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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育的不断改革,将课程思政融入专业课程实现协同育人,已成为高校推进教学改革的重

要举措。针对“数学实验(MATLAB)”课程融入思政元素存在的问题,基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从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设计、评价体系三个方面开展了思政教学研究。教学实践表明,在教学过程中

有效融入课程思政,可以提高教学质量,取得良好的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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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Blended Teaching Model 
--Taking the course of Mathematical Experiment (MATLAB)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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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reform of education,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universities to 

promote teaching reform by integra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of courses into professional courses to 

realiz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Based on the online and offline blended teaching model,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incorpo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Mathematical Experiment (MATLAB)" course, this 

paper conduct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design, and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Mathematical Experiment (MATLAB)" course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The teaching practice shows that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can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and achieve good educational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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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家领导人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指出：要坚持

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同时,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

个主渠道,各类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

效应[1]。现在的大学生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该如何引领他们树

立正确的、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

值观是高等教育不可推卸的责任,各高校应积极响应,将思想政

治教育置于育人工作的核心。这就要求各专业课教师在教学实

践中不仅注重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而且要加强对学生的价值

引导。 

本文以“数学实验(MATLAB)”课程为例,根据本校本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结合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深入挖掘该课程的思政

元素,探索融入思政元素的课程教学内容与混合式教学模式的

各环节有机融合的教学改革方法。 

1 数学实验(MATLAB)课程思政教学中的“痛点”

问题 

“数学实验(MATLAB)”是数学与计算机结合的一门实践课

程,不仅培养学生利用MATLAB软件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还要具

有立德树人的作用。该课程在课程思政融入方面存在以下几个

方面的问题[2]。 

1.1教学目标与思政元素融合度低 

在制定课程的教学目标时,教师往往聚焦于学生知识能力

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思政目标不明确,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课程

本身所承载的育人功能,从而出现“重技能轻育人”的现象,导

致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相脱节,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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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教学内容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没有充分挖掘 

课程教学设计中的内容往往过于聚焦于专业知识的传授和

技能的培养,对于一些教学内容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如爱国主

义、社会责任感、科学思维、人文素养等,并未进行深入的挖掘,

更没有将其巧妙的融入到课堂教学中。这意味着在传授知识技

能同时,忽视了对学生思想道德、价值观念和社会责任感的引导

和培养。 

1.3教学模式单一,缺乏创新 

在当前的信息化时代,有些教师对于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

认识不足,还依赖于传统的讲授式教学,并未根据新时代大学生

的特点进行教学方法的创新,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而

且,面对课程学时的不断压缩,教师对丰富的网络资源利用不充

分。单一的教学方法很难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不能有效的

挖掘和传授思政元素,无法更好的使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和领悟

思政教育的内涵。因此,要求教师在课程中探索有效、多元化的

教学手段,将思政融入到课堂教学的各个方面。 

1.4评价体系不合理 

科学合理的课程评价体系是检验教学效果,评价学生课程

知识和实践应用掌握程度,评估课程思政实施结果的重要保证。

单一的评价标准不能全面反映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目标上

的达成度,进而不能准确地反映学生的整体真实水平。 

2 融入思政的“数学实验(MATLAB)”课程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的探索 

2.1重构课程教学目标 

“数学实验(MATLAB)”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

课程的教学目标不仅注重知识技能的提升,而且还要培养学生

的综合素养。鉴于此,结合课程大纲,以OBE理念为指引,能力需

求为导向,从学校办学定位、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课程特点以及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条件等角度出发,从知识、能力、素质和思政

三方面重构本课程教学目标。 

2.2知识目标 

掌握MATLAB语言的基本语法结构及其命令操作；熟练运用

数学软件MATLAB进行矩阵处理、符号计算、数值计算和数据统

计分析等；掌握运用数学软件MATLAB作出各种图形的方法。 

2.3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良好的计算机思维能力；具备利用相关工具进行

程序代码编写、运行、调试的能力；培养学生使用MATLAB语言

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能以此为基础深入学习其它编

程语言。 

2.4素养和思政目标 

通过线上学习培养学生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通过编写程

序培养学生细致、严谨、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借助实

验、小组讨论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和团队协作能力；具有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进入社会的基本素养。 

2.5教学设计 

在本课程的思政教学中,引入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

式[3]。混合式教学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生的学习过程及能

力的达成是教学活动的中心。学生根据个人的需求和兴趣进行

个性化学习,教师根据学习数据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遵循“以

学生为中心“和“两性一度”原则,结合教材内容和本课程的特

点,挖掘思政元素,设计合理的教学过程。课程总体教学设计如

图1所示。 

 

