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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教育发展的新形势下，将高等教育中的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是高校践行立德树人理

念和推进教育创新的重要实践。这不仅是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也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关键环节。数值分析课程在科学和工程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作为数学专业的核心必修课，同时也是

许多高校工科专业的公共必修课程。文章结合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主要分析数值分析课程融入思政教育

的重要性、探究课程思政建设的难点、挖掘课程思政元素与数值分析的融入过程，以及对课程思政的教

学设计与实施方面进行了思考，为数值分析课程思政教学提供了一些可行的策略。 
 
关键词 

数值分析，课程思政，思政元素，教学实践，挖掘 

 
 

Thoughts on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Numerical Analysis Course 

Yuanyang Qiao 
College of Mathematics and System Science,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n. 4th, 2024; accepted: Jul. 22nd, 2024; published: Jul. 31st, 2024 
 

 
 

Abstrac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current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e integration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higher education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ractic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practice the concept of moral education and promote educational innovation. 
Thi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but also a key link to 
cultivate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Numerical analysis course has a wide range of appl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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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s a core compulsory course of mathematics, it is also 
a public compulsory course for engineering majors in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mbined 
with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integrating numerical analysis cours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plores the difficulties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excavates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numerical analysis, 
and thinks about the teach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provides some feasible strategies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numerical analysis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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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各类课程不仅要教授专业知识，还应融入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等思政元素，真正实现全面育人。课程思政的核心要求是在不改变专业课程

性质的前提下，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深入挖掘思

政元素，并将其融入课程中，潜移默化地进行德育教育，将思想道德教育融入科学知识的传授之中，

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引导和教育，达到正确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以身为中国人为荣、以参与祖

国建设为己任的目的。如何准确把握在校大学生的思想动向，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是每位任课

教师的责任。如何利用课堂这一主要渠道，也是我们高等教育工作者的职责所在[1]。 
对于理工学类专业课程，应在课堂教育上将马克思主义立场理论知识的教育和科研精神的培育紧密

结合在一起，以培养学生正确认识现实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2]。要重视学生科研思想方面

的培训和科研方法的熏陶，激发学生对探索未知领域、追寻真理以及勇敢攀登科学顶峰的热情和使命感，

同时培养他们以科技成就报效国家的深厚爱国情怀和责任意识。 
数值分析这门课程包含的数值计算方法在科学与工程领域中广泛应用，对于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和工

程技术人员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针对数值分析课程思政的重要意义、课程思政建设的难点、思政元

素融入课堂教学的途径方面进行探讨。 

2. 数值分析实施课程思政的重要意义 

当代大学生在改革开放中成长，思维灵活，对新事物接受能力强，在学校中接受主流思想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他们的思想大多是积极、健康和向上的。然而，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以及

网络信息的片面性影响，大学生容易受到他国文化思想的渗透和冲击，产生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

糊、价值观念扭曲以及社会责任感缺乏等问题。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同，专业教育课程旨在发挥深化和

拓展作用，相比于“形势与政策”等思政理论大课，专业课多采用小班授课形式，教师在授课过程中，

能够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和思想状态，能够更快地做出反馈，调整教学设计、改变教学方法，注重

学生的整体素质与个性发展，因材施教、对症下药，第一时间解决学生知识和思想上的困惑；专业课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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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强大的专业和行业背景，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就业和职业发展规划。通过专业课程思政，不仅可以及

时解决学生在知识和思想上的困惑，还能够培养他们的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对他们的人生成长和发展

产生深远的正向影响。 
数值分析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改革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该课程在大学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

数学本科专业的核心课程，也是理工科类专业研究生的公共基础课程，教学对象人数较多，因此在该课

程中进行思政教育具有现实意义。其次，数值分析课程融合了专业先修课程如数学分析、高等代数、高

等数学等多门课程的知识与方法，深入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并在课堂教学中有效融合，将专业知识

