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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下《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的教学研究 

——以云南大学滇池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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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云南大学滇池学院理工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8; 

2.淮安市实验小学,江苏 淮安 223001) 

【摘 要】：为做好大学数学类课程思政工作，以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课程为例，分析了数学类课程开展思政教

育存在的问题，结合我校开课实际情况，从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激励措施三方面探讨并实践了课程思政下的教学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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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

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

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由此，课程思政作为一种教育理念，逐步在高等教育界形成共识。实行课

程思政，旨在以课堂教学为切入点，以教师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最活跃要素，充分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让

学生耳闻目染心悟，通过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程方方面面，进一步提升和改善各种专业学科

的育人成效。 

我校面向理工学院全体学生开设的《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课程，是专业课中授课教师最多、授课对象最广的一门课程。因

此，必须准确把握住同向同行的本质要求，将这门课程的思政做好做精，才能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的领航作用，真正把“课程思

政”落到实处。 

1 目前存在的问题 

1.1课程思政元素结合不紧 

《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课程是一门专业性强的理工核心课，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是一个新课题，当前主要存在课程思政流

于形式、停在表面，与教学内容有机结合、深度融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不够紧密，有生硬楔入专业课程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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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教学方式方法创新不够 

课程教学过于注重培养学生的理论推导能力和理性思维能力，忽略了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无法运用所学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教学成果运用不理想。另外授课模式、授课内容、考核要求等也几乎沿用数学类课程中比较成熟的传统标准，

创新不够、方法单一，与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统领课程思政的目标有一定差距。 

1.3师生思想上仍存在一定偏差 

长期以来，由于在认识上的误区，大部分人片面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政课程的任务，其他专业课程主要进行知识教育，造

成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专业教育相互隔绝脱节的“孤岛效应”,没能有效形成相向而行、同向发力、相得益彰的“育人大格局”。 

2《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课程思政的实施策略 

2.1教学模式 

课程的授课方式从传统的“一师一课”变为教师团队搭班授课，打破课程设置封闭、自成体系的状态。授课教师团队用教

研、听课等方式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锻炼，同时拓宽了教师间、师生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渠道。教学从传统的

理论教学改革为理论课与上机课相结合，搭建“线上线下”平台，上机课与理论课同步进行，让学生亲自动手编程实践，达到学

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目的，表 1给出了本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与学时情况。 

表 1《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布 

 教学模块 教学时数 

理论课(32) 

方程模型 8 

数理统计模型 8 

运筹优化模型 8 

网络图论模型 8 

上机课(32) 

MATLAB基础 12 

MATLAB程序设计 20 

 

为了打破沉默课堂，课程还采用线下 TBL教学，即小组合作学习模式，把班级分为多个团队小组，以自学、思考、讨论、发

表等方式解决问题，将主动权还给学生，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参与式学习。同时使用雨课堂等多媒体工具，通过讨论解答、布置

作业、交流发言等方式打破空间壁垒，增强师生互动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为了让课程设置的更加机动灵活，理论课程的授课教师

原则上每学期讲授一个教学模块，并要具备至少承担一个其它模块教学的能力，以备突发情况。 

2.2教学内容 

在保持数学实验与数学建模课程教学内容不变的前提下，教师紧紧围绕课程知识、能力、素质目标要求，不断充分挖掘教材

中所蕴含的数学历史、数学悖论、数学名题、数学家以及数学应用。教师从丰富的教学内容中选取合适的切入点，寻找教材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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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能量和正面导向内容，让学生在课堂上不仅学习专业技术、提升能力，还可以得到道德修养上的熏陶，更好地赋予教学鲜活

感、时代性和感染力。 

例如，在学习方程模型时，教师构建矩阵： 

 

讲授基本知识后，分析矩阵元素，巧妙地引出中国两个“一百年”宏伟蓝图和我校 2001年建校的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爱国

爱校的自豪感。 

在学习统计模型时，教师会特别介绍我们在这方面研究的先驱者——许宝騄教授。他在参数估计、假设检验、多元统计分析

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并且是世界公认的多元统计分析的奠基人之一。他曾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并任教，但他心系祖国，学有

所成后，就决心回国效力。许教授在北大举办了国内第一个概率统计讲习班，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批教学和科研人才。通过科学家

故事，引出家国情怀，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在学习运筹优化模型时，整数规划中有一种特色的问题，称为指派问题。大致定义为：n个人来完成 n件事，每个人必须完

成一件事，每件事只能由一个人来完成。要求确定人和事之间的一一对应的指派方案，使得完成 n件事的总费用或者消耗的总资

源最少。巧妙引出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两个价值观，为他们融入社会、成长成才奠定坚实思想基础。 

在学习网络图论模型时，教师会用“过程与结果”的辩证关系引出最短路问题。求解最短路问题，我们关心的不应该只是结

果，运算过程往往才是改进算法的核心。引导学生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人生奋斗过程中，正确面对成功与失败。 

在学习 MATLAB程序设计时，教师以多项式求值为例，介绍数值计算中的常用技巧——秦九昭算法。该算法起源于汉代《九

章算术》的开方法，早于欧洲霍纳算法六百年，是中国传统数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通过数学史的介绍，弘扬中国文化，增强学

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2.3激励措施 

利用学校政策，建立合理的激励措施，鼓励学习过本课程的学生参与到“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美国大学生数学建

模竞赛”等比赛中，提高创新的层次和水平。坚持将大学生科技创新比赛的参赛项目设置与社会发展接轨、比赛成果与服务社会

结合，学以致用、以赛促学，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表 2给出了近三年全国大

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获奖情况。 

表 2数学建模竞赛获奖情况 

年份 国一 国二 省一 省二 省三 获奖总数 参赛队数 获奖比例 

2018 0 3 1 5 3 12 18 66.7% 

2019 1 2 12 5 2 22 30 73.3% 

2020 0 2 7 11 7 27 38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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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我院 2019-2020学年《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课程》选课人数已达 548人，同比去年提高了 58%。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必须积

极探索课程思政背景下的学科未来发展，使知识传授与思政教育同频共振、和谐共融，充分发挥课程思政协同创新、全员育人、

全面覆盖的隐性教育功能，引导莘莘学子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新时代的追梦征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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