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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

若干意见》，目的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

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对

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提出意见；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

建设指导纲要》指出，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和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

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并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所有教师、所有课程都需要

承担好育人责任；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坚

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学校评价的根本标准”，“改革教师评价，推进践行教书育人使

命，坚决克服重科研轻教学、重教书轻育人等现象，把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资格定期注册、

业绩考核、职称评聘、评优奖励首要要求，强化教师思想政治素质考察，推动师德师风

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我校广大教师在文件的指导下，从“育人”本质要求出发，进

一步强化“以人为本”的思想，深入挖掘本门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

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实现数学课的知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既教书又育人，

在日常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紧紧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

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职业素养、做人做事的道理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

内容供给，结合各类课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德技并修教育，以

专业知识、技能为载体，达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

形成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的协同效应，共同构建全校三全育人格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5%8A%9E%E5%85%AC%E5%8E%85/772262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8A%A1%E9%99%A2%E5%8A%9E%E5%85%AC%E5%8E%85/46851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3%E4%BA%8E%E6%B7%B1%E5%8C%96%E6%96%B0%E6%97%B6%E4%BB%A3%E5%AD%A6%E6%A0%A1%E6%80%9D%E6%83%B3%E6%94%BF%E6%B2%BB%E7%90%86%E8%AE%BA%E8%AF%BE%E6%94%B9%E9%9D%A9%E5%88%9B%E6%96%B0%E7%9A%84%E8%8B%A5%E5%B9%B2%E6%84%8F%E8%A7%81/2367460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3%E4%BA%8E%E6%B7%B1%E5%8C%96%E6%96%B0%E6%97%B6%E4%BB%A3%E5%AD%A6%E6%A0%A1%E6%80%9D%E6%83%B3%E6%94%BF%E6%B2%BB%E7%90%86%E8%AE%BA%E8%AF%BE%E6%94%B9%E9%9D%A9%E5%88%9B%E6%96%B0%E7%9A%84%E8%8B%A5%E5%B9%B2%E6%84%8F%E8%A7%81/2367460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B9%E8%89%B2%E7%A4%BE%E4%BC%9A%E4%B8%BB%E4%B9%89/9180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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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课程共包含 2 章（或多少个项目、任务）， 10 节，周学时 4

2. 知识目标：

（1）能够建立对矩阵的系统认识。

（2）能够深刻理解向量间线性关系的判断方法。

（3）能够建立对行列式的系统认识。

（4）能够利用矩阵和行列式的相关内容来解线性方程组。

（5）能够建立随机事件间的关系与运算。

（6）能够理解几种常见随机事件概率，并解决实际问题。

（7）能够掌握几种常见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列、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计算概

率及分布函数，并解决实际问题。

（8）能够掌握几种常见随机变量的期望和方差，并解决实际问题。

3. 能力目标：

（1）使学生树立明确的“矩阵”的观念，并能够利用矩阵的思想分析事物的数量方面及

其变化规律。

（2）使学生了解向量的概念，以及与其有关的数学思想，提高他们运用数学知识处理专

业与实际生活中各种问题的意识、信念和能力。

（3）调动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造力，使他们自觉应用所学知识，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

从而激发创造热情与创造兴趣。

（4）使学生了解数学概念、数学思想以及数学方法产生和发展的渊源，提高他们运用数

学知识处理专业与实际生活中各种问题的意识、信念和能力。

（5）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使他们思路清晰，条理分明，能有条不紊地处理头绪纷

繁的各项工作。

4. 思政目标：

（1）通过简介矩阵的发展史，让学生了解到矩阵是物理、控制论、机器人学、生物学、经济

学等学科的基础；通过介绍中国古代数学家及其数学成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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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2）通过逆矩阵定义的知识点，引导学生认识到事物矛盾的对立面都是相互依赖、相互

影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培养学生认识事物看待问题的辩证思维。

（3）通过利用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工作者用密钥矩阵传递情报的案例，激发学生学习的

