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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思政的提出和意义
1.提出背景

      2016年，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上指出：“要把做人做事的道理，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把实现民族复兴的
理想和责任融入各类课程教学之中，使各类
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
效应。”



二、课程思政的提出和意义
1.提出背景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印发的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新形势下思
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要求：“要坚持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把思想价值引领贯
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



二、课程思政的提出和意义
1.提出背景

      2018-2019年，在教育部指导和推动下，
“课程思政”逐步成为各大高校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的新的切入点。
     2020年，教育部颁发文件《高等学校课程
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教高 [2020] 3号）。



二、课程思政的背景和意义
2.现实意义

   1）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战
略部署；（国家层面： 全 员、全过程、全方位）

   2）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提高人培质量的根
本要求；（部级层面：主力军、主战场、主渠道）



二、课程思政的背景和意义
2.现实意义

   3）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本科合格评估的重
要指标；（学校层面：一级4，二级6，观测要素19）

   4）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基
本前提。（教师层面：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内涵和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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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思政的内涵和特征
1.基本内涵

      课程思政是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
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政
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
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
教育理念。



2.本质特征

   课程思政在本质上是为了实现知识传授、
价值引领、能力提升的多元统一，通过将
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到各门课程，潜
移默化地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举止产
生影响，以实现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同向同行、协同育人。

二、课程思政的内涵和特征



途径和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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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施途径

   1）通过深化课程目标、内容、结构、
模式等方面的改革，把政治认同、国家
意识、文化自信、人格养成等思想政治
教育导向与各类课程固有的知识、技能
传授有机融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三、课程思政的途径和举措



1. 实施途径

   2）通过课程教学全程，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科学创新精神，并将日常教
学与学生当前的心灵困惑相结合，有意
识地回应学生在学习、生活、社会交往
和实践中所遇到的真实问题，从而对其
成长成才产生积极影响。

三、课程思政的途径和举措



1. 实施途径

   3）通过课程内容与马克思基本原理的
有机融合，加强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的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国家观、民族观、科学观、历史观、文
化观,等等。

三、课程思政的途径和举措



1. 实施途径

   4）通过带领学生重温知识发现的历史
过程，结合学科前沿，培养学生运用马
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
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从而帮助学生形成历史思维、辩
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

三、课程思政的途径和举措



2. 举措建议

  1）全面规划，加速推进课程思政组织机构构建
      （领导机构、督导机构、研究中心、工作室）
  2）真抓实干，加速推进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优化
     （六进：人培、大纲、教案、课堂、竞赛、考核）
  3）加大力度，加速推进课程思政专项课题立项
      （鼓励省级、广推校级、经费支持、晋级考评）
 

三、课程思政的途径和举措



2. 举措建议

  4）群策群力，加速推进课程思政“案例库”建设
    （统一组织、全员参与、专家指导、限期完成）

  5）以点带面，加速推进课程思政教材案例出版
    （积极谋划、精挑细选、反复打磨、尽快出版）

三、课程思政的途径和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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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素材挖掘

    1）遵循原则
 了解困惑、贴近实际、以德施教、有机融合

  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广开思路、显隐结合、精心归类、梳理斟酌

四、思政素材的挖掘和案例



 1. 素材挖掘

     2）宏观思路
① 以“五爱”为主线
  爱党   爱国   爱社会主义   爱人民   爱集体  
② 以“五围绕”为重点
   政治认同  家国情怀  文化素养  法治意识  道德修养

四、思政素材的挖掘和案例



 1. 素材挖掘

     3）学科侧重（摘要）
① 公共基础课程
   健全人格    锤炼意志    陶冶情操    审美素养    
② 专业教育课程
    政治认同    家国情怀     道德修养    法治意识  
③ 实验实训课程
   学思结合    知行统一    创新精神    创造意识  

四、思政素材的挖掘和案例



 1. 元素挖掘

     3）学科侧重（摘要）
④ 文史哲类课程
    核心价值观  优秀传统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⑤ 经管法类课程
    国家战略    法律法规    经世济民    德法兼修
⑥ 教育学类课程
  以德立身    以德施教    仁爱之心    学为人师

四、思政素材的挖掘和案例



 1. 素材挖掘

     3）学科侧重（摘要）
⑦ 理、工类课程
    追求真理    科学思维    科技报国    工匠精神
⑧ 艺术学类课程
    立足时代    扎根人民    以美化人    审美素养

