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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家颁布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与之应运而

生的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程方案要求公共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有效

融通、紧密配合，共同完成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2020年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课程

思政建设目标要求和内容重点的要求，遵循公共基础课课程思政教学

体系设计方向，围绕培养学生“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

观想象、数学运算和数据分析”的数学学科核心素养，构建了高等数

学“以应用为导向，从问题中来，到问题中去”的“一来一去”的教

学模式和“践行二十大报告，弘扬爱国精神、培育独立创新、提升专

业素养”的课程思政理念。 

二、教学整体设计 

（一）内容分析 

《高等数学》是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专业必修公共基础课。结合 

该专业学生既要具备一定的调试检修技术，更要了解汽车的零部件结

构、制造工艺技术、系统性能等知识体系，这需要通过融通数学学科

的“数学抽象、数学建模”等学科核心素养，提升学生数学思维和专

业应用能力。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将课程融通优化为     

五大模块。参赛内容为模块五《一元积分学》中的第二部分——定积

分。围绕与专业知识或实际技能相关主题，设置基于职业情境的 6 个

任务共 12 学时。具体如下： 

任务（12学

时） 
数学知识 核心问题 对标专业素养 

定 

 

 

积 

任务一

（2） 
定积分的概念 

汽车挡风玻璃面积

的设计 
制造工艺技术 

任务二

（2） 

微积分基本公式

与定积分的性质 

汽车悬架系统的减

震 
系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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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任务三

（2） 
定积分的计算 

汽车安全气囊的点

火校准 
调试检修 

任务四

（2） 
广义积分 

汽车空调定时清洗

问题 
调试检修 

任务五

（2） 

定积分计算不规

则平面图形面积 

油罐车罐体横截面

面积的计算 
车辆零部件结构 

任务六

（2） 

定积分计算旋转

体的体积及数学

实验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

整流罩体积的计算 
数据测量 

表 1  内容结构 

 

（二）教学分析 

本次授课对象为高职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专业一年级的学生。授

课时间为第二学期。 

教情分析。教师在前期教学中已经带领学生学习过不定积分相关

知识，对学生有一定的了解，针对学生的特点能够做出相应的教学策

略、教学方法上的改变。根据现在教学趋势，教师准备了很多的线上

资源，改变教学手段，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学模式。 

学情分析。基于对学生前期的学习能力、知识储备、学习效果的

调查统计并根据数据的分析结果(具体如下表 1)得出学生在以下四个

维度的学情。知识基础：学生已经学习了导数、微分、不定积分等前

期一元微积分学的知识，但不扎实。认知能力：基于高数前期课程的

学习，会求解一般的积分，并对数学软件有一定的了解。学习特点：

不太愿意接受枯燥的理论，更倾向于趣味性、多形式的课堂。专业特

性：具有将实际问题或专业问题与数学问题进行联想的能力，但是准

确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的能力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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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可视化学情分析结果图 

（三）教学目标 

基于以上学情，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岗位群要求，落实课程标准学

科核心素养，确定参赛模块的教学目标，预设教学重难点，培养学生

能够利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知识目标：理解定积分的概念、区别定积分的几种计算方法、了

解定积分的的运用范围。 

能力目标：熟练操作数学软件、会求解不同类型的定积分、能建

立实际问题的初级数学模型。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践行

二十大报告、培养学生的科学的学习方法、传承弘扬科学家精神。 

 

 

图 1 目标体系图 

（四）教学策略 

整个教学过程中采用讲授法、问答法、讨论法、演示法等多种教

学方法，并利用各种教学资源,如团队省级 MOOC 项目学习平台、智慧

职教平台、MATLAB/geogebra/SPSS 等数学软件操作、微视频的观看等

方式将枯燥的理论趣味化，难懂的数学逻辑视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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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论吸收——数形结合、化难为易。对于比较难懂的理论知识