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不仅能降低课程的抽象难度，还能提升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积极性。通过这种方式，课堂内容变得更加生动有趣，使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能够提升思

想政治素养，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双重目标。最后，数值分析课程注重解决实际数学问题，与现

实联系紧密，比理论类数学课程更容易结合实际的人和事进行思政教育[2]。 

3. 数值分析课程思政建设的难点 

相比于公共基础类和实践类课程，高校的专业教育课程是关乎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而相对于

新文科、新农科、新医科等蕴含丰富思政元素与社会事件相关联的专业领域，理工科因专业理论较深、

内容涉猎较广等因素在课程思政的建设和实施中面临较大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 思政元素挖掘难 

理工科专业课程的思政建设经常聚焦在科学家与工匠精神等相关方面，比如典型人物的奋斗事迹以

及民族情怀等在同一专业的不同课程中往往多次采用，存在交叉与相似，导致学生在学习中反复接触相

同元素，思政元素的建立趋于表面化，挖掘深度有限，难以内化。为此，如何实现数值分析课程思政元

素的有效挖掘是课程思政建设中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3]。 

3.2. 思政建设维度底 

在理工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中更强调知识水平和能力水平，而在思想水平方面往往关注科学思维方

法的训练和科学伦理的教育，不论是何种专业方向，对学生在追求真理、精益求精、工匠精神等方面的

培养是高度统一的。这样的特点尽管可以使不同的专业课程在思想教育维度上同向而行，但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全方位发展的空间，使学生感到植入僵硬、枯燥乏味，不利于中国式现代化

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培养[4]。为此，必须在数值分析课程思政建设中拓展思政建设维度，使专业知识、科

研能力和人文素养等方面的培养协同发展，根据数值分析课程的具体特点，针对不同的知识点进行相应

的思政元素的深挖和全方位的理解的提升。 

3.3. 课程思政评价难 

近几年，我国高校课程思政的评价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教学评价目的不明确 
目前各高校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大多将评价结果与教师的切身利益挂钩，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为了评价而评价，使评价工作流于形式，教学效果评价的目的不够明确。因此，课程思政的教学评价未

能充分发挥其教育和奖惩作用，难以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和学生的学习动力，也无法有效展示课程融入

思政教学的生命力。 
2) 教学评价内容不系统 
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好坏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其评价应是全面的、过程性的系统评价。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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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部分高校的教学效果评价往往仅限于教师的课堂教学结果，并且教学评价工作通常是一次性的，缺

乏过程性和动态性评估，导致评价结果具有终端性而非发展性[5]。 
3) 教学评价指标不完善 
目前许多高校的教学评价对教师教和对学生学的情况关注侧重点不合适，目前的教学评价往往只看

学生学习成绩和知识掌握的多少，对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考核重视不够，这种评价方式导致学生

对课程内容的学习兴趣降低，缺乏主动性，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也不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

素质。 
4) 教学评价方法单一 
传统的教学评价方式难以真实反映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存在主观性和程序性的明显缺陷，导致

评价结果具有局限性和不合理性。在教学过程中，应及时跟踪线上评价数据，全面掌握学生的学习状态

和对教师的反馈。通过发现并改进思想政治教学中的问题，及时调整教学活动，提高思政教学的有效性

[6]。同时，完善教学平台，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持续改进和提升。因此，对课程思政育人效果的评价应

是全面的、动态的，能够反映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和思政教育的真实效果，这样不仅有助于

教师改进教学方法，也能更好地实现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7]。 

4. 数值分析与课程思政融合 

在专业课程课堂教学过程中，往往会将关联度不强的思政元素介导到专业课程的教学中，形式上确

实是融入思政元素，但内容上牵强附会，出现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相割裂的情况，往往是专业课程教师

