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与物理学院组织召开课程思政建设交流研讨会

课程思政建设是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具体路径之一，也是推进“三全育人”工

作往深里走、往实里走的重要举措。为了深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充分挖掘课程育人功能，

促进经验交流与推广，提升广大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能力，2023 年 1 月 5 日上午，数理学

院课程思政建设交流研讨会在线上举行，交流会由教学副院长黄刚教授主持，全院 100 余位

老师参加了此次交流会。

会上，郭上江院长介绍了学院出台的《数理学院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推进方案》并作了关

于课程思政建设的指导性发言。郭院长首先带领大家重温国家和学校关于课程思政顶层设计

脉络，接着全面阐述了课程思政的内涵、实施主体、实施方法和路径，特别谈到了课程思政

实施理念、目的和目标该如何制定，课程思政内容体系该如何构建，课程思政内容设计该从

哪些方面下功夫，建议思政元素提炼应该注意“少而精”“少而深”“少就是多”，也提出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的申报要诀。谈到学院准备成立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时，郭院长提出应

该依托这个平台上实行工作坊制度，由每个系部轮流主讲，教师之间定期交流课程思政工作

经验和心得体会，同时实行院长午餐会，与学生互动。通过院长平台和系部互动相结合，切

实增强课堂思政成效。郭院长的讲话对于深化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索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与

实践的具体举措和实施路径，推动我院课程思政教育内涵建设，将立德树人、协同育人落到

实处，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交流讨论环节邀请到学院五位老师汇报了近年来在课程思政工作推进方面的实践探索、

成果经验和典型案例。五位老师结合各自课程实际情况，展示了在公共基础课、专业课、研

究生基础课和少数民族预科生课程等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政元素的具体实践。郭龙老师的大学

物理课程思政案例 2021 年曾获得教育部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在报告中，郭

老师以《大学物理》课程中的氢原子光谱教学为例，谈了自己对课程思政的理解并通过课程

设计和具体案例展现了课堂的生动性。

李超群老师在研究生课程《多元统计分析》中融入身边人身边事，结合国家社会当前热

点话题等元素，在教学中运用思政元素润物无声的特点，潜移默化提升学生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体现育人效果。杜秋姣老师介绍了自己在专业课《光学》中课程思政探索和实

践，汇报了开展课程思政体会和感想，她在教学中将思政元素融入到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和

学生创新素养，真正体现了课程思政的三全育人功能。刘鲁文老师汇报了自己在《高等数学》

教学上如何根据大纲要求设定目标，如何深挖思政元素及其切入点，如何设计教学环节，如

何充分融入课程思政，以及如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践行课程思政。刘老师在承担繁重教

学任务的同时积极开展教学研究，2022 年在中国教育报发表了教研论文《“四个聚焦”构

建课程思政生态圈》。徐超副书记汇报了《强国动力》课程思政建设的探索与实践，其带领

的学工组在短时间内着力打造《强国动力》这一思政教学品牌，从顶层设计、课程创新、效

果反馈等多方面完善构想并付之实践，为老师们开展思政教学提供很好的借鉴和启发。



交流会上，大家纷纷从课程思政的顶层设计、制度方案完善、健全评价体系、加强交流

培训等不同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交流。与会人员畅谈独到见解、碰撞思想火花、相互借鉴启发，

会场气氛热烈而融洽。

吴太山书记作总结发言。他对学院教师在课程思政建设中主动开展的积极实践和取得成

绩给予充分肯定，就今后如何进一步推进学院的课程思政工作提出三点意见：一是要增强课

程思政意识。以构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格局为指导，将各类课程与政治理论课同向

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全院教师要进一步提高对课程思政重要性的认识，自觉担负起课程思

政建设的重任，营造“人人讲育人、课课有思政”的育人氛围。二是要积极探索实践。课程

思政的作用方式是润物无声、春风化雨。无论是大学数学、大学物理等公共基础课，还是数

学和物理本科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乃至研究生课程，都要深入挖掘和梳理其中的思

政元素和育人功能，并巧妙地融入课堂教学中。希望老师们通过积极探索与实践，形成一批

具有各自课程思政特色的教案甚至教材。三是要加强组织领导。学院课程思政建设工作的主

体在各个系部，各个系部要切实加强对课程思政工作的组织和管理，按照学校《课程思政建

设实施方案》和学院《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推进方案》，统筹谋划各门课程思政工作，积极探

索各类课程思政的新途径和新范式，组织本单位开展经常性的课程思政工作研讨和交流，积

极支持教师走出校园开展课程思政调研，参加课程思政培训、交流和学术研讨，从而不断提

高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形成课程思政建设的数理模式。

本次研讨会让教师们对课程思政的内涵及重要性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对课程思政的融

入方式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更为数学和物理学专业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