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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 “三全育人”理念的全面推进，构建 “大思政”格局成为高校教育改革的关

键目标，而课程思政则成为落实全面思政教育的重要途径。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教师必须将

思政教育与课程教学建立紧密关系，将思政元素与课程内容进行融合渗透，由此培养学生正确、

健康、优秀的思政素养。针对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建设展开研究，分析了 “大思政”格局下高等

数学课程思政的必要性，总结了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建设现状，提出了 “大思政”格局下高等数

学课程思政建设路径。

关键词：“大思政”；课程思政；高等数学；教学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８８７４（２０２３）０３－００９２－０６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Ｂｉｇ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ＵＮＭｉｎｇｊｕａｎ，ＪＩＡＲｕｉｌ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ｙａ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ＢａｓｉｃＣｏｕｒｓｅｓ，ＰＬ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ｃ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ｕｌｌａｄｖ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ｗｈｏｌｅｓｔａｆｆ，ｗｈｏ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ｍａｋ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ｂｉｇ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ｇｏａ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ｉｓｃｏｎｔｅｘｔ，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ａｎ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ａｎｅｗｅｒａ，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ｍｕｓ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ｔｏｃｌｏｓｅｌｙｌｉｎｋｉｎｇ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ｔ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ｏｃｏｕｒｓｅｓ，ｓｏａｓｔｏｈｅｌｐ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ｙａｎｄ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ｂｉｇ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ｔｓ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ｔｈｅ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ｉｔ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ｗａｙｓ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ｉｇ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一、引言

自立德树人根本教育任务推广以来，我国不

断将教育目光由 “教书”转向 “育人”，进而以关

注学生综合素养发展为核心，强调人才培养与国

家建设、社会发展之间的直接联系。因此，思政

教育工作成为高校教学与管理活动中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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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必须将思政元素融合渗透到各个学科之中，