对挖掘的思政元素缺乏深度、清晰的理解与认识，或由于经验欠缺、目标不够明晰，导致思政元素与专

业知识体系不能紧密融合。课程思政教学需要教师在深入了解数值分析课程思政元素内涵与特征的基础

上，深入挖掘课程思政教学途径，潜移默化，入脑入心。 

4.1. 深挖掘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 

要实现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有效融汇，就需要专业课教师潜心研究专业知识背后隐藏的思政元素，

不断深度挖掘，不断创新方法，以此来支撑课程思政的教学内容。切记强加弱关联度的思政元素到专业

知识体系中，因为有生命力的事物一定是扎根于深厚的土壤，才能促成生长和枝繁叶茂，知识体系即是

思政元素的土壤。事实上，每门课程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一定的思政元素，因为每门课程也都是知识与规

律的凝结，每门专业课程都是对客观知识经过逻辑推理、由浅入深的认识而形成的，其本身蕴含着探索

与求真，这些本质上就是思政元素的外在体现，所以，专业课教师对思政元素要秉持探索的心态，不断

尝试、循序渐进地挖掘，就会发现课程教学内容所蕴含的思政元素无处不在[8]。但挖掘出思政元素，只

能说迈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步，如何实现有效融入则更为重要，需要专业课教师潜心钻研。高校的

任务是培育人才，人才是知识与品德的合体，思想政治教育是合体形成的载体形式。需要强调的是，思

政元素的融入要有量的概念，避免占据过多课时，影响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汲取与消化。事实证明，好的

课程思政教学，必定是强化、推动专业知识的传授，引导学生更好地重视专业知识的学习，帮助学生树

立探索未知、探究真理的科学精神，在改造自然、造福社会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4.2. 思政元素要与时俱进 

高校的课程思政是为适应特定历史时期党和国家及社会需求而开展的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不同历

史阶段，国家的工作重点、方针政策和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各不相同，因此，高校在这些阶段需要通过

课程思政解决的突出问题也有所不同。这意味着高校各专业在挖掘思政元素时，必须密切关注党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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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任务及社会的现实需求，确保课程内容与时俱进并具有现实针对性。高校应根据当前形势，灵活

调整课程思政的内容和方法，努力做到紧跟时代步伐，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同时，教师还需

要不断更新和丰富教学内容，以反映最新的政策导向和社会热点，使学生能够在学习过程中更好地理解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此外，在强调专业课教师的导入作用时，还需要关注学生对思政元素的接

受度。这就需要专业课教师在挖掘思政元素时，应充分考虑站在学生的角度去体会课程思政的目标与形

式，尊重学生的理解能力与兴趣点，选取学生易于接受的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典型案例，提高学生的参

与度，强化知识与思政教学合一的效果。例如讲到误差就与北斗定位系统的工作原理和应用，不仅提升

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探索科学精神，增强学习内驱力，进一步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讲解解线性代数方

程组的直接法根据理论上方程系数矩阵的小扰动，可能会产生解的失真现象，也可能对结果不会产生大

的影响，引导学生理解数学哲学思想，培养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在授课过程中向学生传递数学理论中

所包含的深刻逻辑与理性之美[9]。 

4.3. 科研案例与思政教学相融 

高校应将优秀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典型案例。科研成果往往是教师通过掌握一定的客观事实，

按照客观规律做出的新的发现与尝试，其本身蕴含了丰富的思政元素。科研成果的形成贯穿着知识体系

的梳理与逻辑化，各个专业学科都凝聚着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的无私奉献与传承。任何一项科研成果的形

成都包含知识体系及其形成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需要几代人付出巨大努力与艰辛，这

本身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最好的素材与案例，也是专业课教师可挖掘的宝贵资源。因此，发掘出科研成果

中的思政元素，学生更容易接受，可实现科研与教学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科研反哺思政教学。 
基于数值分析的课程内容，其研究内容可分为这几个主要过程如下： 

 

 
Figure 1. The main research process of numerical analysis course content 
图 1. 数值分析课程内容的主要研究过程 

