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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数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研究——以《数列的概念》
教学为例

程双青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中国·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论文旨在探讨在课程思政视域下如何设计数列教学，以促进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数学学习能力的提升。

首先，介绍了课程思政的概念和重要性。其次，结合数列教学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教

学设计策略，包括课程目标的设定、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法的运用等。最后，通过案例分析和教学实践总结了

教学设计的效果，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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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how to design the teaching of number se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y and mathematics 
learning ability. Firstly, the concept and importance of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are introduced. Secondly, series of targeted 
teaching design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umber series teaching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students, including the setting of course objectives, the selec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Finally, the effect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is summarized through case analysis and teaching practice, an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is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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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这一概念缘起于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学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座谈会上，强调“要办好思

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

好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1]。

2020 年教育部发布的《中等职业学校数学课程标准》提出，

“应使课程思政与学科知识教学相结合，以学科知识为载体，

充分挖掘学科本身独特的育人功能，实现传授知识、培养能

力和塑造价值观的统一。”

课程思政是当前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旨在通过

课程教学来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情操和社会责任

感。中职数学课程在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中职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将思

政教育与中职数学课程相结合，对于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

质、培养社会责任感具有重要意义 [5]。

2 中职数学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性

数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不仅仅是为了学生日后的职

业发展，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分析问题的

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思想政治教育则是培养学生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

命感。中职学校的学生文化课基础薄弱，学习目标不太明确，

学习主动性相对差一些。将数学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创设情

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并且二者结合起来，可以使学生学

会用数学思维解决现实问题，还可以在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

的思想政治素质，既提高他们对数学的兴趣，端正学习态度，

明确学习目标，又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对于

中职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至关重要。

3 课程思政视域下的数列教学设计策略

3.1 课程设计
设定目标：明确思政教育的培养目标与数学知识的学

习目标的融合，如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公民意识等。结

合数列教学的内容和特点，设定既符合数学学科发展要求，

又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课程目标，如培养学生的逻辑思

维能力、创新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选取内容：选择与思政教育密切相关的数学内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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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与正义、社会发展与人文关怀等，引导学生思考数学知

识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在数列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

容，如数列的应用领域、数列背后的数学思想以及数列与社

会发展的关系等，使学生在学习数学的同时，能够增强对社

会问题的认识和思考能力

设置任务：设计能够引导学生思考、讨论的任务，如

分析数学问题背后的社会问题，让学生主动参与思政教育。

3.2 教材选择
选择符合中职学生实际的教材，内容贴近生活、易于

理解，同时融入思政教育元素，如引入有关社会公平、正义

等的案例和问题。选用有关思政教育的案例、故事、名言警

句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

3.3 教学方法
创设情境：通过情境化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解决实

际问题中感受思政教育的力量，如设计社会调查项目、数学

建模比赛等。

引导讨论：倡导学生自主思考、交流讨论，培养学生

的批判性思维和团队合作能力，如组织小组讨论、展开辩

论等。

鼓励实践：通过实践性的教学活动，让学生将思政教

育理论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如参与社区服务、开展公益活

动等。

结合思政教育的理念，采用启发式教学、探究式学习

等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培养他们的独立思

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4 教学实践与效果

通过教学实践，可以促进学生思政教育素质的提升，

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还可以对教学效果进

行评估与总结，分析学生在思政教育方面的变化与提升，以

及在数学学习上的表现。以《数列的概念》教学为例，进行

中职数学思政课教学设计。

4.1 教材分析
本节选自高等教育出版社《数学》拓展模块下册第二

章第一节内容，是数列的开启课。数列是中职数学重要内容

之一，数列不仅有广泛的实际应用，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方面，数列是刻画客观规律性的一种数学模型，在实际生

活和工农业生产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如资源与人口问题、分

期付款与理财投资等。另一方面，数列是在集合、映射、函

数等相关知识的基础上的一门课，数列是一种离散型函数，

将数列和函数联系起来，会加深学生对函数的理解，并且数

列还是微积分等高等数学知识的基础。学习数列对提高学生

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学生的分析、猜想、概括、总结、归纳等

综合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

4.2 学情分析
本节的教学内容针对的是中职二年级的学生，学生进

入中职，通过一年的学习，学生的数学素养有了一定程度的

提高，思维更抽象，逻辑推导更强。对于中职的学生，学生

之间的水平差异较大，学生的理解水平有限，对教学内容进

行选择时要考虑到大部分学生的实际水平，从生活实际出

发，选取学生身边的例子，首先激发学生的学生兴趣，根据

难易程度一步一步的安排教学，注重引导学生学习，调动积

极性，通过学生自主思考促进思维能力的提高。

4.3 教学目标
能够结合生活中的实例，了解数列及有关概念，了解

数列和函数之间的关系，能体会数列及有关概念的抽象过

程；并通过分析数列项的序号与项的对应关系，理解数列的

通项公式的含义，能够根据通项公式写出数列的任意一项，

对于有通项公式的数列，也会根据该数列的前几项写出它的

一个通项公式 [2]；通过对数列的观察、归纳，写出符合条件

的通项公式，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总结归纳能力和抽象概

括能力；通过融入生活中实际例子，让学生体会到数学来

源于生活，提高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在教学过程中融入“数

列”定义探索的过程中，借助情境案例培养学生爱国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探究数列的通项公式，培养学生的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在合作讨论、自主探究的过程中培养