以此达成课程思政、三全育人的目标。高等数学

作为高校的基础课程之一，虽然难度较高、逻辑

性较强、理论较为抽象，但同样具备良好的载体

作用。而思政元素的融入不仅可以减弱数学课程

原有的枯燥感，而且能够开拓多元化的教学途径

与手段，进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效果，是教师

应当具备的教学素养。

　　二、“大思政”格局下高等数学课

程思政的必要性

（一）立德树人基本需求

“００后”已经成为当代高校学生的主体年龄结
构，他们出生时便进入了信息时代，因而从小接

触到的信息面、文化内容比较宽广，同时也更容

易受到外来糟粕文化、不良风气习俗的侵染，使

得学生的价值观念与道德素养受到影响。比如，

缺乏集体意识、缺少奉献精神、崇尚个人拜金主

义等。这些糟粕思想对学生的成长与未来发展有

着严重影响［１］。因此，立德树人根本教育任务展

现出更为关键的作用。而在高等数学教学中落实

课程思政，不仅能够贯彻落实立德树人，而且能

够规范学生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并由此培养正确

的家国情怀、民族观念与辨识能力。让学生既能

以为祖国建设、实现中国梦为远大理想，又能坚

持弘扬和发展传统优秀文化，提高国家的影响力，

同时还能形成正确的外来文化辨识能力，能吸取

国外文化的优点，摒弃其糟粕内容，进而不断提

升自我认知与能力水平。此外，高等数学是高校

中的核心通识课程，不仅涵盖范围广泛，而且教

学时间充分，能够将思政教育落实到全体学生，

进而达成更常态化、系统化的思政教育效果，为

立德树人任务的贯彻落实提供了绝佳途径。

（二）文化自信建设需求

数学课程历史悠久，不仅具备通识性，在生

活中有着丰富的应用场景，而且具备经典性，有

着广泛的历史与文化底蕴。尤其大量的公式、定

理、符号等内容，有着重要的文化传承意义，体

现了无数数学科学家的思想与成果［２］。因此，数

学文化是思政教育渗透中的重要内容。其不仅可

以让学生了解数学的发展历史、数学家的研究故

事，而且能够让学生由此对我国的数学历史、文

化及优秀数学家产生更直观的认识，进而建立文

化自信。高等数学课程能够通过数学文化宣传和

推广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而达到核心价值观建设

目标，让学生的价值辨识能力、道德觉悟能力与

社会责任意识得以全面发展，形成厚重的家国情

怀与文化品格。

（三）学生德育目标需求

在当前教育环境下，学生的德育发展目标不

断拓宽，除了思想观念、价值观念、政治修养、

心理品质、劳动素养等诸多内容外，教师还需要

培养学生的辩证意识、数学美学、逻辑能力与科

学态度。而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建设，恰恰对学生

的数理思维、美学观念、逻辑关系认知、自我管

理能力、科学责任感等具有重要的培育效果，因

而能够有效完善学生的德育培育目标与发展趋向，

让学生获取更宽广的德育发展空间。

三、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建设现状

（一）课程思政关注度不足

课程思政是近年来开始普及的思政教育途径，

也是多数教师初步学习与应用的教学模式，在实

践过程中还处于发展初期，不仅缺乏完善的指导

理论，而且由于其独特属性，在不同专业与学科

中的应用方式也各有差异，因而在实践过程中的

德育效果未能达到理想目标。其根本原因在于学

校对于课程思政的关注度仍然不足。虽然大多数

高校开始从顶层设计层面重视课程思政建设，并

鼓励全体教师推动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改革，但其

关注点与重视程度明显停留在宏观层面，既没有

建立针对性的课程思政建设制度与管理规范，也

没有提出详细明确的课程思政指导流程与方案［３］。

因此，课程思政模式推进过程中呈现出较大的差

异与问题，而专业课教师对于思政渗透的认同感

也较差，无法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二）思政元素融合性不佳

课程思政建设的重点在于思政元素与课程内

容的有效融合，但由于高等数学课程较为特殊，

其课程知识具有典型的抽象性，因而多数教师在

融合过程中会遇到困难。部分教师采取强行融合

的方式，将高校思政课程中的毛概、思修、形势

与政策等课程内容融入数学课堂中，但显然其融

合效果较差，大多数教师只能以割裂化的形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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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阐述与讲解，使得数学课程反而受到影响［４］。