兴趣；引导学生思考知识在任何时期的重要性，并提醒同学们战争年代如此，和平年代

亦如此，只有国家富强，才能抵御外来侵略，鼓励学生奋发学习、建设祖国；三是让学

生认识到如今幸福生活的得来不易，要爱祖国、爱人民，强大自己，守卫我们的祖国，

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思想。

（4）通过判别矩阵与行列式，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引导学生从事物的形式和

本质两个方面来把握事物区别，从每一个小细节做起，养成严谨、认真的学习态度，培

养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5）通过历史上一些著名数学家科研故事，如田忌和齐王赛马的故事等，让学生感受到矩

阵应用的广泛，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并应用数学的本质，以及求实、求真、实践的精神。

（6）通过简介概率的发展史，让学生了解数学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感受到科学家身

上执着的探索精神，求实、求真、实践的精神；通过介绍中国数学家及其数学成就，激

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7）通过逆运算、否定律、正态分布的计算等知识点，引导学生认识矛盾、认识事物的

辩证发展、认识必然与偶然的联系，培养学生认识事物、看待问题的辩证思维。

（8）通过条件概率、事件的独立性中洪水问题、录取率问题、医学检测问题、信用问题

等的讨论，引导学生通过数学知识分析解读时政、热点，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感受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9）通过泊松分布、正态分布等知识点的实际应用，让学生认识国家要想强大，人民要

想和平的生活，就必须要掌握最前沿、最尖端的科学。引导学生认真学习，强大自我，

激励学生把握机遇，认真学习。

（10）通过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引导学生认识到生活中处处有规则，社会秩序需要规则

来维持，法律就是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的规则，引导学生认识规则，掌握规则，合理的利

用规则。

（11）通过脱贫攻坚战中“平均生活水平”与“贫富差距”就是数学期望与方差概念的

诠释。引导学生通过数学期望和方差的有关知识分析解读脱贫攻坚政策，使学生更好地

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感受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爱国情怀，增强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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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

5.思政主线：

高等数学是高职院校的一门公共基础学科，教学要遵循数学知识特点的同时，也要

遵循高职生的认知特点与认知规律。课堂上不仅要教给学生数学知识，还要培养学生的

数学素养和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要坚持立德树人，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应用技术型人才。

主线一：通过简介数学家的故事和数学成就发展进步史，培养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锲而不

舍的探索精神。

主线二：简介我国古代与现代数学的伟大成就，同时让学生了解数学是科学技术发展的

基础，展现我国的科技瞩目成绩，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

感。

主线三：通过数学自身的知识特征，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的严密的逻辑思维

能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勇于担当以及团体协作精神。

主线四：通过数学知识的应用，体现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培养学生自觉使

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同时引导学生用数学思维主动观察社会，深入社会，关注

现实问题，培养学生经世济民。

6.融入的主要思政元素：

（1）数学家及其数学成就：矩阵的发展史，《九章算术》中用矩阵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贝努里家族、彭实戈教授动态非线性数学期望理论等等。

（2）体现数学知识应用的实际问题：密码学、交电费问题，洪水问题、录取率问题、信

用问题、医学检测问题、智力分布问题、验血新技术问题等等。

（3）数学知识延申的思政元素：矩阵与行列式的区别和联系，逆矩阵的定义，矩阵的行

初等变换，逆运算、正态分布的计算引出矛盾的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通

过概率与频率引出必然与偶然的联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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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思政具体设计方案（按项目或章节填写，可加附页；表中红色字迹为所举例子，仅供参考，大家编写时不一定面面俱到）

