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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2020年 5月，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指出把思想

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

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纲要》从九个方面全面细致论述了课程思政建设的目的和要求以及实

施的基本指导思想。围绕《纲要》的要求和号召，建立适合专业课程特色，并结合本校办学

特色的课程思政体系是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教育根本问题的立足

点和出发点。 

本校是河南省“十三五”期间重点建设的示范性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院校，“十四五”期间

进入二期建设。围绕本校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办学定位，本课程积极开拓学科交叉内容，依托

数学建模竞赛，结合学科前沿知识，将专业教学和应用紧密结合。 

一、研究成果简介 

由于计算方法课程是一门与计算机应用密切结合的实用性很强的数学理论课程。通过学

习本课程，学生需要掌握常用的数值算法及其相关理论，培养学生应用计算机从事科学与工

程计算的能力，并为进一步学习和解决科学与工程中的实际问题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对于

本课程的思政研究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 

1、 本课程的发展历程和数学理论中背景知识相关的课程思政点的挖掘整理 

2、 科技伦理思想方法的课程思政点挖掘和整理 

3、 哲学的思考方式，马克思原理与辩证法的课程思政内容挖掘和整理 

4、 数学中的逻辑之美，数学之美等日常生活中的课程思政点的挖掘和整理 

5、 跨学科计算方法案例的课程思政内容挖掘和整理 

通过以上五类思政内容引入，引导学生了解我国航天科技，国防科技等高精尖科技发展

进程。深刻理解数学专业知识和工业进步之间的紧密联系。融入学科发展的前言知识，使学

生认识到基础学科理论的掌握是科技发展的内驱动力。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培养学生严密的逻

辑思维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挖掘课程思政和专业知识的结合点，培养学生客观，思辨的思维

品质，严谨，钻研的学习态度和面对复杂问题，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和良好的科学素养。通

过课程思政内容的挖掘和整理，与课程形成紧密整体，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起到引导作用，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习和发现的全过程，增加学生参与互动的热情，激发学生的潜在探索动

力。 

二、在教学过程中主要解决的问题 

1、 解决思政内容引入课堂生硬的问题，做到润物细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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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开设了思政课程，做为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显性课程，对青年学生进行有目的，

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教育活动。而课程思政，则是将思想政治教育与课程结合，做到教书育

人相统一。因此在专业课教学的思政点设计与引入要重点把握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更为积

极主动的进行隐性教育。 

2、 解决思政内容针对性差，不能起到很好的启发和引导作用的问题 

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设计教学目标既要包括知识目标，也需包括思政目标，而思政目

标的引入需要通过合理的情境，恰当的内容，合适的方法，融入，嵌入，渗透入专业课教学

中。因此在课程思政设计中必需要做好内容的取舍，遵循教育的规律。并且在课堂中根据学

生的需求，引入灵活多样的思政内容。 

3、 解决思政引入随意，不系统，对课程内容把握不准确的问题 

目前在教学过程中，由于对课程思政研究比较浅薄，对内容把握不够深入，所以在课堂

教学中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理论，将思政内容与课程紧密结合，深化课堂

教学。 

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基于以上要求，我们建立立足于课程本身的广泛的大思政体系 

一、在查阅资料，探寻课程育人功能基础上修订课程大纲 

首先我们重新修改了课程大纲，在 2022版人才培养方案中，我们将课程目标设定如下： 

知识维度——学习数值分析的基础理论，对先修课程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常微分方程

等数学专业基础理论内容进行深入的应用，掌握现代科学计算中常用的数值计算方法及原

理，为解决科学与工程中的应用型问题做理论上的准备。 

能力维度——培养学生算法理论分析能力，算法设计能力，和算法的计算机实现能力。 

应用维度——在应用的基础上提升学生在课程范围内的探索研究能力，查阅文献的能

力，提高数学素养。对以实际问题为背景的应用性问题，解决其中与计算理论相关部分的内

容，拓展课程的内容广度和应用深度。 

情感维度——了解中国计算数学发展历程，了解具体数值算法的演进过程。将课程理论

内容与相关科技发展和理论发展紧密联系。培养科学创新思维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学院对学生素质修养的培养目标——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拥护党的领导，胸怀

祖国，热爱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身心健康，牢固树立责任意识，立德树人，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协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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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入思考课程所承担的育人功能，与课程具体内容结合，将“五育并

举”的思政理念转化成课程的育人目标 

课程团队将《数值分析》课程所担负的育人目标设定如下： 

1. 了解中国计算数学发展历程，增强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在课堂中引入与计算相

关的科学进展，强调中国科技进展的新成果，新理论，新应用，提升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

探索精神，增强学习源动力，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2. 强化理论教学，以对具体算法的严密论证为载体，培养学生客观，严谨， 

谨慎的科学精神；将科学伦理融入课程教学，培养学生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加强品德修养； 

3. 讲解各类数值算法的历史演变，培养学生的数理逻辑思维能力，将数学哲学的思想引

入课程.以哲学为桥梁，建立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紧密联系，建立价值观； 

4. 在课程中向学生传播数学所蕴含的理性美； 

5. 通过案例教学培养科学创新思维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三、从实践层面设计适合课堂教学和切合课程的科学本质的思政内容 

在实践层面，各类课程在内容上如何设计、如何结合、如何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

是当下高等教育关注的重点话题。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并将其有机融入到专业课程教学中，

是推进课程思政、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重要环节和举措。 

课程组将《数值分析》课程的思政体系设计为五大板块，十大类案例，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板块：了解课程发展历程，培养文化自信 

五千年文明古国，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也给我们的课程积累了浩瀚的素材。我们从

这些素材中汲取教学的灵感，例如《九章算术·方程》中介绍了 18 道题，全是线性方程。解

法称为方程术，即课程中解方程组的数值方法—高斯消去法。割圆术用极限思想求圆的面积，

秦九韶算法将一元 n 次多项式转化为 n 个一次多项式的算法，即使是现在，利用计算机解决

多项式的求值问题时，秦九韶算法也是最优的方法。古人在编制历法时候运用的方法主要是

插值法，记载在汉朝刘洪的《乾象历》中。 

回到现代，计算数学是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数学方面的一个重点发展方向。

计算数学的发展历程离不开中国数学家的智慧和创造。例如我国第一个计算数学学科和第一

个国家级计算中心的创建者之一徐献瑜教授，培养出了王选，杨芙清等中国科学院院士 9人，

是我国计算数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是我国第一个计算数学学科和第一个国家级计算中心的

创建者之一，也是我国第一个“数学软件库”研制和建立的主持人。例如冯康院士，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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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数学与计算数学》上发表了“基于变分原理的差分格式”，建立了有限元方法严格的

理论基础，为有限元方法的实际应用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也标志着我国学者独立创始有限元

方法。例如“汉字激光照排”创始人，计算数学家王选院士，发明了“用轮廓加参数描述汉

字字形的信息压缩技术”，解决了将庞大的汉字信息存储进计算机这一难题。这样的例子还有

很多。在课堂中引导同学们学习老一辈数学家热爱数学，崇尚数学的科学精神，淡泊名利，

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一方面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也能够激励青年学生，勇于奋

进，大胆创新。 

第二板块：参与科技伦理讨论，建立职业伦理观 

学习的过程是求知求真的过程，需要学生付出很多汗水和努力，直面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数值分析》课程中有比较多的理论和计算内容，其中有些理论内容证明难度较大，有些问

题计算较为繁琐。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倦怠情绪，认为记住结果就行，不认真推导。

做作业时也会经常会出现一些不诚信的情况。而不诚信情况的积累会使得学生们失去对学习

课程的信心和兴趣。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加入了与本学科高度相关的科技伦理

方面的思政内容。例如 2006 年轰动全国的“汉芯事件”，陈进向国家有关部门累计骗取无偿

拨款 1 亿元。使得中国本来就落后的芯片自主研发更是雪上加霜。结合当下中国芯片产业被

“卡脖子”的光刻机制造，中美贸易战，科技战等现实问题，以及 2022年 8月 9日，美国总

统拜登在白宫签署《芯片和科学法案》，进一步限制打压中国科技发展和芯片产业发展的步伐。

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看到中国科研工作者在芯片领域的埋头苦干，奋起直追，不断突破。例

如 1976年中科院 109厂就研制出 1000万次的大型电子计算机，1980年清华大学研制出第四

代分布式投影光刻机，接近国际主流水平。我国自主研发“神威·太湖之光”是世界上首台

运行速度超过十亿次的超级计算机，也是中国第一台全部采用国产 CPU 构建的超级计算机等

等。近年来，关于学术不端事件层出不穷，形式多样，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思考相关案例，

通过讨论，交流，汇报等多种形式，使学生明白，现阶段，需要重视基础理论的学习，并且

在学习中实事求是，刻苦钻研，不畏困难，培养正确的科技伦理观。 

第三板块：建立数学理论—数学哲学—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我党运用辨证法

思维解决具体国家社会问题的教学链条 

人类对自然科学的认识是随着数学的发展不断进步的。数学研究的进展和哲学思想的发

展息息相关。数学学科也是哲学发展的具体表现和载体。在课程思政引入过程中，我们建立

数学知识—数学哲学—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我党运用辩证法思维解决具体国家社会问题这一

教学链条。一方面培养学生科学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将共产主义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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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深植学生内心。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例如在用连续曲线描述离散点问题时，对应于不

同类型的节点，我们可以采用牛顿法，样条法等来描述，每种方法都有其匹配的特征。对于

拟合，我们也可以通过正交多项式的方法来获得更方便计算的形式。这些内容都反应了哲学

中的对立统一规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总是普遍存在，多种多样的。在学习过

程中需要寻找途径解决矛盾，达到统一。《数值分析》课程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内容，

例如误差的估计，数值积分的计算，微分方程的求解等等。通过数学知识和方法的学习，认

识哲学规律，增加思维深度和广度。在国家发展中，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也在不断解决发展

中的问题，例如毛主席的《矛盾论》，我党的统一战线，“一国两制”方针，“一带一路”倡议

等。都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中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来自于党和国家运

用这一规律研究中国具体问题的历史实践。 

  第四板块：体会数学理论蕴含的形状之美，逻辑之美，形式之美，塑造学

生的人生观和科学观 

数学的美是独特的，处处存在的。但是在学习数学类课程的过程中，大学生的突出感受

是抽象，难于理解，对于教师来讲，怎样让数学的美从不同角度展现给学生，也是课程思政

的关注点之一。事实上，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数形结合的方式使学生领略到形状之美。

可以通过上课板书和数学式子的整理引导学生认识到数学的形式之美。可以通过对复杂问题

的推理和证明使学生领略到逻辑之美。通过提升学生对美的认知广度，深度，培养学生的理

性美。使学生追求产生于理性思考之上的美。例如我们在学习样条曲线时，对疫情数据进行

样条曲线做图，使学生感受到数学中光滑概念带给我们的特别的美。同时也通过介绍相关计

算机软件中的样条曲线，扩展学生的认知。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也可以通过疫情数据的变化，

与近三年来国家对疫情防控所做的努力相联系，向学生传播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精神。进一