图1 课程教学设计框架 

2.5.1线上 

课前教学环节在教学设计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教师完善在

线资源,利用学习通和SPOC发布本次课程的预习资源,包括教学

视频,达标测验等,根据平台数据分析学生的预习效果,挖掘课

程思政元素,进行课堂教学设计。学生根据线上视频自主学习本

节知识点,完成预习任务,利用达标测验检查学生对于本节知识

的掌握情况,带着一定的知识基础及疑问走进线下课堂。通过自

主学习,培养学生的自律性、责任心等品质,为学生今后的成长

奠定基础。 

课后,教师在学习通发布作业,查看学生作业的批改情况

(作业互评),根据后台数据统计学生的完成情况及其作业的完

成质量,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对于问题及时在线反馈学生,

同时进行教学反思,调整教学设计。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学习情

况,复习巩固所学知识,及时在线提交作业,在规定的时间内完

成作业的互评任务,完成在线单元测试。 

2.5.2线下 

线下教学分为理论课堂和实践课堂,数学实验(MATLAB)是

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需要学生不断的在实践中巩固所学知

识,提高学生的编程能力。故教学中采用的主要教学方式就是讲

练结合。“讲”主要体现在理论课堂,根据学生课前线上预习情

况,课堂中梳理知识点,讲解重难点,与学生讨论预习中遇到的

问题。因为该课程所有的课全部在机房完成,所以理论课中会伴

随实践课。学生依据教师讲解的案例内容,进行实践性的验证练

习。教师会设计与本节知识点紧密相关的程序编程题,让学生分

组讨论练习,鉴于学生个体间的差异性,学生在设计编写程序时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要求教师为学生提供指导。同时,让学

生展示自己小组编写的代码及其运行结果。这一过程激发了学

生的创新能力,提高了实践能力,通过小组讨论,培养了团队协

作能力。 

2.5.3教学思政案例 

在多分支选择结构课堂教学中,理论课堂中讲解if语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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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语句的语法格式,实践课堂中融入课程思政案例“中国航

天事业重大事件”进行举例。 

首先,展示中国航天事业中的几个重大事件,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航天事业重大事件 

年份 事件

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发射神舟五号第一次实现载人航天

发射嫦娥一号实现了中国探月工程的首次突破

发射神舟七号 实现了中国人的首次太空行走

发射神舟十号中国人首次太空授课

发射天问一号 开启了中国的火星探测之旅

发射神舟十二号 实现了航天员在轨长期驻留

发射神舟十五号 中国空间站建造任务完成

1970

2003 ,

2007 ,

2008 ,

2013 ,

2020 ,

2021 ,

2022 ,

 

其次,教师利用if语句编写脚本文件,要求根据输入的年份

显示航天事业的事件,代码如下： 

disp('年份：1970,2003,2007,2008,2013,2020,2021,2022'); 

year=input('请输入年份：'); 

if year==1970 

disp('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elseif year==2003 

disp('发射神舟五号,第一次实现载人航天'); 

elseif year==2007 

disp('发射嫦娥一号,实现了中国探月工程的首次突破'); 

elseif year==2008 

disp('发射神舟七号,实现了中国人的首次太空行走'); 

elseif year==2013 

disp('发射神舟十号,中国人首次太空授课'); 

elseif year==2020 

disp('发射天问一号,开启了中国的火星探测之旅'); 

elseif year==2021 

disp('发射神舟十二号,实现了航天员在轨长期驻留'); 

elseif year==2022 

disp('发射神舟十五号,中国空间站建造任务完成'); 

end 

运行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if语句运行结果 

最后,要求学生利用switch语句完成该题目,小组讨论,随

机选取学生展示小组编写的代码。通过这个案例帮助学生更好

地理解国家科技发展的重大意义,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增强民

族自豪感和责任感。 

2.6完善课程评价体系 

按照OBE理念,依据课程教学目标和课程特点,完善了课程

考核机制。注重过程性考核,该考核方式分为线上(20%)和线下

(30%),线上主要包括观看视频,章节测试,线下包含考勤、课堂

表现、实验报告。终结性评价(50%)主要为期末考试,采用上机

形式,考查学生的实践操作及其知识的应用。最终成绩由过程性

评价成绩和终结性评价成绩按照上述权重比例计算得到。将这

些体现学生自我发展的考核方式补充到平时考核中,这样的评

价体系有效弥补了传统考核方式的不足,而且能够对学生整个

学习的过程进行有效的评估。 

3 结束语 

基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数学实验(MATLAB)”课程思

政的探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通过教学方法和手段的不断

改革与创新,结合实际教学内容,挖掘思政元素,实现专业知识

与思政元素的有效融合。未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和教学理念

的持续更新,不断深入挖掘该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优化教学资源,

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模式和方法,在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的

同时,达到立德树人的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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