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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融入思政教育 增强数学课程思想性
刘海红

（新疆乌鲁木齐市第 86 小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一切的课程都是教育的主渠道，我们要守好自己的一段渠道、种好自己的责任田，与所有课程同向而行，以产生协同效应，

达到育人功能。教学是人才培养系统的最基础单元，教学中思政意义非常重要，我们要使数学课程深化，从生活情景创设中，从深度挖

掘知识本源中，从小组合作为什么开展中，从数学知识的本身中，从课堂练习中，从课后作业设计中，巧妙的融入思政教育。在数学核

心素养的培养中融入育人功能，真正做到课程教学与思政育人的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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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不断发展，让学生的成长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

多学生产生错误的价值观。思政教育的内容如果只仅仅在思政课

堂进行，学生会把它当成一种学习内容和学习任务，只有融入各

个学科里面，融入每节课里，才能渗透到学生心里，思政教育才

能落地生根。

一、选取具有思政教育的实际生活情景

我们要深入挖掘数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从不同角度，运用不

同形式，寻找到与数学知识点能够融入思政教育的生活实际情景。

目的是使学生不仅做到用数学教育中的思维方式思考世界问题，

用数学知识理解日常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还要做到有意义的去解

决实际问题，不能为了解决问题而纯粹地解决问题，而是有价值

的能够帮助别人的问题才值得学生运用数学知识去解决，也就是

先有正确价值观，其次才是解题能力。

《平均数》课为例，导入情境为“池塘一般水深一百二十厘米，

亮亮想：我的身长一百五十五厘米，下水游泳肯定不会有危险性”。

学生可以从实际情况中学到数学知识，从水底的剖面图中可以看到，

有些地方很浅一百厘米，也有些地方很深一百九十厘米，而平均数

就是各种数据均匀出来的，是虚拟的，是一组数据的代表。在掌握

了平均数的实际意义之后，我们可以融入安全教育，让学生想想对

亮亮有什么想说的 ? 如果自己碰到这样的水池会去游泳吗 ? 为什么 ?