步我们还可以将问题扩展到课外，给学生们布置任务，了解更多样条曲线。例如二维贝塞尔

样条曲线，它在汽车设计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类似的内容还有很多。如何将类似的内容

设计成学生能够看的明白，听得懂，做得到的任务，将学生对于数学美的认知落到实处，讲

到心里，是我们课程团队老师追求的终极目标。 

第五板块：案例教学培养科学创新思维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由于计算方法是数学与科学技术之间的桥梁，在工程计算的众多领域如天气和气象预报、

燃烧、核材料储存、交通工具的模拟、设计与控制、飞行器的设计、电子自动化设计、生物

学、计算化学、材料学、生物工程学等方面都有较为深入广泛的应用。所以开发一些跨学科

案例，一方面体现了方法的应用价值，另一方面体现了理论发展的重要性。也能够加深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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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课程理论的认识，领会学科发展的前言动态，更好的培养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

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四、通过合适的方法手段将课程思政设计应用于教学实践，专注育人效果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1、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 

本课程不仅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模式对数学类专业开展专业理论教育，同时还充分利用网

络资源对学生进行本课程方面的通识教育，例如给学生介绍中国数学会，中国数学报等科普

内容公众号，通过关注公众号信息，获得更多课外资源。不仅照顾了数学类学生对数值分析

课程专业性的需求，同时也满足了理工类专业学生对数学模型的通识教育需求。  

2、 合理使用在线授课平台，发挥课程思政的持续作用 

通过“超星学习通教学平台”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超星学习通平台实现了“学习

场景”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设备间自由切换，教师也可以利用超星学习通

平台管理学生后台数据，对学生预习情况、听课情况、作业情况、后续问答情况等做出数据

化的管理。同时，对于一些知识难点，通过线下课堂进行讲授，在和学生的现场互动中引导

学生领会内容，提升能力。将课程思政相关的文章，视频等融入课外阅读板块，并增加课程

的讨论版，引导学生持续关注相关思政内容。使课程思政和课程内容并行学习。 

3、 更新教学理念，使学生获得学习的主动权 

《数值分析》课程以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为主要理念，通过散养模式，激发

学生内生动力。通过探究式课堂，打破原有教师教、学生学的传统教学模式。通过小组讨论、

实际演练、课堂应用、学生教师角色转换等多种方式让学生“主动学习”。 

从而实现在原有的教学课堂上被动听课无法实现的良好效果，学生慢慢变被动学习为主

动学习，变生硬理解理论知识为理论实际相结合，真正的掌握《数值分析》课程知识点，并

将与课程知识点相关的思政内容融入课堂教学。 

 授课方式 

   《数值分析》课程授课，采用课内课外双循环模式，加强实施沟通，内外互动，动态调整。 

课内——我们将上课类型分为散养，探究，讲授三种类型。在制作线上课程时，我们有

针对性的将课程中难点，易混淆点和复杂度高的知识点制作成课程视频， 将简单易懂的知识

点制作成课前测试题，将学生蹦一蹦能达到的知识点做为课程探究问题。保证学生在独立学

习过程中，能够通过自己努力学习到内容的 50%-80%。课堂教学充分发挥最后一公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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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小论文阅读，提升认知和应用能力，助力科创能力。 

课外——教师通过研讨分析知识点，设计知识点展开方式。根据学生实际学习情况，调

整教学内容的授课策略，提出探究问题。根据学习数据，把握学生掌握程度，通过问答，测

试，批改作业等各种教学手段监测学情，达到督促学生的目标。 

 

 

 

 

 

 

 

 

 

 

 

 

 

 

 

 

 

 

 

 

 

 

 

 

图 1 双循环授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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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方式 

本课程成绩由平时考核、期末考核构成，如表 1所示。 

表 1 考核方式及占比 

考 核 方

式 

考核依据 分

数 

成

绩构成 

平时考核 

平时考核借助于信息化教学手段，强调过

程性考核内容，共包括 9个方面的内容： 

1.课外阅读资料(5%)[融入思政]； 

2．课程的线上教学视频学习应多于 300分

钟(40%)，章节测验(10%)，作业(10%)，签到(4%)， 

期中考试(8%)，参与课堂活动（投票、问

卷、抢答、选人、主题讨论、随堂练习等）(8%)； 

3．分组任务(10%)，讨论(5%)。 

100 50% 

期末考核 

根据本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进行命

题，试题内容覆盖课程教学大纲规定的主要内容

（80%以上），尽量按章节课时占该课程总课时的

大致比例来进行命题。期末考试的试卷题型包括

填空、选择、计算，证明以及应用等类型以卷面

成绩的 50%计入课程总成绩。 

1. 试卷中的基础题、综合题的分值比例分

别控制在 60%、30%； 

2. 创新题的分值比例控制在 10%左右。 

1

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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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点 

一、建立课程思政体系 

1、 了解课程发展历程，培养文化自信 

目标体系：引导同学们学习老一辈数学家热爱数学，崇尚数学的科学家精神，淡泊名利，

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一方面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也能够激励青年学生，勇于奋

进，大胆创新。 

2、 参与科技伦理讨论，建立职业伦理观 

目标体系：使学生认识到本科阶段的学习，需要重视基础理论，并且在学习中要实事求

是，刻苦钻研，不畏困难，培养正确的科技伦理观。 

3、 建立数学理论—数学哲学—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我党运用辨证法思维解决具体国家

社会问题的教学链条 

目标体系：一方面培养学生科学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将共产主义的

理想信念深植学生内心，培养家国情怀。 

4、 体会数学理论蕴含的形状之美，逻辑之美，形式之美，塑造学生的人生观和科学观 

目标体系：通过数形结合的方式使学生领略到形状之美。通过上课板书和数学式子的整

理和推导，引导学生认识到数学的形式之美。通过对复杂问题的推理和证明使学生领略到逻

辑之美。通过提升学生对美的认知广度，深度，培养学生的理性美。引导学生追求产生于理

性思考之上的数学美。 

5、 实施案例教学培养科学创新思维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目标体系：能够加深学生对课程理论的认识，了解学科发展的前言动态，更好的培养学

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设计课程思政案例库  

对应上述思政范围，设计十类案例，分别是 

1、 计算数学方向数学家的故事和成就，了解计算数学发展历史； 

2、 将误差理论和北斗导航的精准定位这个特征相联系，学习新时代北斗精神； 

3、 根据插值法在古代天文历法中广泛使用的事实，将插值法的学习和古代文化成就相联

系。通过介绍古代天文历法知识，认识插值法，体会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4、 根据拟合的合理性和不精确性，认识数学哲学及其中所蕴含的辩证思想； 

5、 通过对插值多项式，数值积分公式等公式的形式推导领会形式之美； 

6、 通过对数据拟合，逐次分半积分方法等的理论分析了解逻辑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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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学习方程组的数值解法，误差分析方法，理解扰动的影响，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8、 引入微分方程的跨学科案例，拓展课程的外延，建立本课程与社会，经济，工业发展

的联系； 

9、 组织学生对“汉芯”事件等类似失范的科学伦理事件进行讨论，培养正确的科学伦理

观； 

10、 在算法设计和实践环节指导学生耐心专注，大胆创新，培养数学理论与实际问题

巧妙结合的创新精神 

11、 在算法设计和实践环节指导学生耐心专注，大胆创新，培养数学理论与实际问题

巧妙结合的创新精神 

三、实现课程内容和思政育人目标的深度结合 

教学内容概

述 

课程思政育人

目标 
教学案例 教学方法 

课程在学科

中的地位 

(了解课程

历史，背景

和现状) 

学习科学家精

神，培养文化

自信 

1、 计算数学家的创新精 

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科学家精神，

例如徐献瑜，冯康，王选等。 

2、通过国家工业发展与计算数学的联系，

培养学生学习的使命感，责任感。 

自 己 阅

读，讨论，

上课教师

引导 

概念类 (误

差 相 关 概

念，插值的

方法来源，

拟合的基本

原则，数值

积分的方法

本质，范数

的定义) 

通过了解方法

产生的学科背

景，用途，和

核心思想培养

学 生 探 索 求

真，大胆创新

的科学精神。 

1、 介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体会课程中

对误差相关概念的学习，学习新时代北斗

精神。 

2、 通过古代历法对插值法的应用，割圆

术等对积分思想的运用了解中华文化博

大精深。 

3、理解拟合法的哲学思考，范数概念的

包容性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规律的

关系，更进一步与思政课程内容联系。 

查阅相关

资料，小

组汇报 

算法类 (插

值法，数据

拟合法，数

值积分，解

通过对算法内

容学习，算法

推导过程的理

解，算法应用

1、 通过 Lagrange 插值 

法的对称性，Newton 插值的实用性，与一

般多项式插值形式对比，了解插值的形式

美，从而深刻理解插值基函数法。 

创设问题

情境，体

会其中韵

味。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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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方程组

的直接法和

迭代法，非

线性方程解

法，微分方

程的数值解

法， 

数值微分) 

范围，和算法

思想进行的科

研创新，领会

课程内容的课

程蕴含的逻辑

之美，形式之

美，塑造学生

的人生观和科

学观。 

2、 通过对数据拟合，数 

值积分的逐次分半法的理论推导讲授，了

解数学推导的逻辑之美，理解其中所蕴含

的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 

3、 通过学习方程组的求 

解方法体会微小扰动对数值结果的影响，

使学生体会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4、通过引入不同背景的微分方程，将课

堂知识与人口发展，经济发展，工业发展

相联系，引入学科交叉的相关内容和成

果，组成跨学科案例。 

相 关 资

料，扩展

知识广度 

 

误差分析类

(各类算法

的误差分析

方法) 

通过对误差的

分析的推导，

培养学生尊重

科学，理性思

维，实事求是

的科学伦理观 

1、通过“汉芯”事件，论文数据造假事

件等违背科学伦理的事件引导学生认真

分析误差，以经过科学论证的理论为基础

得出合理的结果，严密论证，坚持科研诚

信。 

案 例 分

析，讨论

总结，剖

析问题 

计算机实现

类 (算法的

计 算 机 实

现) 

算法设计和实

现是理论联系

实际的过程，

也是培养学生

创新精神的很

好载体 

1、算法的计算机实现需要学生通过不断

的尝试，根据实际问题的需求，输出不同

的内容，这个过程培养学生耐心，专注，

精益求精的精神。与实际问题的巧妙结合

也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 

情 感 激

励，相信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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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情况 
 

《数值分析》课程思政教学实施以来，借助智慧化、信息化教学手段，开展 

多维度、多平台互动的教学模式，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较为完善的学习内容。 

在教学实施的过程中产生了较好效果，得到了同行和学生的积极评价。 

 学校及同行评价 

一、校外同行使用情况 

本课程团队制作的在线课程 2020 年在超星平台发布为示范教学包，其内容丰富。截止

2022 年 7月，本课程被厦门大学等 142 所科研院所等教学单位引用 266 次，引用教师 185位，

开课班级 347 个，参与学习学生上万人。2022年课程团队仍然在不断优化课程，融入更多思

政元素。并将优化后课程于 6 月份更新示范包，放在网络平台供全国高校无偿使用。截止到

现在，已有包括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等 9所科研院所教师进行引用，开设 16 个班级，现加