教学单元

（项目或

章节）

主要知识点 提炼的课程思政元素 挖掘的相关思政素材 实现方法和载体途径 预期成效

项目 1：
矩阵

1. 矩阵的定义；

2. 矩阵的运算；

3. 矩阵的初等

变换；

4. 逆矩阵的定

义和应用。

1.矩阵的发展史；

2.通过历史故事感受矩阵的无

处不在的应用；

3.“形变质不变”的辩证思维。

抓住问题的本质，解决问题就

能透过繁复的形式；与人交往，

透过言行看人品。培养学生透

过现象看本质的意识和思维方

式。

1. 利用矩阵的发展历史引出矩阵的定义；

2.通过田忌和齐王赛马的故事抽象出齐王

赢得比赛的矩阵；

3.矩阵的行初等变换。

1. 翻转课堂：课前云班课发

布有关资料，学生分小组课

下讨论；

2. 结合 PPT、视频、微课等

方式教师讲解；

3.课堂讨论：教师提出问题，

学生讨论、回答。

1．强化趣味性，

增强学生学习

积极性。

2.强化学生学

会主动观察和

了解社会，培养

其合理分析日

常生活问题的

意识。

3.提高教学效

果。

项目 2：
向量及其

线性关系

1. n维向量的

概念及运算；

2. 向量间的线

性关系。

1. 通过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培

养学生爱国情感；

2.理性思考、尊重科学，“对立

统一”的辩证思维。

1.向量组中，部分向量线性相关时，整个

向量组线性相关；整个向量组线性无关时，

部分向量组线性无关；

2.矩阵的可逆与不可逆，向量组的线性相

关和线性无关，方程组的有解与无解。

1. 翻转课堂：课前云班课发

布有关资料，学生分小组课

下讨论；

2.结合 PPT、视频、微课等

方式教师讲解。

1．融入动画，

强化趣味性，增

强学生学习积

极性。

2.增强学生的

民族自信心与

爱国情感。

3.化难为易，提

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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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3：
方阵的行

列式

1.方针行列式的

定义；

2.行列式的性质

与计算；

3.行列式的应

用。

1.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

辩证思维；

2. 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引导

学生从事物的形式和本质两个

方面来把握事物区别，从每一

个小细节做起，养成严谨、认

真的学习态度，培养严谨求实

的科学态度。

1. 行列式的计算方法：对角线法则、依行

依列展开、三角形法、降阶法；

2.矩阵与行列式的区别。

1.翻转课堂：课前云班课发

布有关资料，学生分小组课

下讨论；

2.结合 PPT、视频、微课等

方式教师讲解；

3.课堂讨论：教师提出问题，

学生讨论、回答；

4.融入解决实际问题的考核

考核。

1．强 化 趣 味

性，增强学生学

习积极性。

2.化难为易，增

强教学效果。

项目 4：线

性方程组

1.线性方程组

的消元法及其

解的判定；

2.齐次线性方

程组的基础解

系；

3.非齐次线性

方程组的全部

解。

1. 联系与发展的辩证思维，引

导学生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

发掘事物的发展；

2.由量定质的辩证思维。引导

学生善于运用量变与质变的辩

证关系解决问题。量变达到一

定程度必然引起质变，培养学

生重视量的积累，“不积跬步无

以至千里”。

1.线性方程组的增广矩阵的应用；

2.通过方阵对应的行列式是否为零来判断

方阵的可逆性。

1.结合 PPT、视频、微课等

方式教师讲解；

2.课堂讨论：教师提出问题，

学生讨论、回答。

1. 增强学生学

习积极性。

2. 提高学生要

持之以恒的素

养。

3.提高教学效

果。

项目 5：
随机事件

及概率

1.概率论起源；

2.事件的逆运

算；

3.否定律；

4.概率与频率。

1.原理黄赌毒；

2.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

3.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思维；

4.必然与偶然的联系；

5.学习要注意从一点一滴积

累。

1.赌徒的小故事；

2.事件的逆运算 AA  ；

3. 否定律 AA  ；

4.频率与概率的概念。

1. 翻转课堂：课前云班课发

布有关资料，学生分小组课

下讨论；

2. 结合 PPT、视频、微课等

方式教师讲解；

3.课堂讨论：教师提出问题，

学生讨论、回答。

1．强 化 趣 味

性，增强学生学

习积极性。

2.提高教学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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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6：古

