成为

有担当的高素质人才奠定了基础。 

5.2. 反思与改进 

在《高等数学》“三维融合”课程思政教学的探索与实践中，尚有如下待改进之处。 
首先，在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融合方面，虽然通过两角度挖掘思政元素以及双线融通教学设计取得

了一定成效，但有时仍会出现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结合不够自然流畅的情况。在今后的教学中，需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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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入地研究教学内容，找准思政元素与知识点的契合点，使二者的融合更加巧妙、无缝对接。例如，

可以多参考一些优秀的课程思政案例，学习他人的融合方法和技巧，不断提升自己的融合能力。 
其次，在思政育人与教学策略融合方面，混合式对分课堂和情境探索性数学实验虽然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部分学生在进行线上内化吸收时缺乏自

律性，导致学习效果不佳。对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和监督，制定更加有效的线上学习管理

机制。同时，可以考虑增加一些激励措施，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线上学习和讨论。另外，在情境探索性数

学实验中，还需要不断优化实验设计，使其更具针对性和挑战性，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创新能

力。 
最后，在思政考核与课程考核融合方面，通过“反思之慧、感受之深、设问之疑”作业及“数学之

美、数学之用”作业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但考核标准和评价方式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目前的考核方

式可能存在主观性较强的问题，需要建立更加科学、客观的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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