入学生 276 人次。课程被广泛引用，并用于后续持续教学中。2021年《数值计算方法》课程

立项为河南省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二、校内同行评价 

 《数值分析》课程授课环节获得学校督导的一致好评，在教学质量评比中，课程组两位

授课老师的督导评分分别为 94分，90分，课程负责人连续 3年获得校级教学质量优秀，2021

年校级课程思政竞赛中，本课程的课程思政设计获三等奖。课程负责人参与 2021 年校级教师

课堂创新大赛，参赛作品为本课程内容，获校级二等奖。团队所有老师，在日常教学中，督

导评价均为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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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学生评价 

新的示范包课程是 2021-2022 学年第一学期正式开放学生使用，截止目前，授课班级累

计页面浏览量 555451 次，累计互动次数 1703 次。在授课过程中，针对老师提出的分组任务

和互动题目，学生能够积极完成。课后能够认真提交作业。本学期课程组两位老师参与授课，

庄昕老师，学生评教分数 92 分，课程负责人 

孙艳萍授课班级学生评教分数 91.9 分。我们制作了课程思政问卷调查表，学生 

评价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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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成果验收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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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佐证材料  

3.1 教学研究 

3.1.1 课程改革项目 

3.1.2 教学研究论文 

3.1.3 课程组主持参与教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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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改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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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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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专业课程思政点挖掘路径研究 

——以《数值分析》课程为例
1
 

孙艳萍 1 ，刘帅霞 1，王  远 1 

（1.河南工程学院 理学院，郑州 451191） 

摘要：在全国高校掀起“课程思政”建设的背景下，本文以《数值分析》课程为例，通过总结数学

类专业核心课程的课程特点，根据教学现状，提出在数学专业课教学过程中思政点的挖掘主要解决的三个

方面问题。从五个方面挖掘课程思政点。并进行课程思政与教学内容的精准匹配。并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的

进行实践，优化教学内容，实现课程思政和理论内容同向同行。 

关键词：课程思政；数学背景；科技伦理；数学哲学；数理逻辑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 

The digging route research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oint in mathematics course 

SUN yanping   Liu shuai xia  Wang yuan  

(College of Science, Henan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Zhengzhou 451191,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build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all institute 

in China ,this paper take numerical analysis for instance, aiming at the three aspects problem 

in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 of subject and present teaching situation. The author 

presents five aspects way to fi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oint. Our team  practice in teaching 

and renew the content of course in order to put the  “Professional Cours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urpose”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in the Same Way .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background of Mathematics; eth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athematics  philosophy; mathematics logic 

0 前言 

2016 年 12 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提出各门课程都要守好一段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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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数理课程的学习能够培养学生严谨的思维，《数值分

析》课程是一门与计算机应用密切结合的实用性很强的数学专业理论课程。此课程不仅学习基础算法理论， 

 
收稿日期： 

项目来源：2021 年省级一流课程《数值计算方法》(豫教[2021]21897)，2021 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

目：《基于特色专业集群的现代产业学院协同育人路径研究》（编号：2021SJGLX275），省级思政样板课《数学模型》，河南省

2021 年教改立项《大数据背景下数理统计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校级教改项目(2021JYYB011,2021JYZD003). 

作者简介：1、孙艳萍(1977-)，河南工程学院，专职教师，副教授，计算数学偏微分方程的有限元方法 451191 

Email: yanpingsun2007@126.com.电话：18538088180 

2、刘帅霞，河南工程学院，教授，废水处理技术与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 

3、王远，河南工程学院，专职教师，副教授，纳米热电输运性能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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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组主持参与教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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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数值分析》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成

果 

3.2.1 课程思政问卷与结果 

3.2.2《数值分析》教学大纲修订  

3.2.3 教学设计样例 

3.2.4 课程思政案例样例 

3.2.5 团队老师指导学生科创竞赛 

3.2.6 数学文化活动材料，照片等 

3.2.7 孙艳萍调研南开大学和北航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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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问卷与结果 

《数值分析》授课中融入“课程思政”内容效果 

学生调查问卷 

同学们，学习本课程的线上线下内容过程中，大家表现都非常优秀。课程

已经结束，经过一个假期的发酵，老师想请同学们认真做一下下面十道问卷题

目，提出中肯想法。老师们需要根据大家意见不断优化课程内容。为参加新一

轮学习的同学提供更优质的教学资源。  

1、 课程学习过程中，线上课程的哪个板块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请按深刻程度排序。 

A： 课程知识点学习视频板块   B： 课前课后测习题板块   C： 课外阅读板块内容     D： 科研

小论文板块   E： 课程教案板块 

2、 本课程课程思政内容有以下五类，哪些类型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A：科学家故事   B: 科技伦理（科研诚信）  C：课程所蕴含的哲学思想 

D：数学之美     E：跨学科应用 

3、 您是否觉得《数值分析》课程思政内容与课程联系非常紧密？ 

A: 非常紧密        B: 紧密       C: 一般        D: 不紧密 

4、您认为授课教师在《数值分析》课程讲授过程中对思政内容的融入是否自然 

A: 非常自然，专业内容和思政内容无缝衔接        B: 比较自然，偶尔会感到老师课中刻意谈到思

政内容       C: 不自然，思政内容与课程内容完全分裂 

5、您是否觉得《数值分析》课程内容充实，能结合学科发展，讲述与课程相关的科技知识，了解相

关科技创新成果。 

A: 非常满意        B: 满意       C: 一般        D: 不满意 

6、通过教师对《数值分析》课程的讲述，激发了您对本专业学习的热情和对科学知识求真，求新的

理想追求。 

A: 非常满意        B: 满意       C: 一般        D: 不满意 

7、学习过程中，对于课程作业，您是否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认真的计算 

A: 所有课程作业均是认真计算  B：少数计算复杂的习题参考同学答案，或者和同学一起共同完成  

C：作业太复杂了，不想认真写，每次都是参考同学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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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您对课程 ppt 的色调和课程中所展示的各种树形结合图片和视频是否喜欢？ 

A：非常喜欢，ppt 简洁大方，数形结合图片和视频能够对课程学习起到很好的支撑用 

B: 一般喜欢，ppt 还可改进，树形结合图片和视频还需更加丰富 

C：不喜欢，ppt 内容繁杂，图片和视频完全不能支撑课程 

9：在线课程中介绍的计算数学的数学家，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位，为什么？请您填写在下面空格中

___________ 

10、谈谈您在掌握《数值分析》课程理论内容之外，还有哪些具体的认识和体会？（请从以下方面进

行阐述：1、对计算数学学科的整体认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对科学伦理的认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对生活的思考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方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本课程应用广泛性的认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对课程中的公式，方法的简洁度和美感的认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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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

28.9%

[]%

非常好 一般 不好

 

                     图 5       

图 1：课程思政内容是否与课程联系非常紧密? 

图 2 课程授课中对思政内容的融入是否自然？ 

图 3：课程能否结合学科发展，讲述与课程相关的科技知识，

了解相关科技创新成果？ 

图 4：课程是否能激发您对本专业学习的热情和对科学知识求

真，求新的理想追求？ 

图 5：课程 ppt 的色调和课程中所展示的各种数形结合图片和

视频是否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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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分析》教学大纲修订 

数值分析教学大纲 

Numerical Analysis 
河南工程学院教育教学研究改革资助项目(2021JYYB011) 

适用范围：2022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课程编号：132131911 

学    分：3 

学    时：48（其中：理论学时：48； 实验/实践学时：0）  

开课学期：第六学期 

先修课程：数学分析 1、数学分析 2、高等代数 1、高等代数 2、复变函数、常微分方程、 

数学实验 

适用专业：信息与计算科学，数学与应用数学 

建议教材：《计算方法引论》(第 4 版)，徐萃薇，孙绳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开课单位：理学院 

一、课程的性质与任务 

课程性质：专业平台必修课 

课程任务：《数值分析》课程是数学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主要支撑培养目标的目标 2 和目标 4。在本专业人

才培养过程中，达到毕业要求的要求 3。 

围绕人才培养方案，将本课程的课程目标分四个维度： 

知识维度——学习数值分析的基础理论，对先修课程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常微分方程等数学专业基础理论

内容进行深入的应用，掌握现代科学计算中常用的数值计算方法及原理，为解决科学与工程中的应用型问题做理

论上的准备。 

能力维度——培养学生算法理论分析能力，算法设计能力，和算法的计算机实现。 

应用维度——在应用的基础上提升学生在课程范围内的探索研究能力，查阅文献的能力，提高数学素养。对

以实际问题为背景的应用性问题，解决其中与计算理论相关部分的内容，拓展课程的内容广度和应用深度。 

情感维度——了解中国计算数学发展历程，了解具体数值算法的演进过程。将课程理论内容与相关科技发展

和理论发展紧密联系。培养科学创新思维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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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课程任务的逻辑描述 

课程主要章节 对课程任务的重点支撑 与先导和后续课程联系 应达到的专业能力 
第一章 误差 

基础理论学习 此部分内容与本科阶段课程

联系比较松散。是本课程后

续学习中常用的基础知识。 

明确误差的衡量方法，运算过

程中的误差积累，以及从主观

上认识算法选择的重要性。 

第二章  插值法

与数值微分 

学习方法的基本原理；能够

对算法进行计算机实现 

数值分析课程中多项式逼近

函数理论的应用；微分中值

定理是理论分析的重要工

具；数值微分是极限理论在

近似算法上的拓展 

能够将先导理论课程中所学知

识应用到本课程中解决问题，

提升理论应用能力。同时理解

计算数学学科解决和分析问题

的方法。同时通过算法实现提

升对与算法的分析能力和计算

机的应用能力。 

第三章  数据拟

合 
培养将基本理论转化为应用

性方法的能力；根据基本方

法拓展思维深度，理解数学

思想，探索更多拟合方法。 

高等代数课程中向量到空间

距离是此部分内容的核心理

论基础；最小二乘法是拟合

好坏的判断标准；数学建模

课程中的算法选择标准能够

对本部分拟合函数的优化提

供思考的方向 

通过观察散点图，选择拟合函

数类型，提高观察能力和算法

的实现能力；对不同问题能够

提供的数据进行分析，判断数

据的可信度，解决一些与函数

连续性，可导性相关的应用问

题。 

第五章  数值积

分 
拓展应用本课程中的插值理

论；灵活应用本章学习方法

构造新的积分公式，培养探

索研究能力。 

数学分析课程中的积分理论

是本部分内容的核心思想；

插值理论是实现实际问题向

积分结果转化的桥梁和工

具；积分和微分中值定理是

实现误差分析的理论基础。 

通过对基本理论和其中蕴含的

数学思想的学习和理解，增强

理论研究能力，提升算法设计

能力。同时通过查阅相关文献，

了解算法在实际应用和理论学

习中的创新发展，提升研究能

力。 

第六章  解线性

方程组的直接法 
通过基本方法学习深入理解

矩阵分解的理论；理解不同

方法的差别与计算机实现之

间的本质联系；研究实际问

题中大型特殊矩阵分解的合

理性和必要性。 

在高等代数课程中关于解方

程组基本理论基础上进行本

部分理论和方法的学习；误

差分析部分需要在数学分析

课程中函数理论基础上进行

范数内容的延申；范数理论

的学习也为后续实变函数课

程，微分方程数值解课程提

供理论基础。 

通过学习误差分析的基本理论

深入体会向量和矩阵元素的误

差衡量方法，与第一章误差理

论进行对比分析，理解误差的

本质含义；用更广阔的视角体

会矩阵的分解理论。 

第八章  解线性

方程组的迭代法 
掌握基本方法，求解方程组； 本章内容虽然涉及解方程 通过迭代方法的学习，培养学



48 

 