部分教师则采取套用与植入的方式，以找到的课

程资源与辅助信息为基础，进行思政元素的呈现

与描述，但其仍然未能达到灵活应用与创意融合

的效果，甚至因为时机、频次、场合掌握不准，

产生负面的教学效果，引起学生的反感。

（三）课程思政目标性欠缺

尽管部分教师将课程思政视为高等数学课程

的基本教学手段与原则，但并没有建立对应的教

学目标，仍以数学课程本身的知识传授与能力培

育为目的，而忽略了课程思政的全面育人效果。

这就使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能将课程思政作为

附加内容，一旦课时紧张或问题较多，大多数教

师就会舍弃预先设计的思政元素融合内容，又回

归到传统的高等数学课程教学中。与此同时，由

于缺乏相应制度要求与目标指导，部分教师甚至

难以找到融入思政元素的切入口，因而使得课程

教学失去了人文导向、思想引导、价值观念培育

的作用，无法达成思政渗透的效果。

（四）思政元素渗透难度高

在大学阶段，高等数学是相对难度较高的一

门学科，其需要学生具备严谨的理性思维与逻辑

判断能力，才能理解其中抽象的概念与定理。由

于高等数学课程晦涩难懂、知识密集，因此这也

成为课程思政建设的难点之一。一方面，教师的

教学设计会比较严密，缺乏合适的思政渗透空间，

担心因思政渗透而影响整体的课程进程；另一方

面，学生在相对较难的课程学习中，会产生较大

的压力，甚至会使得部分学生失去对高等数学课

程的兴趣。在缺乏学生主动配合的环境下，思政

元素的融合会显得更为困难。

　　四、“大思政”格局下高等数学课

程思政建设路径

（一）明确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在 “大思政”格局下，课程思政的建设必须

以明确的目标作为引导。由于课程思政的特殊融

合属性，因此针对不同学科需要建立不同的目标

方向。在高等数学学科的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

教师应关注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文化品格、

道德品质等多层面素养，进而构建五个方面的课

程思政目标［５］。

第一，坚持爱国主义教育。我国有着悠久的

文化与历史，同样也有着丰富的数学文化与历史

故事。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引入中国数学家的故

事与数学文化，彰显我国的文化底蕴，由此不仅

可以激发学生的文化自信，而且能够塑造爱国主

义情怀。具体来说，教师需要将数学史、数学故

事、数学思想、社会热点问题等内容融入高等数

学课程之中，以此凸显国家文明与历史文化，达

成爱国主义教育的课程思政目标。

第二，坚持正确价值观引导。高等数学课程

具有鲜明的逻辑性，而逻辑恰恰是哲学思想的基

础。通过数学逻辑可以分析现实生活中的行为与

现象，进而帮助学生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与

内涵，建立理性的判断能力与辩证思维，进一步

助力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教师可以借助学生的

生活案例或时事热点展开，利用数学模型进行分

析解释，由此引导学生发现数学在理性解析社会

问题中的应用价值，并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将价值观建设与课程教学目标融为一体。

第三，坚持辩证思维与科学精神。高等数学

包括大量的公式、定理、证明、计算等内容，其

对于学生辩证思维的培养极其重要，同时也可以

让学生建立严谨、理性的科学态度。教师应借助

学生的讨论分析过程、合作探究活动、纠错过程

等途径，培养学生不畏艰难、辩证统一、追求科

学的精神。

第四，坚持优秀个人品质建设。在高等数学

教学中，由于其相对较高的学习难度，教师需要

采用问题驱动、小组合作、实践案例等多元教学

方法。而在此过程中，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综合素养，

同时可以强化学生的质疑思维、创新意识、社会

责任感等素养，对于学生个人品质发展有着重要

作用。

第五，坚持数学美学渗透。数学是解释审美

的重要方式之一，教师可以借助人文建筑、自然

景观等具有美感的内容展开数学分析，并由此帮

助学生理解向日葵花蕊、雪花、菠萝鳞片、蝴蝶

花纹、金字塔、维纳斯雕像等内容的美感缘由，

进而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意识，形成善于发现美

与欣赏美的眼光，建立热爱生活与生命的观念

意识。

４９



　
孙铭娟，等：“大思政”格局下高等数学课程思政的探讨

（二）挖掘课程思政教育元素

１以定义定理为基础，培养文化自信意识与
爱国情怀

数学定义与定理是高等数学课程中的重要学

习内容之一，也是学生理解与记忆的难点之一。

在课程思政建设中，教师可以借助定义定理背后

的历史文化与科学精神展开教学，不仅可以让学

生从其定义发展的背景故事与数学家成就中感受

数学知识的本质与内涵，而且能够由此激发学生

的兴趣与积极性，并由此塑造正确的科学精神、

思想观念等，甚至还能提高学生的学习体验与印

象，让学生的理解与记忆效果更佳［６］。

在学习极限概念相关内容时，教师就可以引

入我国数学家刘徽的故事。首先，利用多媒体播

放介绍刘徽的视频，并通过动画展示割圆术的具

体内容与形成过程；其次，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结

合数列的极限定义，分析割圆术与其极限思想之

间的联系，并由此引导学生开展讨论，邀请学生

上台分享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最后，教师进行思

政渗透与总结。一方面，让学生思考在古代缺乏

技术支持的条件下，古人以自身智慧提出与极限

定义相似数学概念的难度，并由此向古代先贤学

习其探索未知与坚持科学探索的品格；另一方面，

可以彰显我国古人的杰出成就，培养学生的文化

自信意识与爱国情怀。

２以数学文化为窗口，培养应有的社会责任
感与使命感

科学教育与文化教育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性，

因此在高等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同样可以利用

数学文化所渗透的科学精神与思想方法，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健康的人生观与爱国情，进而帮助学

生拥有更好的成长素养。我国作为历史悠久、文

化深厚的文明国家，涌现出了大量数学家及丰硕

研究成果。他们不仅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

也为我国的数学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在课

程思政建设中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在学习 “π”这一符号时，教师就会引入我国
著名的数学家祖冲之。他在缺乏精密仪器与测量