 
上述图 1 这些过程也正是实际科研的探究过程，可描述为：根据工程问题需求，可以引入我国的重

大工程如神舟系列、北斗卫星的成功实施，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学习积极性；通过引导学生回顾已有

知识，将实际问题转化为科学模型求解问题，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带领学生进行现状分析，引导学生通

过辩证思维分析思路去看待问题的多样性，增强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通过适当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和量

变质变规律的辩证法，激发学生创新性思维，提出和论证新思路；通过联系计算机软硬件的限制，并结

合美国打压华为事件，激励学生努力为中国科研奋斗实现算法设计和软硬件自由而奋斗终身。在教学过

程中，通过引入科研失败的案例和一些重大科研项目的曲折历程，可以有效地强调理论验证的重要性，

突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向学生介绍中国在当前取得的世界领先成就以及历史上的辉煌

成就，不仅展示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还能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和学习动力，增强他们的科研自信。

这些过程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他们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和热情，使他们

更好地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通过这些实际案例和成就的展示，学生不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学科知识，

还能培养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报国之志。 
例如讲算法的数值稳定性，由一个数值稳定的算法能够产生不受输入扰动影响的准确结果，而一个

数值不稳定的算法则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测的结果引入，介绍公路引发的工程滑坡问题，以及我国神舟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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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系列太空作业时的数值算法稳定性的重要性，引导学生尊重科学，崇尚科学，对待科学严谨的态度[9]。
再如讲解解线性方程组的迭代法，根据自己的计算数学的专业内容，通过迭代格式的选择和收敛性证明

引导学生领会实践和理论的辩证关系，现有理论发展阶段下对松弛因子的选择体现了实践的重要性，强

化理论教学，以对具体算法的严密论证为载体，培养学生客观、严谨、谨慎的科学精神；这些都与科研

工作紧密相连，鼓励学生不仅深入探究数学理论本身，还激发了他们将这些理论应用于解决具体科技和

工程问题的热情，为他们的未来研究和对科学研究产生强烈兴趣。 

5. 数值分析课程思政的图谱设计 

 
Figure 2. Chapter 2 Interpolation method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design 
图 2. 第 2 章插值法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通过深入挖掘思政元素，设计思政教育与专业内容精准匹配的课程思政图谱，用以指导整个教学的

设计与实施。例如，在第二章插值法的讲解中，教学团队挖掘了如下思政元素进行教学设计形成课程思

政图谱，实现相应的育人目标，如图 2 所示。通过介绍中国计算数学发展历程，引导学生阅读老一辈计

算数学家的故事，深入学习课程中秦九韶算法及其在现代的应用，例如北斗导航系统的精度和误差内容，

突出展示中国科技进展的新成果、新理论、新应用。不仅提升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探索科学精神，增

强学习内驱力，进一步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同时介绍与插值相关的有限元算法的发展和应用实例，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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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材料的承重能力，汽车船舶模型和飞机机翼设计的精确仿真模拟等，给学生推送早期有代表性的插值

相关论文和最新的国内外最新动态，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理论学习中获得的知识是如何被应用于

解决实际问题的，从而激发学生探索未知的热情，引导学生对科学研究产生强烈兴趣[10]。 

6. 结语 

数值分析课程是数学专业和大多数工科专业的必修课程，既涵盖数学理论，又直接应用于工程实际，

具有很强的实用性。通过深入挖掘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可以将专业知识传授与思想政治教育有

机结合。这样不仅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数值分析方法，还能在教学过程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使学生在学习知识运用知识的同时养成正确的三观，积极响应并努力实

现全面育人和立德树人[11]。本文从数值分析思政融入教学的理念出发，思考了在数值分析课程中进行思

政教育的重要意义，思政建设中的难点，思政融入的有效方式等，为新形势下数值分析课程思政教育的

建设和具体实施提供了建议和参考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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