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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旨在探讨基于知识图谱的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实践，解决当前课程思政内容缺乏前沿性和

时代性、资源碎片化、教学方式程式化、传递单向化及手段单一化等问题。通过构建“科教互促共进”

的思政育人新理念，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形成体系化的课程思政知识图谱，并创新教学方式，实现高等

数学课程思政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教学模式，以期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增强课程思政的教学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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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reform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higher mathematics courses based on knowledge graphs, and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lack of 
frontier and contemporar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 fragmentation of resources, sty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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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eaching methods, one-way transmission and singularity of means. By constructing a new concep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mutual promo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tegrating 
online and offline resources, forming a systematic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map, and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the all-round, multi-level and three-dimensional teaching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dvanced mathematics courses is realized, so as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enhanc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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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数学作为理工科专业的基础课程，不仅是培养学生逻辑思维和数学素养的重要途径，也是进行

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1]。然而，当前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教学中存在诸多问题，如内容陈旧、资源分

散、教学方式单一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因此，探索基于知识图谱的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教

学改革，对于提升教学质量、培养具有高尚品德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意义[2]。 

2. 主要解决的问题 

2.1. 提升课程思政内容的前沿性和时代性 

在当今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高等数学作为理工科专业的基石，其课程思政内容的前沿性和时代性

显得尤为重要。为了培养既具备扎实数学基础，又拥有敏锐时代触觉和崇高理想信念的高素质人才，我

们必须将最新的时事热点、学术前沿以及军事理论研究成果巧妙地融入高等数学课程思政之中[3]。 
通过引入诸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前沿科技领域的实际应用案例，可以让学生深刻理解数

学在推动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探索精神。同时，结合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和军事科技发展的最新动态，可以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国家意识、国防观念和空天报国情怀，

引导他们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大局之中。 
此外，还应注重将数学文化与思政教育相结合，通过挖掘数学史上的杰出人物和重大事件，弘扬数

学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让学生在领略数学之美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思政教育的温度和力量。这样，高

等数学课程思政才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润物无声，为培养新时代的接班人贡献智慧和力量。 

2.2. 解决课程思政资源“碎片化”的问题 

高等数学课程思政资源的“碎片化”问题，一直是制约其教学效果和影响力的关键瓶颈。为了打破

这一困境，需要对现有的思政资源进行系统的整合和优化，构建起一套完整、连贯且富有深度的课程思

政知识体系。 
一是可以从时间维度、对象维度、空间维度等多个角度出发，对高等数学课程中的思政元素进行细

致的梳理和提炼。通过挖掘数学理论与实际应用的内在联系，可以将原本零散的思政素材串联起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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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条条清晰的知识脉络。二是需要注重思政资源与数学课程的有机融合，确保学生在掌握数学知识的

同时，也能深刻领悟到其中的思政内涵。三是进一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构建课程思政知识图谱、

开发线上教学资源库等，来提升资源的可获取性和易用性[4]。这样，学生不仅可以随时随地获取到丰富

多样的思政资源，还能在系统的学习中逐步形成完整的知识框架和思政观念，从而有效解决高等数学课

程思政资源“碎片化”的问题。 

2.3. 解决课程思政“执行程式化”、“传递单向化”、“手段单一化”的问题 

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教学的“执行程式化”、“传递单向化”、“手段单一化”的难题，极大地限制

了思政教育的深度和广度。为了打破这一困境，我们亟需创新教学模式，丰富教学手段，让思政教育真

正走进学生的内心。 
首先，我们要摒弃传统的程式化教学，引入案例分析、翻转课堂等互动性强、参与度高的教学方式，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其次，要改变单一的传递方式，通过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利用微课、

短视频等多媒体资源，搭建起师生之间的互动桥梁，实现思政教育的双向传递[5]。最后，我们还需要不

断丰富教学手段，结合数学学科的特点，将思政教育融入数学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让学生在实践中领悟

思政真谛。 
通过这些改革措施，我们可以有效解决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教学中的“三化”问题，让思政教育更加

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从而培养出既有扎实数学基础，又有高尚品德的新时代人才。 

3. 主要采取的措施 

3.1. 构建“科教互促共进”的高等数学思政育人新理念 

在新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科教互促共进”的高等数学思政育人新理

念成为了提升教育质量、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这一理念强调科研与教学的深度融合，

旨在通过紧跟最新的时事热点、学术前沿和军事理论研究成果，不断更新高等数学课程思政的教学内容

与资源，从而培养出既具有扎实数学基础，又具备高尚品德和创新能力的新时代人才。 
紧跟时事热点，是构建“科教互促共进”理念的首要任务。在高等数学课程思政中，我们不仅要传

授数学知识，更要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热点，理解国家发展大局，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例如，

结合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数字经济崛起等时事热点，可以引入数学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

的应用案例，让学生在掌握数学知识的同时，深刻认识到数学在推动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中的关键

作用。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意识。 
学术前沿的融入，是提升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内涵的关键。高等数学作为理工科教育的基础学科，其

研究成果往往能够引领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6]。因此，在高等数学课程思政中，应及时引入数学领域的

最新研究成果，如非线性动力学、复杂网络理论、量子计算等，让学生感受到数学的魅力与活力。同时，

通过邀请专家学者进行讲座、组织学员参与科研项目等方式，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让学生在实

践中学习、在探索中成长。这种教学模式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还能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科

学态度，为未来的科研和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军事理论研究成果的整合，是高等数学课程思政的又一亮点。数学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广泛而深入，

如密码学、作战模拟、情报分析等都离不开数学的支撑。因此，在高等数学课程思政中，可以结合军事

理论研究成果，讲述数学在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国防观念

和国家安全意识，还能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报国热情。 
在构建“科教互促共进”的高等数学思政育人新理念的过程中，还需要注重培养学员的创新意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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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态度。创新意识是推动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而科学态度则是科研人员必备的基本素质。