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团队合作良好品质 [3]。融入思政元素的情

境，让学生体会增强家国情怀，在不自觉中对学生思想产生 

影响。

4.4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数列的通项公式及其应用 [2]。

教学难点：根据数列的前几项写出该数列的通项公式 [2]。

4.5 教法学法
教法选择情境教学法和启发引导教学法。引用现实生

活中的例子，创设情境，将思政元素融入其中，并且通过运

用适当的方式进行提问，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及和同学们一起

合作探究，观察归纳总结出数列的概念 [3]。学生在自主探究

的过程中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同时在合作探究的过程

中体会到合作成功的喜悦，体会到学与教的快乐，提高数学

学习兴趣，同时促进学生养成探究归纳总结的科学精神和合

作研究的良好品质。

在教学过程中选择多媒体课件演示和传统的黑板板书

相结合的方式，不仅提高了课堂容量使学生有兴趣的学习，

减少学习的疲劳，黑板的使用让学生经历整个教学过程 [4]。

4.6 教学过程

4.6.1 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情境一：《易经》：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数列：2，4，8。

情境二：《庄子》：“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这是 2000 多年前《庄子》一书中对数列的记载，一尺之棰

每次截取后剩余的长度分别是 。

新课引入：数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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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从历史文化入手，在研究数学知识的同时

渗入文化育人，增强学生民族自信，激励学生学好文化知识，

传承中华文化。

4.6.2 例题探究，总结概念
引入国家统计局在中国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中，给出了 2017—2021 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

度统计图（见图 1）。从统计图中让学生获取数据信息，让

学生思考什么是数列。通过图表让学生在体验中国经济迅速

发展的同时发现数列，研究数列，总结出数列的概念。

图 1 增长速度统计图

图表中的数据让学生体会中国发展速度，情感升华。

让学生查询 2022 年、2023 年官方 GDP 数据，进行对比，

进行思政教育，提升学生的国家情怀。

回顾情境一和情境二的例子进一步领会数列的概念，

加深对数列的理解，让学生感受数列是刻画自然规律的数学

模型，并且让学生思考数列项及数列的分类，夯实数列的

定义。

4.6.3 情境探究，寻找规律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学家研究数

学问题如图 2 所示。

图 2 研究数学问题

提问：这些数有什么规律吗，如果有，有什么样的规律？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学生小组合作，根据数列的前

几项找出数列的规律，使学生真正把握所学知识，进一步领

会数列概念。

思考 1：数列 1，4，9，16…的项和项数之间存在着一

定的规律，有什么样的规律？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观察，引导学生找出项和项数的

关系，归纳项和项数之间存在的规律，得出通项公式的概念。

思考 2：写出情境一和情境二数列的通项公式并观察图

1 中哪些数列能写出通项公式。

设计意图：小组合作，教师引导，尝试写出通项公式，

让学生了解通项公式与函数的关系。图 1 中的数据让学生自

我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数列都有通项公式。

4.6.4 练习巩固，学以致用
例 1：写出数列 {an} 的一个通项公式：

① 1，3，5，7，9…；

② 

8
1

6
1

4
1

2
1

，，， ；

③ 。

例 2：设数列 {an} 的通项公式是 an=3n+5，试写出这个

数列的前 5 项，13 是否为该数列的项，若是，它是第几项？

设计意图：例 1 学生独立完成，通过例 1，使学生学会

如何根据数列的前几项，寻找项与项数之间的规律，写出通

项公式。例 2 小组讨论，让学生掌握利用通项公式写出数列

的任意一项的方法，并且会判断一个数是否为该数列的项，

掌握通项公式和项的关系 [6]。

拓展资源：斐波那契数列，实际上我们的生活中有很

多应用，兔子繁殖问题，新生的枝条，一些植物的花瓣、果

实的数目……都有一个神奇的规律，它们符合斐波那契数

列。我们还发现斐波那契数列的前一项与后一项的比值越来

越接近黄金分割点。

设计意图：拓宽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让他们体会到现实生活中处处有数学，数学不是枯燥的数

字，体会数学的美，进行数学与美结合的教育。

4.6.5 归纳总结，知识升华
本节可学习了以下内容：①数列的有关概念：数列、项、

数列的分类、通项公式；②数列的通项公式，根据数列前几

项写出数列的通项公式。

设计意图：学生回答，学生学会自主总结归纳，针对

薄弱或者易错内容加强总结。

4.6.6 布置作业，拓展学习
阅读课本上的拓展延拓；搜集生活中的数列实例；完

成课后练习和习题。

5 结论与展望

在中职数学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而采取合适的教学策略可以有效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

未来，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完善中职数学课程思政教育的教学

策略，不断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为他们的成长和发展

提供更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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