理解不同迭代法在计算机实

现过程中的差别；迭代法构

造合理性的理论证明体现了

计算方法的设计合理性。 

组，但是方法独立，运用了

构造迭代序列的方法求解方

程组；通过理论证明方法的

适用性和可行性。对微分方

程的数值解课程提供了方法

基础。 

生算法设计和算法分析能力；

掌握解方程组的基本算法理

论；理解算法设计的完整性和

适用性。 

第十一章  常微

分方程初值问题

的数值解法 

分析常微分方程的理论解

法，构造对应的数值解法；

能够解决简单的常微分方程

表达的应用型问题；通过设

计算法，了解有限元方法初

步理论。 

常微分方程解的唯一性理论

是构造数值解法的前提条

件；解的构造理论是算法稳

定性的理论基础；数值算法

的学习支撑后续选修课程微

分方程的数值解的学习。 

学习基本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对

以实际背景为基础的微分方程

进行求解，提升学生的应用能

力；查阅相关文献，了解有限

元方法，差分方法等数值算法

的发展，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说明如表 2 所示。 

表 2 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毕业要求 观测点（关键指标点） 支撑说明 

3. 毕业要求（专业素

养）：具备扎实的数学基

础，掌握信息科学和计算

数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了解相关学科领域的知

识；具有熟练运用专业软

件的能力；能够合理运用

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指标点 3.1 具有良好的数学基

础, 掌握信息科学、计算数学、

程序设计与开发的基本理论和

基本方法。 

1. 通过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基本方法的学习，

以及方法的理论证明和推导，建立本课程

的知识体系。 

2. 在学习基本方法基础上分析算法实现过

程，将综合复杂算法进行拆分，找到与本

课程对应部分，从而达到了解程序开发基

本理论的目的。 

指标点 3.3 能运用所学的理论、

方法和技能解决信息技术或科

学与工程计算中的某些实际问

题。 

1. 在教学过程中，对实际问题，应用所学算

法进行计算机编程计算，得出相应合理结

论。 

三、课程目标 

德育目标： 

1． 了解中国计算数学发展历程，增强文化自信； 

2． 在课堂中引入与计算相关的科学进展，强调中国科技进展的新成果，新理论，新应 

用，提升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探索精神，增强学习源动力； 

3． 讲解各类数值算法的历史演变，培养学生的数理逻辑思维能力，将数学哲学的思想 

引入课程； 

4． 强化理论教学，以对具体算法的严密论证为载体，培养学生客观，严谨，谨慎的科 

学精神；将科学伦理融入课程教学，培养学生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 

5． 通过案例教学培养科学创新思维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1：(毕业要求指标点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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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学习课程中的经典理论，记忆课程中相关概念，公式，定理； 

1.2 能够复述重要定理和公式的证明过程； 

1.3 明确相关算法的基本构造和适用范围。 

1.4 掌握数值算法构造和误差分析的数学思想，能够将不同算法中的相同数学思想进行归纳总结，并能够

解决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 

1.5 将理论算法转化成可以执行的计算机算法流程，能够与实际问题结合，写出可执行的算法程序； 

课程目标 2：(毕业要求指标点 3.3) 

2.1 对于具体案例，能够对问题进行分解，对应问题的每个部分选择合适算法，综合解决复杂问题。 

2.2 另一方面围绕应用性问题，完整的分析问题，并能通过数值实验验证结论。 

四、课程学习内容、学习要求与学时分配 

1. 理论学习内容、要求与学时分配 

表 3 理论学习内容、要求与学时分配表 

学习内容 学习要求 
思政 

元素 

推荐 

学时 
教学方式 

重点 

难点 

支撑课 

程目标 

第一章 误差 

§1.1 误差的来

源 

§1.2 浮 点 数 , 

误差 , 误差限

和有效数字 

§1.3 相对误差

和相对误差限 

§1.4 误差的传

播 

§1.5 在近似计

算中需要注意

的一些现象 

 

1．了解误差的种

类及其来源。 

2．理解绝对误差、

相对误差和有效

数字的概念。 

3．理解误差的传

播对于计算精度

的危害，了解数值

运算中应注意的

若干原则， 掌握

误差估计的一般

公式。 

4．了解算法的数

值稳定性概念。 

德育目标 1：概

况介绍中国计算

数学发展历程；

引导学生阅读老

一辈计算数学家

的故事；学习课

程中秦九韶算法

等；介绍北斗导

航的精度等误差

相关内容达到本

单元教学的德育

目标。 

4 采 取 混 合 式

教学方法，自

学视频 4 个，

辅 以 课 前 课

后练习；课堂

教 学 中 主 要

采 用 互 动 式

教学，板书和

计 算 机 多 媒

体 做 为 相 应

的教学工具。 

1．教学重点：

绝对误差、相

对误差，有效

数字，误差的

传播与估计； 

2．教学难点：

误差的传播与

估计，算法的

数值稳定性。 

课 程 目

标 1.1 

第二章  插值

法与数值微分 

§2.1 线性插值 

§2.2 二次插值 

§2.3 次插值 

§2.4 分段线性

插值 

§2.5 

插值 

§2.6 分段三次

插值 

§2.7 样条插值

函数 

§2.8 数值微分 

 

1．了解插值法的

概念，知道插值多

项式的存在唯一

性。 2．掌握拉格

朗日插值法，能写

出其基函数。 

3．理解差分、差

商的概念，能写出

牛顿向前、向后插

值公式。  

4．了解分段低次

插值的概念及其

意义。  

5．理解三次样条

插值，掌握其求

法。理解数值微

分，掌握常用的数

值微分公式及其

阶 

德育目标 2-3：介

绍与插值相关的

有限元算法的发

展和应用实例；

介绍与数值微分

相关的差分方法

的发展和应用实

例；给学生推送

早期有代表性的

插值和差分相关

论文和最新的国

内外热点文章。 

10 采 取 混 合 式

教学方法，自

学视频 10 个，

辅 以 课 外 练

习，板书和幻

灯 片 。

§2.6-§2.7 节

部 分 主 要 采

用 课 堂 教 学

方式。 

1．教学重点：

拉格朗日插值

多项式，牛顿

插值多项式，

Hermit 插值，

三 次 样 条 插

值， 2．教学

难 点 ： Hermit 

插值，三次样

条插值，数值

微分。 

课 程 目

标 1; 

 



50 

 

第三章  数据

拟合 

§3.1 问题的提

出及最小二乘

原理 

§3.2 多变量的

数据拟合 

§3.3 非线性曲

线的数据拟合 

§3.4 正交多项

式拟合 

1．知道最小二乘

原理并会用描图

法确定函数类，写

出法方程组。 掌

握线性最小二乘

问题的求法。 

2．理解正交多项

式进行拟合时的

关键点并会用多

项式形式的正交

多项式进行曲线

拟合。 

德育目标 3：将

数据拟合方法和

第二章插值方法

对比，理解蕴含

其中的数学哲学

思想；介绍与正

交多项式构造相

关的谱方法产生

和国内外相关数

学家的成果； 

6 采 取 混 合 式

教学方法，课

程自学视频 3

个，辅以课外

练习；课堂教

学 主 要 采 用

板 书 和 计 算

机 多 媒 体 教

学。§3.4 略讲，

了解为主。 

1．教学重点：

曲线拟合的最

小 二 乘 法 。 

2．教学难点：

曲线拟合的最

小二乘法， 

课 程 目

标

1.3-1.5; 

第五章  数值

积分 

§5.1 

公式 
§5.2 梯形求积

公式和抛物线

求积公式的误

差估计 

§5.3 复化公式

及其误差估计 

§5.4 逐次分半

法 

§5.5 加速收敛

技 巧 与

求积 

§5.6 型

求积公式 

1．掌握数值积分

的概念及构造的

基本方法。  

2．了解牛顿—柯

特斯公式，熟练掌

握梯形公式、辛普

生公式及其复合

公式。  

3．理解上述积分

公式的代数精度

及误差估计。  

4．了解龙贝格算

法的原理，掌握其

算法。知道高斯型

求积公式。 

德育目标 4-5：对

课本中理论进行

严格理论证明和

计算的教学中向

学生传递科学，

严谨，谨慎的科

学精神；和学生

讨论与计算算法

相关的“汉芯”

事件，以及科学

技术中的不诚信

现象； 

8 采 取 混 合 式

教 学 为 主 的

方法，课程自

学视频 11 个，

辅 以 课 外 练

习，课堂教学

主 要 采 用 板

书 和 计 算 机 

多媒体教学。

§5.6 采用课堂

讲授方式。 

1．教学重点 : 

本 章 都 是 重

点。 2．教学

难点 : 牛顿—

柯特斯公式，

龙贝格算法，

高斯型求积公

式 

课 程 目

标 1; 2 

第六章  解线

性代数方程组

的直接法 

§6.1 消

去法 

§6.2 主元素消

去法 

§6.3 LU 分解 

§6.4 对称正定

矩阵的平方根

法和 LDLT 分解 

§6.5 误差分析 

1 ． 熟 练 掌 握 

Gauss 消去法，主

元 素 消 去 法 ,LU 

分解法，对称正定

矩阵的平方根法。 

德育目标 3-4：根

据理论上方程系

数 矩 阵 的 小 扰

动，可能会产生

解的失真现象，

也可能对结果不

会 产 生 大 的 影

响，引导学生理

解 数 学 哲 学 思

想，培养求真务

实的科学精神。 

8 采 取 混 合 式

教 学 为 主 的

方法，课程自

学视频 8 个，

辅 以 课 外 练

习，课堂教学

主 要 采 用 板

书 和 计 算 机 

多媒体教学。

§6.5 定义部分

视频自学，定

理 部 分 采 用

课 堂 讲 授 方

式。 

1．教学重点：

Gauss 消 去

法，主元素消

去法 ,LU 分解

法； 

2．教学难点：

对称正定矩阵

的平方根法。 

课 程 目

标 1.1- 

1.3; 
 