这时教师还可以介绍每年溺水而亡的现实案例和数据。让学生在数

学的数据中，数据合理的分析中，感受到平均数含义背后隐藏着的

安全教育，使知识转化成素养。为了给比你小的同学更好的警示作

用，引导学生思考把标识牌怎么写更好，提高学生用数学思维解决

现实问题的能力，从而体会学习知识和运用知识的价值。

《小数除法》为例，选取生活实际情景是同学们大学毕业了，

四个人一起聚餐，小红同学先把钱付了，给了服务生 100 元，服

务员找了 3 元。你能提出什么问题 ? 学生根据数学信息会提出他

们一共花了多少元 ? 这时教师可以融入思政教育提出一个问题，

97 元钱，你会让小红一个人承担吗 ? 为什么 ? 学生在思考这个问

题的时候是不是会想到很多思想元素，可能会从同学相处的平等

角度，可能会从爸爸妈妈辛苦挣的钱自己不可以随意乱花等角度。

在这些育人理念的支撑下，感受到平均分的必要性，使有余数的

整数除法必须平均分下去有了思想的支撑，探究小数除法才有了

思想价值。解决完问题，明确算理之后，教师可以再次进行思政

教育渗透，计算中数据通过不断的细分，做到了平均分，做到了

数的公平，生活中很多事情也需要合理均分做到人心的公平，才

能使朋友之间、同事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融洽和谐。让学生体

会数学的平均分就是生活中均分的数据支撑，使核心素养的能力

落地生根。

二、在深度挖掘知识本源中渗透思政教育

数学书中设计了很多“你知道吗”和“生活中的数学”等知识。

里面有我国数学研究的许多辉煌成就，或者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他

们都是对数学知识产生的本源或者形成过程做了介绍。老师们可以

运用数学书中的这些知识点，使学生掌握知识点的实质根源，从而

达到深入掌握知识点的效果，同时通过对只有中国做到的历史研究，

以及只有中华才有的传统文化，让学生产生了中华民族自尊和荣誉

感，为自己也是一个中国人而倍感自豪，达到爱国教育的目的。

《圆的周长》为例，人教版数学书六年级下册第 63 页下面的

“你知道吗 ?”对祖冲之做了简单的介绍。教师可以深度挖掘这个

知识点，和教学内容相融合。教学中学生通过操作计算等活动，

发现了圆的周长和直径的关系，接下来教师向学生介绍“割圆术”。

将圆形的周长平均分为 6 份、12 份、24 份、48 份，经过连接各

点产生了内接正六边形、正十二边形、正二十四边形，以及正

四十八边形，使学生们感受到正多边形的周长越来越接近于圆形

的周长了，正多边形周长与圆形直径的比例，也就越来越接近于

圆形的周长和直径的比例了。这也就是一千七百余年前，我们中

国古代大几何家刘徽的“割圆术”，他首先分离到了正九十六边形，

并找到了圆周长与直径的比例为 3.1416。科学家们不满意于现有

结果，而是不断突破、执着奋进，大约一五零零年前，中国一代

最伟大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祖冲之的继续钻研，终于确立了比值

范围在 3.141596 和 3.141597 之间，成为世界上最早将圆周率的数

值范围精确到了七位小数的人。教师介绍完可以问学生通过对这

些的了解，你有什么体会 ? 在思政教学的过程中，深入了解数学

学科本质的东西，对圆周率问题有了深刻的体会和感悟，同时产

生了民族荣誉感，更重要的是体会了科学家们不断探索的精神，

我们要学习的精神。

《轴对称图形》为例，在人教版数学教科书二年级下册第

三十一页的“生活中的数学”，我们可以借用或者更深入的使用

类似的材料进行思政教育。在掌握了轴对称图形之后，设计让学

生欣赏中国的剪纸文化，还有少数民族刺绣、蜡染、建筑、首饰

等轴对称的图形，并让学生说说自己的体会。除了让学生懂得轴

对称图形源于日常生活，并运用于日常生活中，会用数学的眼光

看到真实世界，并体会数学的审美意义之外，也帮助学生发现了

少数民族群众的聪明才智，使学生产生了对他们的敬意与敬仰。

教师们以此介绍了五十六个民族就是一家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

身的共同特点和价值，所以人们要彼此间鉴赏，相互尊重，做到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三、小组合作探究中渗透思政教育

团结合作是社会上每一个人高效率完成工作的首要条件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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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成工作的必备条件。合作团结的思想我们要从小渗透，在小

学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小组合作。但是现在在教学时，大部分

是教师认为这个环节需要学生合作才能解决所以设计小组合作。

不是学生遇到困难想得到同学的帮助自发的去开展小组合作，没

有体现需要伙伴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设计教学任务时，学生独立在解决问题或者完成某项操作

遇到困难时，教师发现后主动问学生怎么解决，让学生自发的主

动地找同伴。在这里融入思政教育，让学生主动地意识到自己一

个人没有办法完成操作或者自己一个人想不到办法解决问题等，

这时有必要开展小组合作，从而认识到同伴的重要性。生活、工作、

学习中合作是为了很好地解决问题，而战场上的合作就是性命的

交接。使他们更充分地认识到了团结合作的重大意义，要重视自

己的伙伴，善待自己的伙伴。

四、合理利用数学知识本身进行思政教育

小学数学很多知识本身也就隐藏了中国相关的知识或者历史文

化知识，我们在探究知识的时候，教师只需要适当的设计一些问题

就可以把这些思政知识深入挖掘出来，很自然的融入思政教育。

《年月日》为例，教师都会设计让学生寻找一些特殊节日这

个环节，体会年月日的在生活中的实际价值，没有年月日，只用

时分秒是无法来留存这些有纪念的日子的。学生提前从网上寻找

特殊节日的由来，在课堂上可以简单介绍 10 月 1 日国庆节的由来，

让其他学生发表自己的体会和想法，初步了解革命精神，渗透革

命文化。还有清明、中秋、春节等学生自己所了解和熟悉的节日，

教师此时也可以适当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学生了解这些节

日对中国人的实际意义。中国节日也有法定节假日，但这种形式

的本身就是内涵，也就是象征意义，使中国人民有足够的时间去

行礼如仪，去咀嚼消化中国节日本身的传统精华。清明，人们挂

青祭祖，思孝道，思慎终追远；端午，品粽子观龙舟竞渡，思屈

子而常怀忧患意识；中秋，赏当空皓月，思故乡思亲人而强化亲

情观念；春节，阖家团聚，万民团聚，进而思国家一统民族复兴。

让学生明确作为中国人，要认真地过中国的节日，充分体会中国

的节日文化。

《认识人民币》为例，学生观察以元为单位的人民币，会发

现上面的头像都是同一个人，他叫毛泽东，为什么都是他的头像呢 ?