部分。教师创设文化情境，以多种动态图、视频的方式，搭建理论体

系与逻辑想象的桥梁。让学生有如醍醐灌顶的学习思路。以定积分的

概念为例。教师通过多种不同的不规则图形的分割，重组求解面积的

动态视频让学生掌握定积分的“分割、近似、求和、极限”的数学思

想。 

 
图 2动态图示例 

2.方法掌握——自主探索、学生主导。在教学过程，教师发出问

题，在学生小组协作、相互纠错、自主探索的过程中，逐步的掌握相

应知识。以微积分基本公式为例，学生通过“汽车制动距离”问题，

在求解的过程自我发现不定积分和定积分的联系，从而得到微积分基

本公式。再比如在定积分计算中学生通过层层讨论得出定积分换元的

重要结论——“换元必换限、可以不用回代”。 

3.知识运用——数专融通、模型建立。对每一任务块的内容，都

会以一个与其专业有关或者实际的例子作为切入点，以视频的形式引

起学生的注意。在学习本节知识，吸收了相应的理论知识后，通过教

师的引导，学生建立数学模型并利用本节知识解决问题。 

4.兴趣提升——趣例游戏、软件操作。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实时

导入有关新闻视频、案例视频引起学生的兴趣。创设游戏情境，以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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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模式巩固公式、结论，大大提升了整个课堂的趣味性，活跃了课

堂气氛。在完成了相应的理论学习之后，学生利用软件画图或者求解

积分，都无疑给学生了一个新角度下的数学学习方式。 

 
图 1  新闻、软件绘制的三维图、游戏示例图 

三、教学实施过程 

课程流程图如下： 

 
                           图 4 课程横纵向流程图 

  这段是否要根据一来一去的教学模式
进行梳理？ 
 主要的授课过程大致分为三大步“课前导”、“课中学”、“课后

拓”，具体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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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课程实施过程图 

1.课前“导”（搭桥梁）——新知与旧知、理论与实际（创新精

神） 

每一任务块的学习前，教师会在教学平台上，发布一个小任务，

有的是新知与旧知相关联数学题，也有的是尝试建立数学与实际问题

之间的实例。任务一——分割法圆形的面积计算（查阅资料了解汽车

玻璃的设计要求国际标准）；任务二——汽车行驶距离问题（查阅资

料了解牛顿莱布尼兹的微积分之争）；任务三——计算需要换元的积

分，任务四——计算积分区间为无穷的积分；任务五——寻找生活中

所见到的不规则图形，观察面积；任务六——寻找满足条件的物品，

思考体积。教师还会发布一些相关的历史背景微视频，以供学生观看。

通过课前任务或资料很巧妙的搭建了课程内容与内容，或者实际与数

学问题的桥梁。不要求学生建立准确的模型，但可以试着去考虑如何

建模，提供思路，培养学生积极探索世界并善于思考和发现的创新思

维。 

2.课中“学”（四步走）——引、探、学、解（探索精神） 

引.在课前案例的基础上，教师会发布相关的视频或者图片，引

起学生的兴趣。同时会援引穿插数学家的经典故事，在这一过程中可

向学生灌输科学家们孜孜不倦的追求真理，不怕艰辛的科学探索精神。 

用一个与主题相关的实际问题，作为引问，引导学生积极学习本任务

块的知识，探索解决该问题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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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实际引例图 

探.探索新知。通过前面上一环节，遗留下来的各项问题，引起

学生积极探索下一步知识的兴趣。在教学中，学生针对同一问题但使

用了不同方法或者是同一道题的对错解法而探索出新的知识或结论。

如：汽车刹车距离问题（方法一定积分、方法二不定积分）→两种积

分的联系→微积分基本公式（牛顿莱布尼兹公式）。如：同一道题换

元过程中多位学生出现的共性错误等。通过学生亲自参与、对比分析、

积极探索等步骤得出结论将比由教师直接灌输知识映像要深刻的多。 

学.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自主学习占主导的方式来学习每一任

务块的数学知识理论、方法、技巧。通过各种手段和条件突出重点、

突破难点。通过学生上台分析自己的课前小组作业，课前投票（如下

图关于学习困难点的投票）、描述做题的感受、阐述由计算结果的结

论等方式来突出教学重点，通过教师讲解、三维动态图、动画、对比

分析、相互纠错（针对计算较多的任务块）、随堂检测、软件操作来

突破教学难点。在每一个任务中，学生通过这些方式掌握了定积分的

概念、微积分公式与定积分的性质、定积分和广义积分的解计算、定

积分计算面积和体积等数学知识。 

解.这一步是整个课程的非常关键的一步，用前一过程中学到的

知识方法，来解决实际案例中提出的问题也就是数学建模。将实际问

题抽象成数学模型，针对问题给出相应的数据，最后通过数学的理论

来解决。如：挡风玻璃面积→曲边梯形的面积（定积分的概念）；汽

车悬架系统减震→定积分求解弹簧做功；汽车安全气囊点火校准→定

积分的换元法；空调清洗时间→广义积分计算；车罐体横截面积→定

积分求解不规则图形面积；火箭整流罩体积→旋转体的体积。在实际

问题中遇到数据比较复杂，求解过程比较困难的情况，可借助数学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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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进行求解。而在整个过程中将学生分成小组进行相应的讨论解决，