第八章  解线

性方程组的迭

代法 

§8.1 几种常用

的迭代格式 

§8.2 迭代法的

收敛性及误差

估计 

§8.3 判别收敛

的几个常用条

件 

1．掌握求解线性

方程组的雅可比

迭代法、高斯—塞

德尔迭代法、SOR 

方法。 

2．了解松驰因子

对 SOR 方法 收

敛速度的影响。 

3．了解高斯—塞

德尔迭代法、SOR 

方法收敛的一些

充分条件。 

德育目标 3-4：通

过迭代格式的选

择和收敛性证明

引导学生领会实

践和理论的辩证

关系。现有理论

发展阶段下对松

弛因子的选择体

现了实践的重要

性。 

4 采 取 混 合 式

教 学 为 主 的

方法，课程自

学视频 4 个，

辅 以 课 外 练

习。课堂教学

主 要 采 用 板

书。 

1．教学重点：

解线性方程组

的直接方法高

斯消去法及各

种变形：选主

元 高 斯 消 去

法、追赶法、 

雅 可 比 迭 代

法、高斯—塞

德尔迭代法。 

2．教学难点：

超松驰迭代法

（SOR 方法）。 

课 程 目

标 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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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常

微分初值问题

的数值解法 

§11.1 几 种 简

单的数值解法 

§11.2 方

法 

§11.3 线 性 多

步法 

§11.4 预估-校

正公式 

1．掌握欧拉公式

及隐式欧拉公式，

理解局部截断误

差和总体截断误

差的概念，知道欧

拉公式（及隐式） 

的精度是一阶，了

解各种欧拉公式

的变形。 2. 掌握

二、三阶龙格-库

塔公式的导出方

法，知道几个常用

的二、三阶龙格-

库塔公式，知道经

典龙格  -库塔公

式。 

3．会用龙格-库塔

公式求常微分方

程初值问题的数

值解。  

4．理解线性多步

法，知道显式和隐

式阿达姆斯公式

的导出方法，会分

析阿达姆斯公式

的 局 部 截 断 误 

差。 

5．会用阿达姆斯

公式求常微分方

程初值问题的数

值解。掌握预测-

校正方法，会进行

事后误差分析。 

了解稳定性及收

敛性的意义，知道

龙格-库塔公式的

稳定区域。 

德育目标 5：通

过对具体的有应

用背景的常微分

方程案例分析和

求解，在培养应

用能力的过程中

达到目标 5. 

8 采 取 课 堂 教

学 为 主 的 方

法，课程自学

视频 9 个，辅

以课外练习。

课 堂 教 学 主

要采用板书。

§11.3-§11.4

略讲，理解理

论 和 方 法 即

可。 

1．教学重点：

掌握一阶常微

分方程初值问

题 的 欧 拉 方

法，R—K 方法，

了解预测—校

正公式。 2．教

学难点：R—K 

方法，预测—

校正公式，讨

论算法的稳定

性及收敛性。 

课 程 目

标 1-2; 

 

五、课程的考核与成绩评定方式 

（一） 考核方式、成绩构成及考核时间 

本课程成绩由平时考核、期末考核构成，如表 4 所示。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表 4 考核方式及占比 

考核方式 考核依据 分数 成绩构成 

平时考核 

平时考核借助于信息化教学手段，强调过程性考核内容，共

包括 9 个方面的内容，与课程指标点对应如下： 

1. 德育目标：课外阅读资料(5%)； 

2．（指标点 3.1）[课程目标 1]课程的线上教学视频学习应多

于 300 分钟(40%)，章节测验(10%)，作业(10%)，签到(4%)，期

中考试(8%)，参与课堂活动（投票、问卷、抢答、选人、主题讨

论、随堂练习等）(8%)； 

3．（指标点 3.3）[课程目标 2]分组任务(10%)，讨论(5%)。 

100 50% 

期末考核 根据本课程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进行命题，试题内容覆盖课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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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课程目标在考核中占比 

 

 

 

课程目标在考核中占比的计算方法： 

 

课程目标占比=平时考核依据对应课程目标所占比例*平时考核成绩构成比例 

+期末考核对应课程目标所占比例*期末考核成绩构成比例 

表 6 各种考核方式对课程目标的支撑权重 

 

 

 

 

 

 

 

计算方法：  

例如：  

 

 

 

程教学大纲规定的主要内容（80%以上），尽量按章节课时占该课

程总课时的大致比例来进行命题。期末考试的试卷题型包括填

空、选择、计算，证明以及应用等类型以卷面成绩的 50%计入

课程总成绩。 

3. 试卷中的基础题、综合题的分值比例分别控制在 60%、30% 

(指标点 3.1[课程目标 1])； 

4. 创新题的分值比例控制在 10% (指标点 3.3[课程目标 2])左
右。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对应目标比

例 

85% 12.5% 

课 

程 

目 

标 

毕业要

求观测

点 

考核与评价方式 

合计 
期 末

考试 

课 外

阅读 

视 频

观看 

章 节

测验 

作 

业 

签 

到 

期 中

考试 

课 堂

活动 

分 组

任务 

讨 

论 

德育 

目标 
  2.5%         2.5% 

课程目

标 1 
指标点

3.1 
45%  20% 5% 5% 2% 4% 4%   85% 

课程目

标 2 
指标点

3.3 
5%        5% 2.5%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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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评分标准 

1. 试卷评分标准详见试卷答案及评分标准。 

2. 其它考核方式评分标准，混合式教学的过程性考核通过网络数据进行给分。 

六、课程目标达成评价方式 

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是期末考试成绩和过程性考核的综合成绩。按照表 6 的权重进行计算和评价达成度。 

七、参考书目 

[1] 冯康等. 数值计算方法[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1978. 

[2] 李庆杨, 王能超, 易大义. 数值分析(第五版)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3] J. Stoer, R. Bulirsch. Introduction to Numerical Analysis(Third Edition) [M]. Springer New York, NY. 

[4] 孙志忠, 吴宏伟, 袁慰平, 闻震初. 计算方法与实习(第五版) [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 

[5] 杨蕤. 数值分析(第五版)全程导学及习题全解[M].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2. 

[6] 聂玉峰, 王振海. 数值方法简明教程(第二版)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7] 爨莹. 数值计算方法—算法及其程序设计[M]. 西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8] 微信公众号：CAM 传习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计算科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所, 数学与人工智能, 

中国数学会, 中国科学报. 

制订人：孙艳萍                    审订人：                  批准人： 

                                                        2022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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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样例 

插值法混合课程设计 

(线下课程部分) 

题目 §2.1 插值 
授课

时间 
50分钟 

科目 

数值计算方法 

教材：书名：计算方法引论（第 4版） 

书号：978-7-04-041889-7 

作者：徐翠薇，孙绳武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高等

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出版时间：2017年 7月第四次印刷 

授课

对象 

理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数学与应用数

学大三，第六学期 

一、教材内容分析 

内容概况：插值方法是数值计算方法中众多基本方法中的一个，插值是用多 

项式代替解析函数表达式的基本工具。其研究内容一方面包括对一些已 

知解析表达式的函数进行多项式形式的近似代替。另一方面包括对一些 

不知解析函数，只知相应点值的数据进行多项式函数构造，寻找非插值 

节点的函数值。通过离散点构成连续函数，方便进行相应的计算和分析。 

前后知识连接：本节课主要以一阶和二阶插值学习为基础，并引导学生通过低 

次插值的基本形式探究高次插值。掌握插值构造的基本方法，待定系数法和基函数法，以

及插值误差推导的基本思想。这些方法反映了插值计算和误差衡量的基本思想。为后续学

习高次插值,分段插值, 插值，  插值等做好充分的数学思想和方法准备。从

简单到复杂，从特殊到一般的讲授学习过程也体现了知识递进的过程。通过组织小组讨论，

翻转课堂，促进学生探究发现的学习过程能够较好的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分析问题的方法

和步骤。 

本节内容在课程中地位：本节主要掌握的内容包括 低次和高次插值，以及相应的应用

探究。并通过一定的扩展和延深，了解 类型的插值构造基本模式和一般方法。

本课程包含内容广泛，涉及分析，代数，方程等多门专业课内容，每一个基本方法的学

习，都会对应一个学科的深入发展，同时每一个计算相关学科的应用都会包含多种方法

的综合运用。所以对于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的学习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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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目标（知识，内容，情感态度，价值观） 

知识内容： 

1. 明确插值所能解决的基本问题，启发学生认识并了解问题边界。理解实际问题转化为插

值问题所要关注的主要方面； 

2. 通过对待定系数法和基函数法的进一步探索，引导学生将低次插值的方法迁移到高次插

值，并理解插值理论的本质。找出问题解决的规律性方法，举一反三； 

3. 能够应用插值解决基本问题，通过算法设计，引导学生思考数学理论和算法之间的转换，

和并要求学生记忆和体会公式的对称形式； 

4. 通高次插值的辨析，明确高次 Lagrange插值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缺陷。启发学生思考

解决问题的办法。引导教学向纵深进行。 

情感态度价值观（课程思政）： 

1. 通过本知识点学习，领会插值形式带给我们的对称美； 

2. 通过插值方法在古代天文学中应用，了解《周髀算经》，二十四节气等传统文化知识，

增强文化自信； 

3. 通过对高次插值的推导和讲解，使学生体会插值基函数法的重要性和方法的特殊性，同

时其充满美感的对称性也恰是形式美之上的理性美； 

4. 对疫情数据进行插值，一方面使学生更能清晰认识插值所适用的场景，理解问题边界。

另一方面引导学生用科学的方法指导生活，用学到的知识思考生活，培养学生从日常生

活中发现书本知识的应用； 

5. 最后介绍插值应用的有限元方法，开拓学生视野。 

三、教学策略选择与设计 

给学生发布线上学习任务，通过对本节课知识点学习，掌握基本内容。线下课程主要是检

测学生学习效果，针对性答疑和案例学习，进一步促进学生对本节课内容的掌握。并通过测试

题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对学生提出问题，通过小组讨论，带领学生思路向纵深发展。对于理论性

较强的定理证明，采用讲授方式，帮助学生建立严密逻辑思维，明确目标，解决问题。通过制

作的插值视频，使学生懂得插值的应用场景，明确方法的意义。提出一般框架问题，引导学生

独立思考，自主学习。整个教学过程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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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上

学

习

20

分

钟 

课

堂

教

学

50

分

钟 

 

一：课前测（1 分钟） 

检验线上学习并针对性答疑。 

目标：解决基础性问题，方式是通过课前测试，

一方面了解学生线上课程的掌握情况，另一方面

发现问题，进行针对性答疑。 

二：低次插值学习（28 分钟） 

1 基函数法学习；（19 分钟） 

2 充分练习环节，包括数学例子和应用例子；

（9 分钟） 

目标：掌握插值基函数方法，并引导学生认识

到基函数法是写出插值多项式的重要方法。 

三：应用案例（10 分钟） 

1 案例教学； 

2 算法及应用； 

目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四：拓展探究（8 分钟） 

1 高次插值学习； 

2 寻找问题边界，启发后续问题； 

目标：找到规律解决问题。 

 

五：学科展望，总结（3 分钟） 

1：对本节内容的再次回顾思考，了解有限元

方法和高维 lagrange 单元。  

目标：将课本知识和学科发展紧密相连，扩展

学生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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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过程 

第一阶段：课前测 

1：本节要学习的 Lagrange插值的插值条件是什么？ 

2：一次 Lagrange的插值节点有几个？ 

第二阶段：低次插值学习 

本节内容分两部分：插值多项式构造和对问题边界的理解。 

1： 插值多项式构造 

课程导入：航天精神，《乾象历》，文化自信，厚植爱国情怀。 

1） 最基本的两点插值 

构造方法有待定系数法，由两点式构造线性函数方法，插值基函数法。引导学生用三种方法构造。 

待定系数法：设  代入插值点 

 

构造线性函数法：设直线通过点 ,则斜率 

 

直线过定点 ，则直线方程为 

 

整理后得到 

 

插值基函数法： 

 

 

 

 

 

由  ,  

得插值基函数， 

 
 

 

 

插值基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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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插值基函数的构造如下： 

 

对比思考哪个方法更好，优点是什么？为什么？ 

2) 通过课堂互动问题解决这个小问题      

 

 

 

 

 

 

3）充分练习 

例 1：取节点  对函数 建立线性插值多项式，并计算  

的值。 

 

例 2：周髀算经 

冬至晷长一丈三尺五寸，夏至晷长一尺六寸。问次节损益寸数长短各几何？ 

节气  夏至（取 0） 冬至（取 ） 

   

 

解： 

 

 

 

这个方法记录了古人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损益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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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了解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第三阶段：应用案例 

插值的案例教学：制作自然数的对数表 

 

方法：插值法 

 

基本理论： 

 

 

 

 

 

计算思想： 

 

 

 
 

 

 
 

具体做法： 

 

已知：   , 

  求  ? 