因此，在高等数学课程思政中，我们应鼓励学生勇于探索未知领域，敢于挑战传统观念，培养他们的批

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我们还应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科研伦理观和价值观，让他们明白科

研不仅是为了追求真理和进步，更是为了造福人类和社会。 

3.2. 构建基于知识图谱的线上课程思政教学资源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线上教育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数学课程作为理工科

基础教育中的关键环节，也迎来了线上化的新机遇。为了进一步提升高等数学课程思政的教学质量和效

果，我们提出了构建基于知识图谱的线上课程思政教学资源的新思路[7]。这一思路旨在通过系统化、结

构化的方式，整合和优化思政元素和思政案例，形成一套完整、连贯且易于获取的线上教学资源，从而

为老师和学生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教学与学习途径[8]。 
首先，从时间维度、对象维度、空间维度对思政元素和思政案例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凝练，是构建基

于知识图谱的线上课程思政教学资源的基础[9]。时间维度上，通过追溯数学学科的发展历程，挖掘不同

历史时期的思政元素，如古代数学家的爱国情怀、近代数学研究的科学精神等，形成一条清晰的历史脉

络。对象维度上，通过关注不同层次的学生需求，从本科生到研究生，从理工科到文科，根据不同学生

的知识背景和学习特点，设计有针对性的思政案例和教学内容。空间维度上，通过拓宽思政元素的来源

渠道，除了数学学科本身，还要结合时事热点、国家政策、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形成多元化的思政素

材库。 
在梳理和凝练思政元素和思政案例的基础上，录制课程思政系列微课和短视频，通过内容精炼、形

式活泼的短视频，能够吸引学员的注意力，提升学习兴趣。微课和短视频的录制过程中，我们注重将思

政元素与数学知识紧密结合，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形象的演示，让学员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领悟思政内涵。

同时，我们还将这些视频资源按照知识点进行分类和整理，构建出课程思政的“知识图谱”。这一图谱

不仅展示了思政元素与数学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还实现了从“点状思政”到“体系化思政”的转变，

使得学员能够系统地学习和掌握思政知识。 
基于知识图谱的线上课程思政教学资源，为教员提供了丰富的教学素材。教员可以根据教学需要，

灵活选择和使用这些资源，设计出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教学方案。同时，这一资源也为学员提供了便

捷的学习途径。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和兴趣点，随时随地访问线上平台，获取所需的学习资源。

此外，线上平台还支持学员之间的互动交流，他们可以分享学习心得、讨论思政问题，形成积极向上的

学习氛围。 

3.3. 构建线上线下“双线融合”的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教学新方法 

随着线上教育资源的日益丰富，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已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高等数学课

程思政作为理工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迎来了线上线下“双线融合”的新机遇。为了进一步提升高

等数学课程思政的教学质量和效果，我们提出了构建线上线下“双线融合”的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教学新

方法。这一方法旨在通过依托构建的课程思政知识图谱和现代化网络教学平台，设计出以“教员为主导”，

以“学员为主体”的融合式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实现线上线下教学的无缝衔接和有机融合。 
首先，依托构建的课程思政知识图谱，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思政元素与数学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

为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提供有力的内容支撑。在线下教学中，教员可以充分利用案例分析、翻转课堂等

教学方式，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例如，通过引入数学在科技创新、国家建设、社会进步等方

面的应用案例，让学员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感受数学的魅力和价值；通过翻转课堂的方式，鼓励学员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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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行自主学习，课堂上则重点进行讨论和答疑，提高教学效果和学习效率。 
同时，线上教学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利用微课程、短视频等线上多媒体资源和互动交

流平台，拓宽学员的学习渠道和视野。微课程和短视频具有内容精炼、形式活泼的特点，能够吸引学员

的注意力，提升学习兴趣。而互动交流平台则可以让学员随时随地进行学习交流，分享学习心得和体会，

形成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通过线上线下的有机结合，学员可以更加灵活地选择学习方式，实现个性化

学习。 
在构建线上线下“双线融合”的教学模式过程中，老师的作用至关重要。老师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

充分利用教学媒体和信息化软硬件资源，实现线上线下教学的无缝衔接和有机融合。例如，老师可以设

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学习任务，引导学员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学习；利用网络平台进行远程辅导和答疑，

及时解决学员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通过数据分析了解学员的学习情况和效果，为教学改进提供依

据。 
此外，我们还需要注重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的评估与反馈机制。通过定期收集学员的学习反馈和教

学效果评估数据，我们可以了解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的实际效果和存在的问题，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改

进和优化。例如，我们可以根据学员的学习情况和兴趣点，调整教学内容和方式；根据教学效果评估数

据，优化教学设计和教学策略。 

4. 实践效果与反思 

经过一学期的实践探索，本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效。学生对高等数学课程思政的满意度和认可度明显

提高；学员的数学思维与素养、创新意识和科学态度得到显著提升；学员的理想信念更加坚定，爱国情

怀更加深厚。然而，在实践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部分学员对线上学习资源的利用率不高、教员对线

上线下融合式教学的适应能力有待提升等。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将进一步完善课程思政知识图谱的构

建和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模式的设计，提高学员的学习体验和教学效果。 

5. 结论与展望 

基于知识图谱的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实践为解决当前课程思政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新

的思路和方法。通过构建“科教互促共进”的思政育人新理念、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形成体系化的课程思

政知识图谱、创新教学方式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教学模式等措施，本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效。未来，

本研究将继续深化教学改革与实践探索，为培养具有高尚品德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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