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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ocialist education industry entering a new era, “cultivating virtue and nurturing people” has become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education. In the reform of the new curriculum, higher mathematics as an important public basic cours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long time span, wide coverage, strong importance, students’ energy is relatively more, its education value 
is not limited to cultivate students’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nd skills, more important is to cultivate students with the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novation spirit. Moreove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helps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higher 
mathematics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ect of teaching. Therefore, the stud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ffairs in 
higher	mathematics	courses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oretical	value.	How	to	integr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higher mathematics curriculum and how to carry ou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higher	mathematics	curriculum	have	become	the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	and	difficulty.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struction in higher mathematics cour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pronged education” (all-round education, whole process education, and all-rou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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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进入新时代，“立德树人”成为教育的根本宗旨。在新课程的改革中，高等数学作为高职院校一门
重要的公共基础课，时间跨度长、覆盖面广、重要性强、学生投入精力相对较多，其教育价值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培养学生
的数学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要培养有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的学生。而且，课程思政有助于推动高等数学教育的改
革，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因此，高等数学课程思政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高等数
学课程全过程中以及如何开展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建设，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和难点。基于此，论文以“三全育人”（全员
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视角为导向，针对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与探索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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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时代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任。高

等数学作为职业院校理工类专业的基础核心课程，其教学质

量直接关系到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然而，随着教育

改革的深入，单一的知识传授已难以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

求，如何在高等数学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知识传

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结合，成为职业院校亟须解决的问题。

2 “三全育人”视角下职业院校高等数学课
程思政建设背景概述

2.1 “三全育人”教育理念解析
“三全育人”即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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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教育主体的广泛性、教育时间的连续性和教育空间的立

体性。它要求高校将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构建全员参与、

全程覆盖、全方位渗透的育人格局，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

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

2.2 课程思政的内涵与要求
课程思政是指在专业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

素，实现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的同向同行、协同育人。它要

求教师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注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

和职业道德。

2.3 思政教育在高等数学课程中的作用
高等数学作为一门逻辑严密、思维严谨的学科，其课

程内容蕴含着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通过挖掘数学史中的爱

国情怀、数学家们的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以及数学思想

方法中的哲学思想，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人

文素养。

3 “三全育人”视角下职业院校高等数学课
程思政建设现状分析

3.1 取得的成效
①政策引导与制度保障：多数职业院校积极响应国家

号召，出台了相关文件和政策，为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建设提

供了制度保障。

②教学内容创新：部分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尝试将思政

元素融入高等数学课程，如通过数学史讲解培养学生的爱国

情怀，通过数学应用案例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③教学方法改革：采用案例教学、翻转课堂等现代教

学手段，增强师生互动，提高课程思政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3.2 存在的问题
①认知偏差：部分教师对课程思政的理解存在偏差，

认为其是思政课的延伸或附加，忽视了数学学科本身的思政

价值。

②教学资源匮乏：适合职业院校高等数学课程思政的

教学资源相对匮乏，特别是与专业结合紧密的思政案例和素

材较少。

③评价体系不完善：当前对高等数学课程思政效果的

评价体系尚不健全，难以全面、客观地反映课程思政的实际

成效。

4 “三全育人”视角下职业院校高等数学课
程思政建设实践与探索

4.1 全员育人：构建协同育人机制
在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建设中，实现全员育人是首要任