四、思政素材的挖掘和案例



 1. 元素挖掘

     4）提炼方法（个人拙见，仅供参考）
① 传播时代精髓
    回顾历史、讴歌当下、家国情怀、科技革命  
② 弘扬传统美德
     无私奉献、积极进取、诚实守信、团结协作
③  引领价值导向
     敬重科学、遵纪守法、工匠精神、批判意识

四、思政元素的挖掘和案例



 ④  渗透马哲思想
    Ⅰ 辩证唯物论 (举例)

        世界是物质的，是按自身规律形成发展的.                  
    Ⅱ 唯物辩证法 (举例)

      矛盾斗争性与同一性；两点论与重点论.
   Ⅲ  三大规律   (举例)

   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
   Ⅳ  五对范畴   (举例)

        现象 -本质；内容 -形式；原因 -结果；可能 -现实；偶然 -必然.     

四、课程思政的素材挖掘



1) 宏观设计展示    ( 王老师、索老师 )

2) 微观教案展示    ( 温老师、郝老师 )  

3) 说课视频展示    ( 张老师、郭老师 )

4) 课堂实录展示    ( 孙老师、高老师 )

2. 案例借鉴

四、思政元素的挖掘和案例



结 语
   “课程思政”不应是空洞的说教、抽象
的论证、乏味而冗长的议论，只有使其变
成可思可视、可触可摸、可感可行的具体
教学活动，才能达成“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的育人目标。



以上观点  仅供参考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电 话 :  1 3 9 3 4 2 4 6 2 8 6 ( 微 信 同 号 )

   邮 箱 :  1 0 1 7 4 7 3 2 9 3 @ q q . c o m   

谢  谢



以下为链接内容



回顾历史 举例1
  例1  极限概念——刘辉割圆术

       

    

 例2  导数概念的引入

           ——  中国高铁成就；神州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  
           

A

1

A

2



回顾历史  举例2   （诺贝尔奖成果）  
                                         

Markowitz
期望-方差投资组合理论

获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自回归ARCH模型

获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回顾历史 举例3
例 3（正态分布 —— 命名之争）

     棣莫弗 (DeMoivre,德)，赌资期望分配，首次用到 (1733)；

     拉普拉斯 (Laplace,法)，二项分布的极限分布，正式出现；

     高斯 (Gauss,德)，统计误差分析，确立了难以撼动的地位；

     庞加莱 (法) 提议，卡尔.皮尔(英)推动，正式命名正态分布. 
                                    



讴歌当下 举例
例 （矩估计引例——产量、节粮、脱贫）

                                



家国情怀 举例
例1. (国庆阅兵) 

   方差传统引入：考试成绩

   方差更新引入：70年阅兵

例2. (战狼Ⅱ) 

   全概经典例题：炮打飞机

   全概更新例题：  战狼Ⅱ   



科技革命 举例
 例 1 条件概率应用

          —— 网络搜索引擎

  例 2 矩阵理论应用

          —— 数字图像存储 （二维码发展史）                               



无私奉献 举例
 例（单边检验——屠呦呦 青蒿素）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青蒿素提取量 325 316 325 311 301 317 313 296 305 300 325 309

编号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青蒿素提取量 304 305 302 314 307 303 317 301 308 298 314 297

编号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青蒿素提取量 329 291 305 302 294 307 300 285 289 281 297 302

青蒿素提取新方法效率检验

结论：用新方法后，提取量显著增加.



积极进取 举例
例 （二项分布 —— 水滴石穿、勤能补拙、日不懈怠）

  解：开单数

                              

5 4(10 ,10 ) , ( 0) 1X B P X    



诚实守信 举例
 例（贝叶斯公式应用例—— 狼来了寓言中的数学原理）

 结论：设起初的可信度为 0.8 ，

第1次谎后，可信度降到 0.444 ，

第2次谎后，可信度降到 0.138 ；

   要将可信度由0.138提升至 0.8，

需连续8次不撒谎才能实现！                  



团结协作 举例
 例（事件独立性 —— 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假定：“诸葛亮”解决问题的概率P(A)= 0.9；  

  “臭皮匠”B 独立解决问题的概率P(B)=0.7；

  “臭皮匠”C 独立解决问题的概率P(C)=0.5； 

  “臭皮匠”D 独立解决问题的概率P(D)=0.6.