  求  ? 

解：(1)   

 

(2)   

 
 

素数的对数，真数表 

(通过试算得到，并具有至少 6位有效数字) 

例 3：计算自然数 3的对数，即  

 

真数 对数  再相除得到

大于 3的一

个插值点 

相应插值节

点的对数值 
   

   

 

 
 

 
  1/13 

   

 ？  

 

真数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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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19 

  
 

 

小于 3的一

个插值点 

 
2.154434690   

 
 

1.389495494  

 

 

找到合适数据： 

   

 ？  

对数据作线性插值： 

 

带入需要计算的点：  

误差分析： 线性插值的误差 

公式 

 

 

 

 

计算机算得  

这里算出得结果具有四位有效数字，和理论计算一致。  

 

案例后记：这里我们用 10的开素数次方所得到的数据作为基础数据，并运用素数，合数理论将

自然数分类，并逐步计算出所要寻找的自然数 3的对数。以此方法可以建立自然数的对数表，

也可以建立传统对数用表。 

课程思政：通过此案例学习，将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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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拓展探究 

插值基函数法构造二次插值： 

插值基函数    

    

    

    

 

 

 

 

且    

 

 

拓展探究： 

 

 

 

 

 

 

2：应用边界:对疫情数据进行高次插值构造（引入思政元素）。 

直观观察可以发现做高次插值与实际图像有较大偏差。 

 

 

 

 

 

 

 

插值基函数     

    0 

    0 

    0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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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知识条件下，可以通过构造低 次插值对函数

图像进行近似模拟。 

 

课程思政：这两年多，我们齐心协力对抗 新冠病毒，历经

不少考验。但是我们没有惊慌失措，也没 有退缩，而是沉

着应对，我们相信在“动态清零”的总方针指导下，我们一定会战胜病毒。 

第五阶段：提出新的问题，带领学生思考深入,学科展望。 

1) 了解二维空间的一些基本 Lagrange 元 

 

2) 了解三维空间的一些基本 Lagrange 元 

 

 

认识问题的方法：用图像和视频，给学生展示，直观看到仅通过高次插值是不能得到我们要的

图形的。一方面学生理解方法的局限性，也为其它方法的引入做好引导，方便学生线上学习。 

1. 总结 

1）插值基函数法 

插值多项式 

0 0 1 1

0

( ) ( ) ( ) ( ) ( ) ( ) ( ) ( ) ( )
n

n n n i i

i

x l x f x l x f x l x f x l x f x
=

= + + + = .　 

3）低次插值多项式能够较好的描述曲线； 

2）高次插值多项式对曲线的模拟容易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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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后总结和学生问题 

1． 本节内容难度适中，在教学过程中除了理论内容外，引导学生理解思政元素； 

2． 记忆内容较多，在下节课上课前应组织学生适当复习，课上也需提醒学生注意记忆； 

3． 对于案例的学习，是点到即止的，可以适当引导学生课下思考，进一步探究。 

4． 通过找规律，探究的方式，学生能够理解插值基函数法，能够理解误差的一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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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案例样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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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老师指导学生科创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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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数学文化活动材料，照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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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艳萍调研南开大学和北航 

调研报告 

第八届西浦全国大学教学创新大赛 

实地调研报告 

河南工程学院教育教学研究改革资助项目(2021JYYB011) 
请 每 位 调 研 员 参 考 该 报 告 模 板 ， 并 在 2023 年 4 月 30 日 前 登 陆 西 浦 学 习 超 市 平 台

（https://core.xjtlu.edu.cn/local/login/manual.php?noredirect=1&passive=off ）独立完成并各自提交调研报告。

每个模块的内容都有对应的访谈问题，可酌情参考撰写。 

调研对象 高裴裴 

调研日期 4月 7日 

调研地点 南开大学，访谈地点：教学楼主楼 104 

教学场所 听课地点：教学楼主楼 111 

请列举您

此次的调

研对象并

简要描述

调研过程

（ 200-30

0字） 

课堂观摩：高裴裴老师课堂， 

课程名称：《大数据可视化基础》 

课程类型: 通识选修课 

学生访谈：张晟颖，阿米尔江，魏怡萍 

同事访谈：李兴娟，蔡庆琼 

调研过程： 

1、走进课堂：观察并记录了课堂中的重要环节和学生的学习过程，体验 P-Mase

模型的教学实施过程。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沟通，体现了学生参与课堂，

积极与教师合作，并融入教学的过程。 

 

https://core.xjtlu.edu.cn/local/login/manual.php?noredirect=1&passive=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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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调研：学生通过课程学习，掌握了数据分析的基本方法，并完成老师布

置的任务，获得正向反馈。学生很积极认真的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并将自己体

会到的老师的教学方式进行简要讲述，和教师所倡导的 P-Mase研究性教学模型

完全一致。学生非常喜欢这门选修课，并高质量的完成教师提出的各个阶段的

学习要求。 

 

3、同事访谈：介绍了同事们一起编写课本，教案，重构课堂的过程，也谈到了

课程改造的目的，即将相关应用技术与学生专业内容紧密联系，建立融合与使

命式学习模式，将解决问题思维贯穿教学设计过程，培养学生为求解问题而进

行研究和探索的思维模式。 

通过您的

了解，您

认为学生

的主要学

习成果是

什么？学

习成果可

本门课是一门校级通识选修课，由于其应用性强，可以给学生求职和申请

国外大学继续深造提供比较大的帮助，所以选修此课程的大多是大二或大三学

生，由于其课程中也有一部分理论内容，大一学生选修相对较少。 

魏怡萍同学认为通过本门课程学习，能够学会制作图表，对数据做合理的

分析。同时由于老师将比较新颖，好用的软件引入课堂，辅助教学，学生通过

学习此课程，能够比较直观的将自己专业相关数据内容进行动态展示，并结合

专业知识做出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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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

技能、素

养、品格

等角度来

考量。可

参考学生

访 谈 第

二、三题；

教师访谈

第一、二

题 。

（ 300-50

0 字） 

张晟颖同学说这是一门非常特别的选修课，同学们都非常想选修到这门课

程，授课形式非常喜欢。不仅能够通过软件得到很神奇的图案，并且在完成大

作业的过程中经历开题，中期和结题的过程中加深了对所学专业知识的学习。

在老师不断指导和帮助的过程中，保持了不断的学习兴趣，每节课都能学到新

知识，提升了学习和思考的能力。 

李兴娟老师说学生完成大作业的过程中，对学生选题精准指导，将 OBE 的

教学理念融入课程和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培养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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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您的

了解，请

简述这门

课中学生

的主要学

习活动，

如课堂听

讲、小组

活动、课

外 自 学

等，以及

各 自 占

比。可参

考学生访

谈 第 四

题 。

（ 300-50

0 字） 

学生的学习活动贯穿整个课程的学习过程。 

课前，老师会给学生准备软件使用指南等相关视频，发一些必要的数据包，

并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老师通过给同学们提供学习包，数据包，专家讲座视

频，软件应用资源包等支持学生自主学习。 

课中，学生阿米尔江说上课过程中，有时老师会用一整节课来和同学们完

成任务，有时会先抛出问题，引导同学们一起寻找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并通过小组报告进行评价，反馈。在课堂上，老师幽默风趣，很喜欢老师的教

学风格。虽然是选修课，但是学习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并且老师通过线上布置

任务，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获得平时成绩，也提升了自己探索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后，学生张晟颖说自己在参加大创竞赛时，遇到问题会向高老师寻求帮

助，在高老师的指导下，学会分析问题，并用学到的数据分析方法解决问题。

课后老师布置的有每节课作业，也有结课大作业，不仅要提供报告，还要有作

品，讲解视频。大作业评分包括同学互评，老师评价，以及软件平台老师给出

企业评价，成绩很客观。 

学生成绩分布如下 

图文 视频 讨论 作业 雨课堂课件 课堂 考试 

3% 2% 15% 20% 20% 10% 30% 
 

通过您的

了解，请

简述教师

本节课借助于 SaCaDataviz 软件绘制数据分析图。在实地观摩过程中，我

关注到了课堂的三个阶段，以及高老师对 P-Mase教学方法的课堂实施过程。 

第一阶段(提出问题-P)：通过知识拼图，学生对自己已学和将要学习的内容有

清晰的了解，并通过小问题，弹幕，学生观点评价等方法检测预习成果，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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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过

程中设计

了哪些教

学活动，

如讲授、

辅导、实

地 考 察

等，以及

各 自 占

比。可参

考学生访

谈 第 五

题；教师

访 谈 第

三、四题。

（ 300-50

0 字） 

学生进行鼓励，赞扬，增强成就感。同时提出本节课具体的任务和完成任务的

流程，在讲解的过程中进行国内外理论对比，通过弹幕，获得大多数学生的答

案，促进学生思考，增强学生的国际化视野。(用时 25分钟) 

 

 

第二阶段(寻找方法-M)：讲解图结构，分析以前开课过程中有特色的学生成果，

进行概念讲解，不断的提问题，提升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将学生思考融入

理论教学。(用时 17分钟) 

  

第三阶段(分析-解决-评价-ASE)：提出实践项目：图可视化游戏——班级“朋

友圈”。 

讲解游戏规则“新朋友——BINGO 游戏”，并就课前收集的 9 个不同话题进

行展示，学生们通过讨论相关问题，5分钟内产生相关“朋友圈”数据(用时 16

分钟)。通过 Excel进行数据预处理，小组获得本节课任务——对预处理数据进

行数据分析，思考分析的方法，目的，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老师在这个过

程中，和学生们比赛速度，并和学生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用时 12分钟)。通过

SaCaDataviz 建立数据映射，进行可视化分析。并请小组同学进行讲解。同学们

在这个过程中积极热烈，体现了对课堂学习内容的高度关注和学习兴趣。(用时

2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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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总结课程，结合弹幕，获得学生学习效果的即时反馈，布置课后任务，