务。这要求高职院校全体教职工，包括数学教师、辅导员、

行政管理人员等，都将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共同参与思

政教育。具体策略如下：

①教师角色明确：数学教师应成为思政教育的主动实

践者，通过培训和学习提升自身的思想政治素养和教育教学

能力。同时，鼓励教师将思政教育融入日常教学中，通过言

传身教影响学生。

②多学科交叉的教育者队伍组建：高职院校应围绕高

等数学课程，组建一支由数学教师、思政教师、辅导员、专

业课教师及校外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的教育者队伍。通过跨学

科交流与合作，挖掘数学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实现知识传授

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结合。

③家校合作共育：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与合作，共同关

注学生的成长与发展。通过家长会、家访等形式，向家长传

达学校的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争取家长的支持与配合。

④社会资源整合：邀请行业专家、企业代表等社会人

士参与数学教学与思政教育，通过讲座、实习实训等方式，

让学生了解行业发展趋势和社会需求，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和使命感。

4.2 全过程育人：贯穿教学始终的思政教育
全过程育人要求将思政教育贯穿于高等数学教学的各

个环节，包括课前预习、课堂教学、课后作业、考试评价等。

具体策略如下：

①课程目标融入：在制定高等数学课程标准时，应明

确思政教育的目标和要求，将思政教育内容纳入教学计划。

通过设计具有思政教育意义的课程模块和教学活动，确保思

政教育与数学教学的有机结合。

②教学设计渗透：在教学设计中注重挖掘数学课程中

的思政元素，如数学史中的科学家精神、数学方法中的科学

精神、数学定理中的哲学思想等。通过案例教学、情境模拟

等方式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数学知识背后的文化内涵和价值

观念。

③教学方法创新：采用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项目

式学习等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通过引

导学生参与实际问题解决，培养其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精

神，同时融入思政教育内容。

④课外实践加强：鼓励学生参与数学建模、数学竞赛

等课外实践活动，将所学数学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培养

其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同时，通过实践活动加强学生的

思政教育，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⑤课后作业巩固：教师应通过作业、讨论、实践活动

等形式，巩固和深化思政教育成果。例如，布置与思政教育

相关的作业，让学生撰写数学史读后感、数学家故事评述等；

组织数学实验等课外小组活动，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团队

协作能力。

⑥教学评价反馈：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将思政教育

效果纳入评价范围。通过学生自评、互评、教师评价等多种

方式全面评估学生的思政素养和数学能力。同时，注重收集

学生的反馈意见，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以提高教学效果。

全过程育人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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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全方位育人：营造思政教育的良好氛围
全方位育人要求从校内与校外、课内与课外、线上与

线下多个维度开展思政教育。具体策略如下：

①校园文化熏陶：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积极向上

的学习氛围和浓厚的思政氛围。通过举办数学文化节、我敬

爱的数学家演讲比赛等活动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学习兴

趣。同时利用校园广播、宣传栏等媒介宣传思政教育的先进

事迹和典型人物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

②实践教学强化：加强实践教学环节通过数学建模、

数学实验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数学的魅力和价值。在

实践过程中融入思政元素如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团队协作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和

合作精神等。

③网络平台拓展：利用网络平台拓展思政教育的空间

和渠道。通过建设在线数学课程、开设思政专栏等方式为学

生提供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和学习机会。同时利用网络平台

加强师生互动和家校沟通，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思政教育

新模式，以提高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④第二课堂完善：依托学校社团、文化活动等资源，

开展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如数学文化节、数学讲座、

数学竞赛等，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锻炼能力的平台，同时

加强思政教育的渗透和引领。

5 结论

在“三全育人”的宏观视野下，高等数学课程的思政

建设被赋予了系统工程的深刻内涵，通过精心构建一套涵盖

多元主体参与的思政教育体系，不仅能够确保思政教育在高

等数学教学中的无缝融入，而且能够贯穿教学始终，成为教

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积极拓展思政教育的边界，深

化其内涵，是提升高等数学课程教学质量与育人成效的关键

路径。这一系列举措旨在培养出既具备扎实数学基础，又拥

有高尚品德、强健体魄、审美情趣及劳动精神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响应时代对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求。

展望未来，职业院校应持续深化“三全育人”理念在

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建设中的实践应用，勇于探索，不断创新，

力求在育人模式与方法上实现新突破。这不仅是对职业教育

质量提升的内在要求，更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贡献智慧与力量的重要使命。通过不

懈努力，我们期待高等数学课程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能

够更有效地发挥其思政教育功能，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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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过程育人框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