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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视域下高职数学实验教学模式探究与实践

李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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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高位指引了课程思政的重要育人价值，强

调只有在课程思政上开创新局面，才能协同思政课程形成巨大育人合力。在此背景下高职数学实验教学深挖思政元素，

“如盐入汤”般渗透思政教育内容，能够强化课程铸魂育人的巨大价值。论文基于课程思政下高职数学实验教学革

新的时代价值分析，洞察幽微其中存在的“如何挖”的思路不明晰、“如何融”的思路不明晰以及“如何建”的思

路不明晰等顽瘴痼疾，以期在目标厘定、情境打造以及总结反思等方面提出优化策略，努力为大学生可持续发展打

好底色，引导其将数学实验技能学习、个人价值以及国家前途命运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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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veral Opinions on Deepening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Schools in the New Era	provides	high-level	guidance	on	the	important	educational	valu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emphasizing	that	only	by	creating	a	new	situ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can	we	form	a	huge	educational	force	
in	coordination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this	context,	vocational	mathematics	experimental	teaching	deeply	
explor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filt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tent	 like	salt	 in	soup,	which	
can	strengthen	the	enormous	value	of	curriculum	soul	building	and	education.	The	paper	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value	
of	 the	era	 in	the	reform	of	vocational	mathematics	experimental	 teaching	unde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e	curriculum.	It	explores	the	deep-rooted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ideas	on	“how	to	dig”,	“how	to	integrate”,	and	“how	
to	build”,	in	order	to	propos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in	goal	setting,	situational	creation,	and	summary	reflection,	and	strive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guiding	them	to	closely	link	the	learning	of	
mathematical	experimental	skills,	personal	value,	and	the	future	and	destiny	of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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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职数学实验教学通过设计实践探究任务，着力于培

养大学生 MATLAB 软件的运算能力、数据正确处理能力以

及基础程序设计能力，并在其体验运用恰当数学软件分析、

处理问题的过程之中，尝试发现、探究数学规律。将思政元

素灵活渗透至高职数学实验教学之中，能够丰富教学目标，

丰润大学生情感，赋予实验教学以鲜活的政治生命力，而且

能够旗帜鲜明的涵养大学生严谨的数学态度、勇于探究的数

学创新精神，最终实现课程育人和思政育人的双重目标。

2 应然逻辑：课程思政视域下高职数学实验
教学模式革新的时代价值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不同课程教

学应依据学科专业鲜明特色以及典型优势，科学合理的延展

广度、纵深深度、增加温度，能够兼顾课程的知识性与人文

性、技能性与引领性，重视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因此，高

职数学实验教学的课程思政革新有利于培养大学生数学应

用能力、彰显大学生主体地位、增强大学生价值认同，切实

实现课程思政育人作用。

2.1 有利于培养大学生数学应用能力
课程思政视域下高职数学实验教学将数学学科的实践

性、现实性直接呈现，并赋予人文价值、数学精神等内涵，

有助于大学生更为全面的理解数学实验中的原理，实现从理

论—实践—理论的深度认知转变，从而一改传统“听数学”

为“探究数学”。高职数学实验教学中将思政元素灵活有机

渗透，能够使得大学生在实践操作中体悟到数学学科的巨大

应用价值，并充分感受到数学探究的意义，从而更为坚定大

学生数学应用的决心，最终形成高水平数学应用能力。

2.2 有利于彰显大学生主体地位
课程思政视域下的高职数学实验教学不仅关注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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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实验操作能力、数学应用能力的提升，并且更为重视数