问: 三个臭皮匠能赛过诸葛亮么？

求解结果： ( ) 1 (1 0.7)(1 0.6) 0.88P B D     U

( ) 1 0.3 0.5 0.4 0.94P B C D     U U



敬重科学 举例1
 例（相关系数应用——最新研究成果）                               

    辽宁省2020年1月22日至2月20日期间公开

报导的121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病

例的信息如表1所示，试利用数据对确诊人数

与有接触史人数进行相关性分析.



地 区 有接触史
人数

确诊
人数

地 区 有接触史
人数

确诊
人数

沈 阳 13 28 铁 岭 4 7
大 连 9 18 朝 阳 4 6
锦 州 8 12 鞍 山 3 4
葫芦岛 8 12 本 溪 2 3
盘 锦 5 11 辽 阳 1 3
阜 新 7 8 营 口 0 1
丹 东 0 7 抚 顺 0 0

表1  辽宁各地区有接触史与确诊病例人数



各地区接触史人数X与确诊人数Y的分布律为解：

Cov(X, Y) = 25.2448，     
DX = 15.8022，DY = 55.4945，   XY = 0.9099     



接触史与确诊人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图示)

相关性分析表明：有接触史人数与确诊人数高度正相关，因

此可以得出结论有接触史是导致患新冠肺炎的一个主要因素。

0

5

10

15

20

25

30

0 2 4 6 8 10 12 14

0.9099尊
重
科
学

敬
畏
规
则



敬重科学 举例2
   例1 (逆概公式引入—戴口罩重要性) 

    例2 (贝叶斯公式应用—假阴性问题) 
                                         

1( ) 82.6%P A B 



遵纪守法 举例
 例1（Bernoulli概型 —— 森林抽烟之危害）

   问题：吸一支烟引起森林火灾的概率p很小，为何要禁止？

     解：森林吸烟n次引起火灾的次数

                               
例2（期望应用 —— 规避赌博之陷阱）

     解：

( , )X B n p
( 0) 1 (1 ) 1. ( )nP X p n     

启示：校园贷，慎！



工匠精神 举例
例 1（数学期望 —— 核酸混检方案及其优化）                        

X I 1 11
P (1-0.0059)10 1- (1-0.0059)10

  1 54515iE X . 约减少85%的工作量.
节省化验次数为7,609,365次.

思考: 是否最优？ 否！
进一步思考: 14人一组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原因何在？

启示1：中国的举国体制无比优越！ 启示2：要培养创新意识和工匠精神！



可再节省化验次数68462次！



批判意识 举例
例1（期望计算 —— 不唯书：X ~ Nμ, σ2 ,求 EX ）

   法1(课本)：

    法2(更新)：① 若 X ~ N 0, 1  ,则 

                         ② 若                                则

例2（向量线性关系 —— 忌感觉：药方配置的启迪 ） 电子科大

2

2
( )

21 d
2

x

EX x e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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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 .  



辩证唯物论 渗透举例
 
                   

例1  讲解贝叶斯公式时，
可简要介绍英国牧师
Thomas Bayes 证明上
帝存在的失败.

例2 在介绍课程研究对象
时，可插入对“规律”
的名词解释。

Thomas Bayes (1702-1761)



例1（矛盾斗争性与同一性）
    相同试验条件下，互斥的两个随机事件。
例2（两点论与重点论）
      利用全概公式求复杂事件概率时，要求“不
重、不漏、正概”，这正是两点论思维；
      利用逆概公式求出条件概率后，可根据所求
结果分析出导致结果发生的主要原因，因而它
属于重点论思维。

    

唯物辩证法 渗透举例
 



 例1（对立统一规律）

    加法公式中，对立事件是一对矛盾，既对立
又统一(同出现在逆事件概率计算公式中).
 例2（量变质变规律）
      二项分布       泊松分布        正态分布.
 例3（否定之否定规律）
     引入方差：不可行，也不行，不太好，好！

三大规律 渗透举例
 

 



 例 1（现象 - 本质）  引入概念 .

 例 2（内容 - 形式）  极限定理 .

 例 3（原因 - 结果）  全概逆概 .

 例 4（可能 - 现实）  核酸混检 .

 例 5（偶然 - 必然）  小概原理 .

五对范畴 渗透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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