并提出“相信你的眼睛，可视化你的数据”。(用时 5分钟) 

课程结束后学生围绕老师继续进行讨论，并提出更多想法。 

通过您的

了解，教

师运用了

哪些手段

或技术来

引导和支

持学生的

学习？可

参考学生

访谈第五

题；教师

访 谈 第

三、四题

（ 300-50

0 字） 

一、雨课堂是主要课程载体 

教师通过雨课堂进行授课，对于各种雨课堂的课堂小工具应用熟练，并能

够很好的和课程内容结合，很好的辅助了课堂教学。课程主线采用了团队提出

的 P-MASE教学流程，将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很好的融入课程教学过程中。并且

借助于企业平台辅助课程实践，提升学生应用能力。 

二、合适的软件是数据分析的手段 

由于课程性质是通识选修，老师在教学过程中适当绕过课程难点，对不同

维度的数据做不同类型的表达，提升了课程的应用性，降低了学习的门槛，增

加了学生学会的成就感，提高了对软件的应用能力，从而达到解决解决问题核

心素养的提升。 

三、适当的理论教学形成完整的知识闭环 

教师尊重学习规律，对基础认知内容进行基础学习，进一步根据课程案例

对可视化内容进行分门别类的学习。 

四、将学生专业问题融入实践案例，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分析学情，老师们指出孩子有想法，没有概念，对数据选择

和寻找上存在一些问题，老师给学生提供数据寻找方法，培养检索能力。并将

数据转化为计算问题，获得相应的分析结果。 

在软件使用过程中，教师将应用软件的使用方法视频抛给学生，学生自己

学习，在课堂使用软件的过程中，不断熟练。 

课堂上通过教师对雨课堂的操作，与课程 PPT融合的非常流畅，课下发布

观点，课上回答问题，弹幕，投票等方式的运用，很好的提升了学生在课堂上

的参与度，并能够及时了解学生的想法，根据想法有针对性的授课。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有集体效应，看到别的同学都积极参与活动，也都纷纷参与，并在参

与的过程中交换观点，思考内容，获得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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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 观 察

到，该教

师 的 考

核、评估、

反馈过程

是如何进

行的？可

参考学生

访 谈 第

六、七题；

教师访谈

第五、六

题 。

（ 300-50

0 字） 

学生成绩分布如下 

图文 视频 讨论 作业 雨课堂课件 课堂 考试 

3% 2% 15% 20% 20% 10% 30% 

一、课堂考评，反馈手段丰富 

在课堂观摩过程中可以看到高老师的课堂反馈是实时进行的。不断提出问

题，通过学生对选择，问卷，弹幕，提问等形式不断的检测学生学习转态，反

馈学生掌握情况，从而实现课堂中及时解答问题。课堂教学流畅，学生积极参

与。 

二、课下考评，反馈深度开展 

通过访谈可知，可以通过课后作业，讨论问题，视频学习，图文制作，结

课大作业等多种形式实现课下的巩固。同时经常发布一些测试和雨课堂课件的

学习，学生获得平时成绩。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教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及时指

导。南开大学的飞书软件，是雨课堂之外另一个和学生即时沟通的渠道。老师

们反映，看到学生问题就需要及时回复，不能忍受“已读未回”的信息提示。

也不愿意让学生看到这样的消息。 

三、大作业完成要求细致，打分多样化 

对于大作业的完成，老师设置了比较复杂的过程，有开题，中期和提交，

展示几个过程，学生在整个过程中不断的和任课老师进行探讨，任课老师也对

学生提交的作业进行调整，从而完成最后任务。 

大作业成绩会通过互评，老师打分和企业平台老师三方打分综合完成。 

四、课程结束，学习不结束，老师的辅助不结束 

学生访谈中阿米尔江提到，毕业后想创业，开设叫“Intel stay”的公司，

自己想做一个 logo，但是在操作软件的过程中，自己做不好，就向老师求助，

在老师帮助下完成。 

也通过学习这门课程，学生会有超出课程之外的很多问题请老师帮助解决。 

通过您的

了解，您

认为教师

所做教学

创新得到

院校支持

的情况如

何 ？

（ 200-30

0 字）（非

没有对高裴裴老师的院系领导进行访谈。所以本框不能填写。 



95 

 

必 选 访

谈） 

评述同事

（同行）

认为该教

师的最大

创 新 点 。

（ 300-50

0 字） 

创新点一：课程的应用性非常强。 

课程建设是问题逻辑认知模式，不是简单堆积。以问题求解为成果产出。

高老师的同事一致认为，她的学生很忙碌，也有一定的压力。同时由于课程的

应用性比较强，所以会有一些学生在申请国外大学，或者找工作时，请老师写

推荐信。高老师很乐意做这件事情。同时随着计算机软件不断发展，高老师一

直在持续调整教学软件品种，将最新最好用的软件不断的引入教学。 

创新点二：学生通过学习课程，学会思考 

在教学过程中将发现问题，识别问题，归纳问题，分析问题，求解问题，

评价问题的能力融入 P-MASE教学模式。老师们也认为，虽然是们选修课，但是

高老师认真对待，给学生选题进行详细指导，将 OBE 的理念融入了课程教学，

培养学生的思维，教会他们如何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独立的查询文献，数据等，获得解决问题的办法。 

创新点三：集合同事们的智慧开发课程 

    课程团队用知识拼图搭建问题逻辑的课程框架，将深度产学合作为四新学

生提供企业级可视化平台和专业案例，构建真是问题求解的内容和环境。高老

师同事关系非常融洽，经常和其他老师交流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与同事共同

研发课程，共同写教案，设计教学案例，制作课程 ppt。 

评 述 您

（ 调 研

者）认为

该教师的

最大创新

点 。

（ 300-50

0 字） 

通过对课堂的观摩，课程资料的阅读，以及和同事的访谈，我认为高老师

在开发和运行课程的过程中有很多创新之处，比如软件应用创新，课堂教学方

法创新，校企联合的创新等。 

我认为最大的创新是研究性教学的创新，也是课程的顶层设计目标。主要

包括以下几点： 

一、教材是研究性教学创新的载体 

通过编写教材，将传统讲述式教材改为新形态教材，适应四新要求。提出

与专业相关的学习使命，围绕使命展开相关概念，技术，方法的学习。 

二、P-Mase 教学方法是研究性教学创新的手段 

通过教案和 ppt的制作，将教师提出的 P-Mase教学方法融入课堂教学，在

教学过程中实时反馈，实时设问，不断引导学生学习内容，完成相应任务，从

而训练学生思维，改变知识无意义堆积式学习。 

三、通过各种方式考核推进研究性教学 

    教师给学生学习设置了比较高的目标，不仅要求学生学习数据分析方法，

同时要求学会使用相关软件。进一步需要学生通过基本方法的掌握和自己专业

内容相结合，通过可视化手段研究感兴趣问题，丰富学生对于理性问题的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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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敢于提出观点，看法。 

您对被调

研者老师

教学创新

实践的建

议（字数

不限） 

我认为，一门选修课，老师如此认真的对待，并能够进行深入的教学模式

创新，实属难得。 

高老师团队教师的创新实践是本着培养会思考和会解决问题的人的目标进

行的。教学中遵循了认知，探索，实践的过程。 

其他任何

补充信息

（ 0-500

字） 

由于调研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天，观察到的现象可能不具有一般性，因此调

研报告仅代表个人观点。也非常感谢西浦大赛官方能够给我提供一个学习交流

的机会。 

 

您与被调

研者的合

影 

 

 

本人郑重承诺：所提交的所有参赛材料，内容真实，不存在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本人愿承担责任和一切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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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西浦全国大学教学创新大赛 

实地调研报告 

河南工程学院教育教学研究改革资助项目(2021JYYB011) 
请 每 位 调 研 员 参 考 该 报 告 模 板 ， 并 在 2023 年 4 月 30 日 前 登 陆 西 浦 学 习 超 市 平 台

（https://core.xjtlu.edu.cn/local/login/manual.php?noredirect=1&passive=off ）独立完成并各自提交调研报告。

每个模块的内容都有对应的访谈问题，可酌情参考撰写。 

调研对象 安炜  

调研日期 4月 10号 

调研地点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法工程师学院 

教学场所 学院 305，307， 309，物理实验室 

请列举您

此次的调

研对象并

简要描述

调研过程

（ 200-30

0字） 

调研学生：李紫桐，(大四学生)，汪奕恒(大一学生)， 

赵旭（大二学生），董嘉珩(大三学生) 

同时访谈：陈威(法语组教研组长),王峥，实验课老师 

领导访谈：魏传涛(中法副院长)，Frédéric GENTY(法方院长)，Mariem KACEM 

BOUREAU(法方副院长) 

课程团队：安炜，Philippe，Charles 

一天的调研工作安排非常紧凑，学院老师和领导都很热情，很支持安老

师参加西浦大赛。同时法方老师和领导也很详细的介绍了工程师教育的一些

主要内容，安老师给我们调研员做的翻译工作。调研工作分四个阶段 

一、 走进课堂 

观摩了理论课和习题课，理论课上课模式是大班课，理论讲解，老师板

书，同时有 ppt做为辅助教学工具。 

习题课将理论课大班分成三个小班，由 3 位老师分别上课，学生通过小

组讨论，老师辅助教学，通过协作完成任务。 

 

二、 学生调研 

https://core.xjtlu.edu.cn/local/login/manual.php?noredirect=1&passive=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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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课堂上认真听课，做问卷，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在习题课上，

能够积极的讨论问题，小组合作。有些学生能够大胆的进行总结报告。 

 

三、 同事访谈 

同事给予了安老师高度的评价，从工作，育人，专业等各个方面对安老

师的教学和工作给与肯定。谈到学院的中法工程师教育模式，以及其对应的

课程体系，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很难单独说一门课程的目标是什么，而是

将物理组课程群的目标和教学方法。 

 

 

 

四、 领导访谈 

法方院长和中法两方副院长都参与访谈，中方院长魏传涛重点表达了学

院对于安老师的支持，对于物理教学的支持，学校对于老师工作的支持。法

方院长主要谈了工程师教育的实施。通过访谈对学院的教学，人才培养模式，

学生的学习状况，学生的基本出口情况作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通过您的

了解，您

认为学生

的主要学

习成果是

什么？学

习成果可

从知识、

安老师申报的是多门课程形成的课程群，包括国际通用工程师教育的全

部物理相关课程。所以在学生访谈和教师访谈过程中，大家对课程的认识不

是孤立的。 

1、学生李紫铜说中方教师在此课程体系下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是辅助法方

教学正常进行，帮助学生度过法语关。另一方面也是学生授课教师，进行双

语教学。课程内容以知识图谱形式递进式展开。 

2、学生赵旭说通过学习独立思考能力增强，老师在学习过程中给学生留下思

考空间，如果有问题，不会做，老师会引导学生，把教学内容深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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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素

