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18年9月29日本版编辑 陈苏琳

E-mail:dldxnewspaper@sina.com Tel:0411-87403676
“课程思政”建设专版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北京大学同青年学生的座谈中指

出，青年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

起，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

己的基本遵循，并身体力行大力将

其推广到全社会去。而引领青年学

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加强课堂教

学中的思政教育重任就落在教师的

身上。

作为课程思政核心的教师，要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深刻领

悟，才能把思政的“钙”补进学生的

“骨质”。因此，我们高数老师深挖

其内在包含，找到《高等数学》课程

的思政点，将思政教育融入到课堂

之中。

下面我仅结合着，如何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高等数学有机融

合的几个例子介绍给大家，希望得

到老师们的共鸣。

一、教师在言语行为上引领学
生爱国

高等数学又叫微积分，主要的

内容更多选自于西方国家的一些重

要的数学成果，像我们所熟知的牛

顿、莱布尼茨等等是为微积分的创

立做出很大贡献的数学家。但是我

们国家的数学家对数学的贡献也是

不容小觑的。在开学第一章学习极

限概念时，自然要提到阿基米德（公

元前 287-公元前 212），他利用割圆

术求得的圆周率约为3，但是当时却

没有提及极限的思想。这时，我就

会继续介绍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

徽（公元 3世纪）在利用割圆术穷竭

法算出的圆周率的近似值是3.1416.
穷竭法事实上就是极限思想！无独

有偶，在《庄子 天下篇》中

有这样一句描述：“一尺之

锤 ，日 取 其 半 ，万 世 不

竭”！而这体现出来的恰

恰也是极限的思想。就短

短几句话，并无需太多时

间，但对于同学们来说，更

容易激发起他们的爱国情

怀，同时也由衷地迸发出

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

认同感！

二、教师用敬业来带
动学生敬学

敬业是公民的重要价

值准则，也是最基本的职

业道德要求。作为一名教师，从上

课不迟到、不早退、不偷懒做起，不

断探索高数教学最前言的学科信息

来充实教学，尽职尽责，并以这种敬

业的态度来感染学生，俗话说，言传

不如身教！长此以往，学生就会做

到不迟到、不缺课、上课认真听，作

业认真做，课后认真思考总结，从而

带动学生把学好当成自己的首要职

责，进而达到敬学的境界。

三、教师让学生在诚信中收获
成功

每年新生入校，我都会告诉他

们，四年大学生活充满各种机遇与

挑战，在面对它们时，我们时刻都要

秉持一颗诚信的心：学习过程中要

老老实实，不能自欺欺人；考试中要

规规矩矩，不能有非分之想；与人交

往时，要言而有信，不能背信弃义。

而诚信的铸就不是一日之功，要日

日精诚，时时守信。这就像数学极

限中有这样一个例子：有 n个量，当

n趋向于正无穷大时，每个量都是趋

向于零的无穷小量，但是它们相加

后就不是一个趋向于零的无穷小

量，而是一个实际的数了。这个道

理告诉我们，小事积累后将变成大

事，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

程。所以，诚信要从小事做起，人可

以不得志，但切不可因小失大，丢掉

了诚信！

四、教师要与学生建立和谐与
友善的良好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教师节慰问北

京师范大学师生时指出“教师要有

仁爱之心”。教师与学生交流时，要

以最大的爱心去包容学生在成长过

程中所有的不足、所犯的错误，要有

微笑轻松的神态、慈祥可亲的目光、

恰当有力的鼓励，这些都让学生感

受到在大学这个大家庭当中，老师

是他们最贴心的依靠。我们高数的

学生里，有不小一部分是来自于新

疆的少数民族的学生，他们经常会

因为数学基础薄弱，上课听不懂，考

试成绩不理想而自卑，想要放弃。

此时，作为一名老师就要以最大的

善意去帮助他们。比如在我的班级

里，我会利用每一次与他们接触的

机会与他们聊他们的家乡、唠他们

的生活……久而久之，我们的心近

了，我会在班级组成学习小组，但不

会刻意去强调小组成员对于他个人

要如何给予帮助，而是让他们彼此

以平等的身份进行沟通和学习。当

习题课和复习课时，小组为单位就

会坐在一起，学习自然而然的就形

成集体的行为。他们的团结互助就

会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积极主动的

行为，而不是被动的要求。表面上

看，是他们获得人人满意的成绩单，

而事实上，这是小群体的集体意识

在起着大大的作用。他们的团结，

他们的和谐，他们对彼此的信任，他

们互帮互助的这样一种行为，正在

构建一个积极向上，团结一心的一

个和谐的集体！我想，有了这样的

精神，班级管理也一定错不了！

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先生不

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

学生不应当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

习人生之道。”我想不论是何种课程

的教学，教师都肩负着教书育人、立

才树德的重任，都承担着既教给学

生知识、又教会学生做人的职责。

教师是一个职业，更是一个事业，它

有起点，但是从无终点，在教学之路

上，我永远都要做一个好学的人，不

断汲取知识，不断丰富自己，这样才

能更好的服务于学生，服务于社会。

以上仅仅是作为一名高等数学

这门公共基础课老师的一点体会，

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也还有许多需

要学习的地方，还希望得到在座的

领导和各位优秀老师的批评指正，

得到大家更多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使得我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更好

