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发爱国情怀，强化责任担当

——导数概念“课程思政”案例

主讲教师：冯洁 职称：副教授

课程名称：高等数学 课程性质：通识教育课程

适用专业：车辆工程专业 所属类别：理学

一、课程简介

高等数学课程是理工类各专业（此案例以车辆工程专业

为例）大一学年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96 学时，6 学分，旨

在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所具备的数学思维能力、抽象

推理能力。主要内容为微积分，极限、级数等重要概念和理

论，为后续专业学习打下基础。

本课程在对专业需求、典型工作任务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应用“四真三化（FT）”原则进行课程建设，设计知识框架

和技能训练模块，形成真实项目，秉承“德育为先、学生中

心、多维并重”理念开展教学。通过思辨性、学术性、实践

性、工程性、创新性“五维一体”课程思政价值塑造模式，

使学生学习知识技能的同时，深刻体悟民族自信、科学态度、

批判性思维等，实现课程内容有深度，课堂教学有温度。

二、思政元素挖掘与思政素材选取

高等数学课程根据学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结

合专业育人体系矩阵，从车辆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入手，

明确课程支撑作用，落实专业育人要求。即思政元素挖掘流

程为：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专业思政目标→课程思政目标→

思政元素。



表 1 车辆工程专业“全课程”育人体系矩阵

高等数学课程以家国情怀、民族自信、集体精神、创新

意识、批判性思维等为思政目标，以数学典故、数学思想、

数学方法、数学问题等为切入点，选取思政素材。以数学家

故事、科技前沿等为载体，以团队合作、分组辩论为组织形

式，通过案例分析、合作辨析等外显行为，促使学生亲身参

与和体验获得道德情感的升华，实现思政教育与通识教育的

有效契合。

表 2 高等数学课程思政表（部分）



三、课程思政案例设计与实施

案例名称： 激发爱国情怀，强化责任担当——导数概

念“课程思政”案例

知识目标：

（1）掌握导数概念，分析导数意义。

（2）解释变化率模型及其原理，整合新知结构，实现

导数应用。

能力目标：

（1）应用变化率思想解决实际问题，触类旁通，提升

分析推理能力。

（2）综合变化率模型，创新刹车测试解决方案。

价值引领目标：

（1）通过红旗汽车先进性，引导学生感悟民族自信，

激发爱国情怀。

（2）培养学生善看本质、集体精神和批判性思维。

（3）基于职业领域，培养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

2.教学组织与实施

实行“双向育人”：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深度融合，贯

穿始终--“言传育人”；采用“212”教学形式，即任务前置，

团队 2 分钟汇报，组间 1 分钟点评，教师 2 分钟总结，打造

“生生”“师生”交流平台--“身教育人”。

（1）学情分析：学生不了解导数与变化率的关系，关

注应用，善于从网络获取资料，乐于探索、自我表达与展示。



（2）教学设计：按照预习前置--案例引入--思辨反馈

--抽象模型--专业应用开展教学，结合专业科技前沿，深入

探究和延伸拓展，学以致用。

图 1 教学设计图示

（3）教学实施

预习前置，检索实践

利用学习通平台布置预习任务，学生课前学习慕课，完

成任务，检索并了解红旗汽车发展史。

图 2 预习任务发布



案例引入，问题驱动

创设情境，展示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视频，红旗汽车成

为走出国门的顶流，彰显硬核实力。教师提出问题：1.观看

视频后你的感想，2.汽车行驶过程中瞬时速度如何计算？

课程思政融入：引导学生即时评论，感悟民族自信和爱

国情怀，感受红旗汽车彰显我国汽车制造业实力，其发展史

代表了薪火相传的奋斗精神。

图 3 学生观看视频，欢欣鼓舞

思辨反馈，预习检查

采用“212 模式”，课上抽取四个团队，分别汇报预习任

务，团队成员补充，其他团队互评，教师总结点评，强化过

程性评价。



图 4 学生团队汇报、PK辩论

课程思政融入：学生汇报，辩论如何“用平均代替瞬时”，

补充解释、质疑辩论中提升学生集体精神，培养批判性思维。

抽象模型，分析共性

教师引导学生寻找不同预习任务的共性内容，即求解方

案均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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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出导数模型，给

出定义。

课程思政融入：组织学生比较预习任务异同，归纳跨学

科问题最终用极限方法予以解决，启发学生关注事物内在联

系，透过现象看本质。

专业应用，知识迁移

根据变化率思想，从求解割线斜率延伸至

切线斜率，明确导数几何意义。

视频介绍红旗 N701 自主研发高科技，结合

专业探讨弯道行车安全速度：切线斜率即为弯



道处车辆行驶方向的变化率，其直接影响车辆行驶稳定性和

安全性，基于此创新刹车测试方案。

图 5 学生团队讨论，创新刹车测试方案

课程思政融入：基于车辆工程专业特点，激励学生畅想

未来，注重实践操作和理论知识的结合，立足岗位，守正创

新，责任担当，扎根中国为汽车强国做贡献。

3.教学效果分析及教学反思

教学效果分析：

课程以学生为中心，与专业紧密结合，学做合一。知识

学习、情感教育有机融合，学生主动作为、质疑辩论、感悟

收获，境界提升，三维目标达成。

图 6 学生感悟



本节课后，学生对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产生浓厚兴趣，感

受数学对车辆工程专业的实用性，报名参加数学建模、互联

网+、创新创业等实际应用方面的竞赛人数增多、竞赛级别

提升、获奖率提高，学生不畏难，积极备赛，也更加明确数

学对于科技发展的基础作用，主动请教教师，成绩斐然。

教学反思：

（1）以问题的解决完成新知识构建过程，导数定义采

用问题驱动，层层深入剖析问题，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能力。

（2）课程思政从爱国情怀到集体精神、批判性思维、

责任感的培养，层层落地，提升课程思政育人成效。

4.教学创新

（1）课程思政价值塑造，聚焦培养目标，对接专业。

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到专业目标，再到门课思政目标层层落

实，态度点融入知识点、技能点，实现思政教育与通识教育

的有效契合。

（2）教学内容有序衔接，思政从虚到实，环环相扣。

实现显性育人和隐性育人相结合。

（3）课程实践紧跟前沿，服务学生成长，服务专业。

问题驱动“双向育人”，实现朋辈教育。

5.课程思政的理念与内涵

高等数学课程构建“五维一体”课程思政价值塑造模式，

以“212”教学形式激活思辨性，任务前置团队检索资料达

成实践性，分析共性构建数学模型实现学术性，课程项目来



源于车辆、解决实际问题贴合专业性，基于科技前沿及数学

知识设计刹车测试方案唤醒创新性。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教学

内容，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教学形式，实现课程与思政课同向

同行，发挥协同效应。

6.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合

（1）设计思政相关的数学问题。设计红旗汽车瞬时速

度数学问题，引导学生思考数学问题与社会发展创新融合，

提升民族自信和爱国情怀。

（2）引发数学思维的伦理思考。预习作业四个任务的

对比，引发学生归纳总结、类比提升的数学思考，透过现象

看本质。

（3）探索数学建模的专业应用。引入红旗汽车安全制

动技术，展示科技前沿，明确切线斜率影响车辆的行驶稳定

性和安全性，引导学生投身行业企业，科技报国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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