养、品格

等角度来

考量。可

参考学生

访 谈 第

二、三题；

教师访谈

第一、二

题 。

（ 300-50

0 字） 

3、学生汪奕恒说上安老师的课程基础，内容主要是与高中衔接，通过安老师

授课，语言和思维上在不断改进。安老师帮助同学们尽快适应法语体系的课

程。 

4、学生董嘉珩认为物理课程能够锻炼思维。对数学的要求比较高。理论课是

板书。老师上课通过对公式的一步一步推导，能够给学生思考的空间。由于

物理课程用到的数学工具非常多，所以总是会有一些没有学到的数学知识，

同学们会自己去主动探索，查询相关数学知识。 

学生通过学习提高了团队合作能力，沟通能力。在学习过程中，由开始

的语言不通到能够和老师顺畅交流，自己的抗压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获得

很大的提升。学生认为这是自己的软实力的体现，也会在未来职场中更具竞

争力。 

通过您的

了解，请

简述这门

课中学生

的主要学

习活动，

如课堂听

讲、小组

活动、课

外 自 学

等，以及

各 自 占

比。可参

考学生访

谈 第 四

题 。

（ 300-50

0 字） 

本课程体系下教学活动主要有课上实践，小组活动，课堂讨论，定期的

家庭作业（DM），日常习题课（TD），物理实验课，在课程中每周都会配两节

小班习题课。 

1、学生李紫桐说由于自己语言学习能力不是特别高，经常向安老师求助，安

老师幽默风趣，学习上给同学们提供了必要的帮助。关于 TD课程，老师们总

是通过梳理问题，启发同学，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同学一起解决问题。 

2、学生赵旭说课上如果有听不懂问题，老师会随时停下来，询问学生，并解

决问题。学生有时也会打断老师，随时提问，并和老师交流想法。不害怕老

师，乐意和老师沟通交流； 

3、老师通过让学生共同翻译教材，习题课到黑板讲解做题，使学生获得相应

加分，弥补其它活动中丢掉的分数。 

4、习题课大约 120人，6个小班，15-20人进行实验课学习。2个小班合成一

个小型习题班，上课时分 5-6 个小组讨论问题，团队协作，习题内容广泛。

课程在不断的更新迭代。比如电子学课程，课程迭代，将习题课比例提高，

强度要更大，理论内容和习题课均为 2小时/周，实验 1小时/周。 

平时成绩（问卷，TD 加

分，口试等） 

家 庭 作 业

（DM） 

期中考试 期末考试 

25% 25% 20% 30% 

 
5、除了物理学科的反馈外，物理课程团队还积极与学院其他团队展

开合作，每学期期中进行 EOWG（Evaluation and Orientation 

Working Group）学业评价与指导，对学生数学、物理、工业科学以

及法语成绩等进行深入分析，通过辅导员和班主任了解学生日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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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进行分析、诊断以及跟踪管理。有效地指导困难学生，提出个

性化解决方案。并及时反馈课程团队，更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通过您的

了解，请

简述教师

的教学过

程中设计

了哪些教

学活动，

如讲授、

辅导、实

地 考 察

等，以及

各 自 占

比。可参

考学生访

谈 第 五

题；教师

访 谈 第

三、四题。

（ 300-50

0 字） 

现场听课内容：光学，第七章，第 1讲（45分钟），习题课（45分钟） 

理论内容： 

课前：老师讲解课程任务，并给学生 10 分钟时间做 15 到习题的课前测试。

通过学生回答问题，反馈上节课内容掌握情况。 

课中：讲解波的干涉理论，并通过板书做理论推导。 

得出结论： 

 

 

 

动画演示：液面高度与水波变化，通过变换水滴，喇叭，光的发射介质，用

软件模拟波动变化，并将波动变化用干涉图样表示。实现概念的辨析：分清

振动，振幅，光强，干涉图样等，并提出需要稳定干涉图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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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习题课，分 4个小组（后面附小组打分表） 

明确问题：通过教师给出的飞机凌日图判断图片和相应参数，判断是否为 P

图产生。 

 

习题课由安炜，Philippe，Charles三位老师分别在三个不同教室进行讲解。

我通过随时走入不同教室观察听课方式记录了上课情况，可以观察到三个老

师不同的风格，所以三个班中学生的上课状况各有特色。 

安老师教室，学生和老师能够比较安静认真的交流，氛围比较轻松。 

Philippe 教室，学生比较活跃，大家讨论热烈，老师分别询问各个小组进展

情况，并给出指导。 

Charles 教室，学生主动性一般，需要老师做较多引导，但是学生也能跟着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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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节奏，一步一步的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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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您的

了解，教

师运用了

哪些手段

或技术来

引导和支

持学生的

学习？可

参考学生

访谈第五

题；教师

访 谈 第

三、四题

（ 300-50

0 字） 

由于是课程群申报，同时老师们不是孤立的看待每一门课程，所以老师

在教学过程中，根据不同科目会有不同的方式，理论课程主要是课堂授课，

采用板书形式为主，PPT辅助教学，同时可以通过问卷星等一些小程序进行课

堂效果的及时反馈。 

学生在上课时一般都会有平板，方便记笔记，或者做问卷，查资料。 

对于实验课程，王峥老师带我们参观了实验室，老师在教学中电学安排 8

个实验，几何光学和波动光学安排 8 个实验。物理实验室器材丰富，设备质

量好。通过实验，学生们观察物理现象，锻炼动手能力。 

 

 

 

       

您 观 察

到，该教

师 的 考

核、评估、

反馈过程

考核方式有出勤，考试，主动讲题，翻译讲义等。 

一、 课前问卷，检测上节课内容掌握情况 

二、 习题课部分老师有现场能力测评表，对学生表现进行打分 

老师会对学生进行过程性评价，给出详细的评价原因。老师评估过程详

细，耐心，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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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进

行的？可

参考学生

访 谈 第

六、七题；

教师访谈

第五、六

题 。

（ 300-50

0 字） 

三、 学生通过翻译讲义等活动，获得平时成绩 

对学生的激励，测试，回答问题等平时考评中没有拿到相应的学习分数

时，可以通过翻译教材，习题课到黑板讲解做题内容获得相应加分，弥补其

它部分丢掉的分数。 

 

 

 

 

通过您的

了解，您

认为教师

所做教学

创新得到

院校支持

的情况如

何 ？

（ 200-30

0 字）（非

必 选 访

谈） 

通过领导访谈，我们了解到其体系中的一些课程获得学校的项目支持，

例如《物理实验-电子学》获得校级双百优质课程 A 级，《波动物理》获得校

级双百优质课程 B级,安老师也获得北航我爱我师活动优秀奖。学校将课程体

系中的一些课程纳入学校名课计划，校级院级一流课程体系。对安老师积极

进行名师计划培育，对教改项目的申报也会提供必要的支持。 

同时学院领导也表达了想通过参加西浦大赛，使现在推行 

的教学改革获得国内主流教学体系的认可。促进文化交流和教学认同。 

评述同事

（同行）

认为该教

师的最大

创 新 点 。

（ 300-50

0 字） 

在现有课程体系设计以及学院的工程师培养模式基础上，我认为安老师

的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创新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促进中法课程对接，使学生更快适应现有课程学习 

主要承担和法方进行专业课程对接任务，同时通过有效沟通也

将法国工程师教育的教学方法，观念很好的引入本学院的预科工程

师培育过程。 

二、 安老师给学生创设了有亲和力的沟通环境。 

和学生交流过程比较亲切，讲课也比较生动，同学们都很喜欢，

课堂上氛围比较轻松，知识掌握的比较好。 

三、 开放性习题，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专业课学习中通过实践性活动，培养学生协作精神，注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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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思维的培养，使学生能够在实践中提升自身能力，掌握学习内容。 

四、 安老师教授多门专业课程，促进知识融合 

课程体系的建立使得课程与课程之间连接密切，在解决问题时

往往需要用到多课程内容，促进了学生所学知识的融会贯通，也有

效的培养了学生的科学素养。 

五、 课程团队提出的数学统领与螺旋上升的教学方法，也很好的

反映在教学体系中。 

评 述 您

（ 调 研

者）认为

该教师的

最大创新

点 。

（ 300-50

0 字） 

通过访谈和课堂观摩，我认为安老师在教学设计，教学运行，教学方法

上具有以下创新点： 

一、 习题课小班教学，通过学生讨论，教师辅助教学，培养学生

协作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关于 TD 课程，2 个小班合成一个小型习题班，上课时分 5-6 个小组讨论

问题，团队协作，习题内容广泛。课程在不断的更新迭代。比如电子学课程，

课程迭代，将习题课比例提高，强度要更大，理论内容和习题课均为 2小时/

周。通过梳理问题，启发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同学一起解决问

题。 

二、 遵循布鲁姆的认知金字塔对学生进行教学指导和教学设计，

实施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教学流程 

在教学中对不同内容采用不同教学形式，例如词汇，概念等基本知识采

用课堂讲授。推理思考部分运用启发式讲述，并通过习题强化，提升技能。

通过开放式习题，提升学生的应用能力，达到提升学科素养的目的。 

在教学中注重不同科目之间的融合，一个老师给学生上多门课程，学生

可以从一个老师处获得多科目内容协同的解决办法，同时也可以将单独课程

之间的联系和区别适时的传递给学生。 

三、 教学内容数学统领的螺旋式上升，能够培养学生比较扎实的

数学基础 

    用数学理论做为内核，能够在教学中将课程理论比较顺畅的进行下去，

学生会不那么抗拒相关的理论证明和推导，同时当学生碰到没有学过的数学

方法时，愿意通过各种不同渠道寻找方法，解决问题。同时，也能够使课程

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既保留了学科体系，同时又加强了知识的综合运用与

项目引导式的教学方法。 

您对被调

研者老师

一、 建议编制更本土化的课程题库 

由于课程体系不同，对内容的组织方式与国内教学产生很大的差异，就



106 

 

教学创新

实践的建

议（字数

不限） 

导致了学生在学习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适应现行教育方式，同时由于语言障

碍，需要老师更多辅助教学，也对教师的教学产生了比较大的压力。所以可

以通过与课程对标，同时具有过渡性质的题库建设，使学生能够更快的适应

新的模式。 

 

二、 加强法语和物理课程的融合 

在课堂观摩过程中，也观察到了有学生的语言水平还比较一般，

不能很好的将纯粹的语言和物理概念，定理等之间建立特别好的联

系。上课时就会出现不明白老师讲课内容的情况。 

其他任何

补充信息

（ 0-500

字） 

由于调研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天，观察到的现象可能不具有一般性，因此

此调研报告仅代表个人观点。也非常感谢西浦大赛官方能够给我提供一个学

习交流的机会。 

 

 

 

您与被调

研者的合

影 

 

 
 

本人郑重承诺：所提交的所有参赛材料，内容真实，不存在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本人愿承担责任和一切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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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成员老师参与教学和科研培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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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老师参与教学和科研培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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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团队教师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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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教师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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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科研反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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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反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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