工具的条件下，将圆周率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精确

计算，达到了小数点后７位的精确程度，这一成就
超过欧洲国家近１，０００年［７］。通过这样的教学引

导，学生可以进一步发现我国古代先贤的超群智

慧，其卓越成就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而且能够让学生以他们为榜样，为我国的数学科

学发展而努力学习，由此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与使命。

３以数学思想为载体，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与
哲学观

高等数学是一门具有强逻辑关系的学科，而

数学思想则是对其中逻辑规律的总结与应用，其

规律性体现出良好的哲学意味。在解决数学问题、

分析数学思想的过程中，教师则可以将其应用于

现实生活之中，进而分析社会发展规律、人际关

系、人生态度等哲学话题。这一过程对于学生的

思想启迪有着重要价值，同样是教师应用数学知

识实施课程思政的关键方法之一。

在学习 “微分与积分”相关知识时，教师就

可以借助其数学思想中渗透的哲学规律展开教育

引导。首先，教师可以列举数学家笛卡尔提出的

变数概念，并将变数、运动与数学进行结合分析，

引导学生思考微分与积分中存在的变化。与此同

时，教师可以引入思政教育中的唯物辩证法，通

过对立统一的思想，分析微分与积分中的变数关

系。由此，学生便可以发现，在微分中，其通过

无限细分而使得原有的量消失，进而可以采用化

整为零的思路进行理解。积分则恰恰相反，通过

无数微小量的累加，进而达成积零为整的目的。

在此基础上，教师还可以让学生从分割、近似、

求和、取极限、以直代曲等数学内容中，总结量

变与质变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通过这样的方式

引导学生自主分析与思考，不仅可以让学生进一

步理解数学思想的内在意义，而且能够对学生产

生一定的启发，进而使得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

与哲学观。

（三）优化课程思政教学方法

１坚持问题驱动，提高思政元素与教学的
融合

高等数学虽然有着较高的抽象性，但同时也

具备科学严谨的基础理论结构，因此在各个学科、

行业与问题中都有良好的应用价值，是其他学科

的重要基础。在高等数学教学中，除了 “定理—

证明”的传统教学思路外，教师还应掌握问题驱

动教学法，利用实际问题的引导与分析过程，让

学生将数学理论转化为模型后代入问题，进而达

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在此过程中，教师不仅可以

强化学生的数学解题能力与建模思维，而且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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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生的质疑意识、科学严谨精神、自主学习

能力与综合思维能力。这是学生在生活中解决问

题、人际交往的重要基础，也是课程思政建设的

重要内容之一。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发挥问题与思政

元素的融合效果。例如，在学习导数相关的课程

时，教师可以从不同的方向展开问题设计，以突

出不同的培育目标。一方面，教师可以为学生展

现导数这一概念的提出过程，并利用一代代数学

家的研究成果进行设问，让学生对前人总结的数

学规律提出质疑，进而展开思考与分析，培养学

生敢于质疑的思维素养。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借

助数学文化历史资料，结合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

题，将抽象的导数概念与问题具象化，并提出新

的问题，由此让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进行解答与练

习。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激发学生的数学兴趣，

并让学生具备认真严谨的科学精神与自主学习的

良好态度，从而达到思政教育与数学教学的双重

效果。

２坚持知行合一，传承学习态度与学术精神
数学与现实生活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不

仅是解决生活问题的重要工具，还是解释自然规

律、描述生活现象的关键内容。因此，在高等数

学教学中，教师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让

学生既能掌握数学相关理论、概念、公式等内容，

也要掌握其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与解题方法，进

而在实际问题创设过程中融入思政元素，达到课

程思政的教学目的。

在学习 “微分方程”的相关内容时，教师可

利用Ｍａｌｔｈｕｓ人口模型引导学生展开案例研究。首
先，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课外资料，要求学生通

过自主阅读资料，了解 Ｍａｌｔｈｕｓ人口模型中的人口
数量与时间关系。其次，要求学生利用极限工具

求出人口模型的极限。此时，学生便会发现其极

限为正无穷。这也就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口会趋向无穷。由此，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展开