培养学生团队精神、协作意识，共同来攻坚克难。 

3.课后“拓”(质飞跃)——问题延伸、视野拓展（科学精神） 

每一任务块的内容结束后，布置了必做、选做、必看的课后作业，

对标分层教学（对于需要学历进一步提升的学生需要加强学习）。设

定了“课后趣味小课堂”，发布相关视频，拓展知识面。发布其他应

用性的实际问题（可以与专业无关）作为选做题。引导学生善于思考，

用发展的眼光看世界，这是课程思政融入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表 2  拓展问题对标思政元素 

四、学生学习效果 

围绕课程的四维教学目标，能够达到掌握定积分内容的知识目标、

解决数学问题和实际问题的能力目标、融入在课程中的素养目标及思

政目标。培养了学生的德智美劳全面发展。 

1.德育效果——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

堂 

在课程的学习过程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进课堂，将二十大精神有机融入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了解国情、社情

（汽车行业发展）；培育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晰个人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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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规范要求，如爱国，敬业）；帮助学生提高思想认识，真正做到

以德立人，以德树人的课程思政融教学。  

2.智育效果——培养了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理论联系实际能力 

 本次课程的内容就是学习定积分的概念、求解和应用。通过各

种教学策略和手段，让学生在有趣的课堂氛围中掌握这些内容和方法。

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理念中师生

的共同进步，获得了较好效果。 

 

图 8  学生及教师团队比赛获奖情况 

    3.美育效果——感受到了存在于数学之中的对称美 

学生在学习完各种求解积分的方法。融在式子中的对称性，同时

正是因为这种对称才能完美巧妙的求解这个积分。让学生了解到数学

之中也是存在美，让学善于发现美感受美。软件画出来立体直观图，

直接给人视觉的冲击，原来数学也可以这样美！ 

 

图 9 数学美之立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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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劳育效果——灌输了职业道德、职业素养和敬业精神 

在课程的学习过程中，案例的讲解无形中向学生灌输了职业精神，

在各行各业中都要有相应的职业素养，安全无小事，小小的疏忽可能

就造成大的事故。也要有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敬业精神。 

五、反思与改进 

1.特色与创新 

数专结合——专业化课堂.实现了将公共基础课与专业课的有效

融通；以与专业相关的问题为背景，深入学生的专业实训室，搭建数

学与专业的桥梁，创造数学环境下的解决问题路径。强化学生数学理

论学习，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实现公共课培养学生综合素养的教学

目标。 

 
                      图 10深入专业实训室 

兴趣提升——趣味化课堂.大量视频、图片以及动画的引进给学

生视觉上的冲击，大大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游戏的参与活跃了整个

课堂的气氛；数学软件丰富了课堂环节，也让学生意识到数学不仅具

有理论性也具备实验性。 

  缺失实录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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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融入——思想化课堂.积极挖掘思政元素，整个课程以积极

“践行二十大报告”为指引，以杰出数学家或人物的优秀品格与伟大

成就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勇于探索创新的品质，坚持奋斗的职

业精神；结合中国数学发展史，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增强文化自信，

提升民族自信心；通过数学建模，运用数学思维解决社会实际问题。 

 

表 3  课程思政融入截选 

2.不足之处 

教学中创新了数学与专业的知识的融合衔接研究应用，但是数学

是个博大的学科，需要在后期的    专业的教学中，设置更多的数专

结合点，并将此种教学模式应用到更多的专业中去。连接的不够丰富。

可寻求更多适合的专业应用例子，并积极探索，将这种的教学模式推

广到其他的专业中去；很多专业例子中引用的数据都是假设性的，可

以寻求更加符合实际的客观数据；活页教材建设有待加快，差异化教

学需进一步加强。 

 

  注：中文字符 4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