典概率与

条件概率

1.古典概型；

2.条件概率；

3.完备事件组；

4.全概率公式；

5.贝叶斯公式；

6.事件的独立

性；

7.n 重伯努利概

型。

1.学习科学家身上执着的探索

精神，求实、求真、实践的精

神；

2.敬畏自然、爱护自然；

3.做事情一定不要投机取巧，

而要脚踏实地；

4.理性思考、尊重科学；

5.警惕辛普森悖论；

6.要用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困

难、挫折。同时也要对自己的

行为负责任，支持国家制定的

艾滋病防治规划；

7.诚信不仅是人类社会千百年

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还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

成，要把它转化为我们的情感

认同和行为习惯；

8.培养学生团队合作意识、集

体意识；

9.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鼓

励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要有

恒心、有毅力。

1.历史上一些著名数学家做抛硬币实验的

数据；

2．特大洪水问题；

3．彩票问题；

4．考证《红楼梦》作者；

5．用概率树找完备事件组；

6．录取率问题；

7．医学诊断问题；

8．烽火戏诸侯问题；

9．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问题；

10.n 重伯努利概型。

1. 翻转课堂：课前云班课发

布有关资料，学生分小组课

下讨论；

2. 结合 PPT、视频、微课等

方式教师讲解；

3. 课堂讨论：教师提出问

题，学生讨论、回答；

4.融入解决实际问题的考

核。

1．融入动画，

强化趣味性，增

强学生学习积

极性。

2.增强学生的

民族自信心与

爱国情感。

3.与实际问题

相结合，提高学

生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并激

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增强学生

学习积极性。

4.化难为易，提

高教学效果。

项目 7：随

机变量及

其分布

1. 泊松分布；

2.正态分布。

1.引导学生进一步认识到科学

的重要性，一个国家要想强大，

人民要想和平的生活，就必须

要掌握最前沿、最尖端的科学。

引导学生认真学习，强大自我；

3. 引导学生认识到绝大多数

1. 简介历史上应用泊松分布最著名的例

子；

2.人群中智力分布呈正态分布。

1.翻转课堂：课前云班课发

布有关资料，学生分小组课

下讨论；

2.结合 PPT、视频、微课等

方式教师讲解；

3.课堂讨论：教师提出问题，

学生讨论、回答。

1．强化趣味性，

增强学生学习

积极性。

2．激发学生科

技报国的家国

情怀和使命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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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智力都是相似的，在我们

身边很少有谁比谁更聪明，人

与人之间的差距更多是来自谁

更努力，激励学生把握机遇，

认真学习。

当。

项目 8：随

机变量函

数及其分

布

随机变量的函

数分布

生活中处处有规则，社会秩序

需要规则来维持，法律就是维

护社会安定有序的规则，引导

学生认识规则，掌握规则，合

理的利用规则。

离散型随机变量、连续型随机变量的分布

函数的特点。

1.翻转课堂：课前云班课发

布有关资料，学生分小组课

下讨论；

2.结合 PPT、视频、微课等

方式教师讲解；

3.课堂讨论：教师提出问题，

学生讨论、回答。

1.增强学生学

习积极性。

2.提高学生的

规则意识。

3.提高教学效

果。

项目 9：随

机变量的

数字特征
1. 数学期望；

2.方差。

1. 通过延伸阅读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了解学科前沿，培

养学生的爱国热情；

2. 引导学生通过数学期望和

方差的有关知识分析解读脱贫

攻坚政策，使学生更好地理解

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感受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

强爱国情怀，增强四个自信；

3. 体会数学的有用以及方便。

1我国的彭实戈教授建立了动态非线性数

学期望理论，做出了卓越贡献；

2.2020 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其中

的“平均生活水平”与“贫富差距”就是

数学期望与方差概念的诠释；

3.验血新技术问题。

1.翻转课堂：课前云班课发

布有关资料，学生分小组课

下讨论；

2. 结合 PPT、视频、微课等

方式教师讲解；

3. 课堂讨论：教师提出问

题，学生讨论、回答；

4.融入解决实际问题的考

核。

1.与实际问题

相结合，提高学

生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并激

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增强学生

学习积极性。

2.激发学生科

技报国的家国

情怀和使命担

当。

3.提高教学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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