讨论，结合实际分析其数学模型存在的问题。有

的学生就提出，这一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符。因为

人口数量还会受到自然与环境资源的影响。当人

口超出一定数量后，就会受到自然条件的约束，

进而达到上限。最后，教师可以假定一个人口上

限ｐｍａｘ，进而要求学生对 Ｍａｌｔｈｕｓ人口模型进行修

正［８］。通过这样的教学设计，可以让学生进一步

意识到数学在生活中的应用价值，并逐步具有善

于发现问题的思维意识，养成严谨的数学学习态

度与学术精神。

３坚持趣味化教学，探寻人生哲理与规律
除了上述教学方法外，教师在高等数学课程

思政教学中，还应掌握更具趣味性的教学手段。

一方面，要弱化数学课程知识的枯燥感，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可以为思政元素的融

合提供更多的载体，从而达到更好的思政渗透

效果。

一是，教师要掌握信息化教学手段。在信息

化资源支持下，教师可以融合的思政元素会更加

丰富。比如，可以将社会热点问题中的数学成分

要素进行整合呈现，既让学生用数学解决生活问

题，又让学生在分析社会热点问题的同时，培养

社会责任感与辩证统一的观念。二是，教师要掌

握情境创设的技巧。对于数学学科而言，情境可

以将抽象性的数学知识直观化。教师可以采用多

元化的情境创设技巧，客观呈现数学问题，并将

其置于具有思政教育价值的载体之上。此外，教

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数学游戏，并在游戏中发

现人生哲理。

（四）开展课外思政拓展活动

在 “大思政”格局下，高等数学课程思政不

仅要在课堂教学环节中渗透思政元素，还应在课

外数学活动中进行思政教育，以此真正达到 “三

全育人”的目的，让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首先，教师应将高等数学与思政教育融入校

园文化之中。比如，可以组织以数学文化为主题

的答题竞赛活动、以数学历史研究为方向的学生

课题活动、以数学建模与德育为融合主题的数学

大赛等。通过各类融合主题的数学活动，帮助学

生获得数学能力与思政素养的同步发展。其次，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建立高等数学研究社，在社团

内部渗透思政教育内容。比如，研究传统建筑中

的数学美学，研究我国著名数学家提出的论述与

课题等。通过社团组织的活动，让学生在学习数

学的同时，了解更多的文化与历史基础，从而达

到更好的育人效果。此外，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

开展数学实践活动。比如，带领学生制作宣传数

学文化的板报、短视频与专栏，用学生的数学知

识与文化积累，获取不同的生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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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高教师思政教育素养

课程思政建设是以教师为基础的教学模式，

教师的思政素养与教学水平直接影响着课程思政

的成效。因此，高校应全面提高高等数学教师的

思政教育水平。首先，学校应建立完善的教师培

训体系。通过线下讲座、线上课程、专题培训课

等形式，提高高等数学教师的思政素养。教师应

了解当前的思政教育内容、国家政策以及教育形

势，并掌握相应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技巧，能够

与高等数学学科巧妙结合。其次，高校应建立完

善的绩效考核与评价体系。一方面，要将教师的

课程思政教学水平纳入评价内容。学校通过观摩

教师的教学表现、记录学生的思政素养、观察教

师在培训过程中的成果等，以此判断教师的思政

素养。另一方面，对于课程思政教育水平优秀的

教师，学校应给予更多的鼓励与支持。比如，可

以适当提供更多参与职称评选与职位晋升的机会、

参加外出交流活动的机会等。由此，鼓励教师不

断完善自身的教学水平，真正掌握课程思政与高

等数学学科的融合教学。

综上所述，在 “大思政”格局下，课程思政

建设已经成为高校教学改革的关键主题。在高等

数学教学中，教师要全面发挥课程思政的立德树

人作用，针对当前高等数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明确课程思政育人目标、挖掘课程思政教育

元素、优化课程思政教学方法、构建课外思政拓

展活动、提高教师思政教育素养等方法策略，为

学生打造优质的高等数学思政融合课程，实现全

面育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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