学情感的丰润、数学文化素养的滋养。高职数学教师在设计

实验教学目标和内容时，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维度彰显在实

验过程之中，引导学生在自由开放的实验空间中发散数学思

维，更易于激发其主观能动性，提高数学学习的自我效能感。

2.3 有利于增强大学生价值认同
课程思政倒逼高职数学实验教学方式的深刻变革。数

学教师应摆脱功利性以及工具性教学目标，从思政元素的挖

掘之上将大学生数学实践上升到专业精神引领、正确价值观

认同的高度，以便于增加大学生价值认同。因而，高职数学

教师从数学专业知识中精准挖掘思政元素，能够让学生在

“硬知识”中感悟到数学创造的“真价值”。例如，在讲解“极

限”相关内容时，数学教师将庄子名言中的深刻极限思想引

入，引导大学生形成民族智慧的认同感，为其树立辩证唯物

主义价值观奠定根基。

3 现实审视：课程思政视域下高职数学实验
教学存在的顽瘴痼疾

“课程思政”理念自提出伊始，立即掀起了课堂教学

革新的浪潮，其将“知识习得”和“价值引领”密切融合，

持续提高大学生高水平专业素养、涵养其浓厚的家国情怀、

形成其美好的道德情操、强化其社会责任感。故此，课程思

政视域下的高职数学实验教学必须以思政元素的挖掘为载

体、思政内容的融入为着力点，将承载着的数学知识与科学

精神、数学逻辑与人文精神密切结合，从而达成课程铸魂育

心的终极目标。但是受传统教学理念影响以及对课程思政认

知不彻底的影响，高职数学实验教学的课程思政之路仍然存

在“如何挖”的思路不明晰、“如何融”的思路不明晰以及

“如何建”的思路不明晰等问题，严重桎梏着课堂教学高质

量发展。

3.1 “如何挖”的思路不明晰
高职数学实验教学需要立足于数学知识进行“定点”

挖掘，而并非简单的“移植嫁接”，才能真正实现协同育人

的效果。但是目前高职数学实验教学并非精心研琢、精神思

政元素，仅从教学知识点简单导入思政内容，出现了“两张

皮”效应。另外，高职数学教师没有立足于实验内容进行“定

向”挖掘，导致课程内容与思政内容贴合度不高，无法真正

起到数学综合育人的效果。再次数学教师没有依据高职不同

专业学生进行“定位”挖掘，导致不同专业学生所接受的思

政教育出现雷同，严重降低了思政教育精准化。

3.2 “如何融”的思路不明晰
课程思政的渗透逻辑应顺应学科知识体系、专业育人

目标逻辑以及课程内容的逻辑，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精准滴

灌”的育人效果。但是目前高职数学教师并未从数学实验的

视角设计融入方式，仅仅是在教学目标中提及思政内容，但

在实验关键点、重要环节却没有渗透思政元素。同时，高数

数学教师在实验教学中多设计小组合作、探究任务以及案例

讲授环节，但多从实验任务完成的视角关注学生学习投入以

及实验成效，而没有关注其合作精神、学习态度等方面的变

化，降低了思政教育的实效性。

3.3 “如何建”的思路不明晰
目前，课程思政下的专业课程革新面临着如何构建新

型教学模式的现实难题，制约着育人合力的效果发挥。高职

数学实验教学的课程思政改革缺少顶层设计，没有构建起集

知识与思想引领为一体的全方位“大课程体系”，导致课程

育人与思政育人没有形成和谐的统一体。高职数学实验教学

没有形成资源库建设的意思，导致教师在教学中渗透课程思

政仅靠个人理解，极有可能出现数学知识与思政元素的契合

点、链接点不相符。

4 革故鼎新：课程思政视域下高职数学实验
教学模式探究与实践

课程思政呼唤高职院校数学实验教学从工具性彻底转

向价值性，既不能用单纯的思政教育“点缀”数学知识教学，

也不能在数学实验教学中“另辟专章”进行思政教育，而是

将课程思政视作为数学实验教学的“重要抓手”，引领课程

教学目标维度不同延展、内容不断纵深、方法持续多元、评

价更为立体化。只有坚持“课程 + 思政”才能形成高职数

学实验教学的“大课程革新观”，才能引导大学生从浅表性

数学知识和技能学习过渡到“知识技能 + 价值”学习。这

既是新时期国家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新标准、高要求，也

是高职院校数学实验教学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诉求，亦是大学

生可持续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

4.1 明确教学目标，深挖思政元素
一方面，高职数学教师应依据不同专业大学生知识背

景，按照数学课程标准厘定教学目标，重点确定教学目标中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维度的内容，才能为教学内容的思政优化