在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后，教师再简单的讲解理由，让学生对中

国革命有所了解渗透革命文化。本课还可以通过人类货币发展的

历史，以物易物 - 一般等价物 - 金银规定充当一般等价物 - 纸币

的出现 - 电子货币 - 数字货币。货币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

让学生体会是到社会不断发展，造成了人民币所产生的变化。现

在人们都是用微信支付，可是有些老年人会使用，有些老年人不

会使用，知道为什么吗 ? 让学生意识到不管什么人要跟着时代的

进步，接受新时代的东西，学习新时代的东西，否则会寸步难行，

生活中会遇到很多困难。身为未来社会的领导者，我们更需要紧

跟时代的脚步，主动去学习和理解新时代的先进的科学文化。

五、在课堂练习题中融入思政教育

学生学习任何知识都需要做一定的练习，才能达到巩固知识，

应用知识的能力。课堂练习是最好的教学手段，紧跟在学习新知

之后，效果会比课后练习要好，因为这时学生的思维还在知识理

解中，还在知识的聚焦中，这时设计有思政教育的习题，不仅达

到模仿巩固，学以致用的目的，也能很好地达到思政教育的目的。

《百分数的认识》为例，从课堂练习题中可设计，新中国建

立七十余年以来，对祖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变革，其中技术进展

也让世界高度关注，5G 标准的必要专利及声明总量占比达到了百

分之三十八，较去年增长近五个百分点，排名世界第一。你能用

文字或者图形表示 38% 的意义吗 ? 其他发达国家的五 G 技术专利

数量还是世界总数的百分之几呢 ? 教师可以及时提问，关于这两

个数字你还有什么说的？让学生为祖国而自豪，并认识到中国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科技不断发展的过程，我们要紧跟党走，听

党指挥，祖国会越来越繁荣富强。

《9 的乘法口诀》为例，能够有助于学习者更好的牢记和掌

握九的乘法口诀，在练习时还应该介绍数九歌“一九二九不出手，

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

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有助于他们认识中国传统的文化底

蕴，感受到乘法口诀不但有利于计算，而且和生产实际有着紧密

联系，开阔他们眼界的同时，做好中华民族教育的传统熏陶，从

中也能够感受到中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人生乐趣。最后用漫

谈的形式讲述古今的乘法歌诀的发展历程，中国目前所找到的最

古老的数字教育资料实物《算表》上记载的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

十进制乘法表。与之相呼应，战国时期成书的《管子》中就有

“七八五十六”“七七四十九”等乘法口诀。2200 前年的里耶秦

简中记载着中国最早、最全面的乘法口诀表。其后，乘法口诀表

广为流传，并且出现了“大九九”和“小九九”两种口诀形式。

此外，日本的“九九”表、印度的乘法口诀等都通过各自独特的

形式记录了不同范围内的乘法口诀。此设计使学生们了解到九九

乘法口诀表示着中国勤劳民众的伟大开发创新，对全球文明的发

展提供了极大奉献，并进而提升了中华民族自尊心与荣誉感。

六、在课后作业设计中融入思政教育

在相关政策的要求下，要提高教学质量，减少学生的作业负担，

要少布置一些重复性作业，机械性作业。我们要布置一些有价值

性的作业，对学生各方面能力有所提高的作业，最好是能够帮助

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作业。我们就可以在数学作业布置中

融入思政教育。

《1 亿有多大》为例，布置课外实验作业：“假如每人每天

浪费一粒米，那么全国每天会浪费（    ）粒大米，相当于（   ）”。

对于这个发现你有什么体会 ?（　）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这个作

业。学生在计算中体现 14 亿人一天浪费 14 亿粒，天平称出 100

粒米大约克，那么 14 亿粒米大约 8 吨。假如全家三口平均每天食

用五百克大米，8 吨米全家三口能食用上 153 年。此题培养了学

生数学综合素质，使学生学会了用数学的思维思考实际世界，用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条理的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再次感受到

一粒米消费的可怕性，身为孩子的我们明白了每天节省一粒大米

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告诫自己，告诫家人，不许浪费粮食，要把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节俭落到自己的生活实际，杜绝浪费。

思政教育在培养过程中是持续的，而不是阶段性的，所以我们

要把德育具体，精细，恰当的内容溶于数学核心素养培养的过程中，

使学生首先建立正确的价值观，然后再去建立必要的品德和关键才

能。教育必须把育人观念摆在首位，始终以品德为先，才能使他们

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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