奠定基础。例如，在设计“数学建模”实验教学时，高职数

学教师应在目标中融入爱国情怀内容，从原子弹爆炸案例中

引领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另一方面，高职数学教师应

依据教学目标厘定思政融入内容，从而在教学内容的展开过

程中，实现教学目标达成。例如，在“数学建模”教学目标

确定之后，数学教师可从原子弹爆炸的案例着手，引入量纲

分析法助力学生初步建立数学模式；从“两弹一星”案例着

手，引导学生建立原子弹爆炸产生的能量、大气压强的数学

模型，从而促使大学生感悟数学在科技创新、科技强国中的

重要作用，树立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4.2 创设专业情境，精选思政载体
课程思政视域下的高职数学实验教学应以专业为导向，

创设专业化实验情境，以情境为思政载体、以实验任务驱动

大学生主动参与到数学实验之中，从而激发其学习主体作

用，成为数学学习的“第一责任人”。例如，在设计“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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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时，针对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数学教师可组织学

生开展人口出生率的调研，从而预测幼儿园入学率，从而强

化专业认同感；针对旅游专业的学生，数学教师可要求根据

热门景区近三年人流量，统计、预测本年度旅游人数，继而

激发学生全身心投身未来职业的热情。

同时，高职数学实验教学的思政载体包括数学概念、

数学家故事、数学创新经典案例等，教师可依据教学内容选

择恰当的思政载体，灵活有机融入，从而达到自然而然的“课

程 + 思政”的育人效果。例如，在讲授“MATLAB求极限”

时，数学教师可讲述墨家学派中“非半弗斫，则不动，说在

端”的典故；在讲授数学实验软件如 Maple、Mathematic 以

及几何画板等时，数学教师可讲些数学家吴文俊利用计算机

证明几何定理的励志故事，并将“吴方法”进行介绍，向学

生展示近代数学发展史中第一个由中国人原创的研究领域，

从而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树立严谨的数学创新精神。

4.3 反思总结，持续内化思政目标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明确评价改

革应坚持问题导向、破立并举，依据学生学业水平、教学内

容等分类设计、稳步推进改革进程，且应持续反思、总结经

验，以期增强评价的科学性、系统性、全面性与客观性。

同时，由于高职学生数学水平差异较多，其学习偏好

因人而异，需要数学教师应根据其学习成效和教学反思，不

断梳理过程、总结经验、反思问题、提出改进策略。高职数

学教师应从学生对思政元素的接受度、理解度之上进行过程

性评价，以真正掌握思政教学目标的达成度。同时，高职数

学教师可在实验教学结束之后，对学生展开总结性评价，其

中包括常规性评价与思政目标评价，从学生实验态度、学习

行为以及思政情感等维度考量思政教学目标的达成度。

高职数学教师应邀请校外专家学者、第三方测评公司

积极参与到课程目标的评价过程之中，以多主体的形式全面

评价教学结果、诊断教学问题，以期实现以评促改。校内外

专家学者重点从数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维度测评学生学习成

效；第三方测评公司则从数据软件上客观分析学生学习行

为，从而更为精准的描绘每位学生的“数字画像”，为教师

持续改进课程思政提供数字支撑。

5 结语

课程思政并非专业课程与思政元素的“叠加”，亦并

非改变专业课程知识架构，而是要求将挖掘的思政元素灵活

融入课程知识之中，从而产生 1+1 ＞ 2 的育人功能。正如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强调的课程思政应立足

于“挖掘”和“融入”两大关键点，探究课程思政的教学规律，

才能促使大学生牢记使命。因而，高职数学实验教师应明确

教学目标，深挖思政元素；创设专业情境，精选思政载体；

反思总结，持续内化思政目标，促使数学实验教学回归“知

识技能 + 价值引领”的育人本质，构建铸魂育人数学教学

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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