的开展课堂教学，更好的融入课程

思政建设中来。

“课程思政”是个新课题，所以感觉无经

验可交流；但好在“课程思政”又是个老话题，

以往在课程教学中有些做法取得过良好效

果，又暗合其要旨，再加上新的思考，试着抛

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课程思政”的缘起与兴起
学界一致认为，“课程思政”做为一个学

术概念，在 2005年即被提出，所以说它是个

“老话题”。当时是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门在推

进义务教育阶段德育综合改革进程中率先提

出这一理念，但是此后并未引发广泛的共鸣，

特别是没有迁移至高等教育。2016年 12月
以前，几乎查阅不到以“课程思政”为主题的

有价值的学术文献。但从2017年至今，在中

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CNKI）搜索主题

为“课程思政”的文献，可以得到近 500篇文

献，可谓“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那么促发“百花齐放”的那股“春风”是

什么？可以确定就是 2016年 12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特别是其中“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同向同行”、“协同效应”等指示。这种井喷

式的研究热潮，不能简单归结为高校是对中

央指示的简单追捧和跟风，在习总书记方向

指引之后，为什么诸多的解决路径并未像“课

程思政”般引发热潮？恰恰说明，“课程思政”

有可能是诸多解决路径中的“最佳方案”。

“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同向同

行”、“协同效应”，是方向指引、是基本遵

循、是希冀期许，然而对于高等教育工作者

而言，我们应自知这更是一种批评和激励。

因为这些指示实际上是因问题而做出，“问

题”是什么？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普遍出现

了思政课程的“不到位”和其他专业类课程

的“德育失位”。前者，我并无发言权。后

者，我们很早之前已经开始了思考，并做了

一些有益的探索。

二、德育元素的挖掘与设计
1.关于课程目标的思考和探索

2009 年，我们进行课程教学改

革，后来申报了《创建解剖学现代教

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这一校级教改

课题，其中的解剖学“现代教学模式”

区别于以往的核心，就是希望能将课

程的智育目标与德育目标深度融合。

但是，当时遇到了难题，我们发

现，各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对

德育目标的要求含混而不成体系，所

以课程目标中的德育目标也随之丢

失。为此我们经过调研和探索，设计

了医学生培养的“情感、态度、价值

观”维度的目标体系，即以爱国主义、

家国情怀为核心的“情感”目标；以职

业素养、科学精神为核心的“态度”目标；以职

业价值、人生价值为核心的“价值观”目标。

通过对解剖学教学过程、内容的挖掘，决定要

把“点”打到态度目标。对其进行细化，制定

了第二层次的“态度”目标，其中的职业素养

包括医学伦理为约束、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

职业操守和敬畏生命、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

而其中的科学精神则包含了刨根问底、追根

溯源的科学执念；实事求是、敢于质疑的批判

精神；勇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创新意识；精益

求精、物尽其美的工匠精神。

2.解剖实习中的德育元素的挖掘与设计

有了这个目标体系，我们“按图索骥”，去

挖掘教学过程和知识点中蕴含的育人元素，

很快即意识到尸体解剖操作与医学人文精神

的契合点，借鉴兄弟学校的先进经验，设计和

开展了向“无语体师”致哀仪式，让学生体会

“生”与“死”、“死”与“尸”、尸体标本“人”与

“物”双重属性的辩证关系，达到培养其“珍视

生命、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医学人文教育

目的。在实习操作过程中，贯彻“误做识害、

误做思害”的理念，以达到科学精神教育目

的。这些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开展，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学生不再在实验室中嬉笑打闹，面

对尸体标本开始由畏惧和嫌弃变成了敬重和

仔细。以上述理念为核心的一门新开课的课

程设计，获得了大连大学首届课程设计大赛

唯一的一等奖。2015年，在学校支持下，医

学部、院和解剖实验室共同努力下，大连大学

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中心成立，医学人文教

育有了新的基地和依托，医学院解剖教研室

和实验室借势推出了“生命在奉献中延续”主

题活动，并带领学生参加市卫计委和红十字

中心举办的遗体捐献相关活动，让学生与真

实的捐献者及其家属面对面的交流、互动，对

学生产生了极大的震撼，捐献者“我允许你在

我身上划千刀万刀，是希望你将来不在患者

身上划错一刀”的感人话语，令众多学生“泪

目”。可以说，人体解剖学的医学人文熏陶和

思想政治教育迈上了新的台阶。

3.理论教学中的德育元素的挖掘与设计

除了实践教学，在课改的研究与实践中，

我们也按照德育目标体系，对解剖学知识体

系中的育人元素进行了一定的挖掘，例如在

“语言中枢”知识点的处理中，挖掘了法国医

生布洛卡（Broca）发现运动型语言中枢

（Broca区）这一素材，摆脱了以往纯粹介绍知

识点的做法，起到了传播科学精神的作用，课

堂教学效果非常显著。学生反应，“认识了一

个人、知道了一件事的来龙去脉，不仅记住了

全部知识，里面蕴含的正能量也受用终生”。

三、关于“课程思政”几点思考
1.专业课程中德育“失位”之根与“归位”

之源

现在回顾，当时的目标体系既有越俎代

疱之嫌，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总结来看，

从教育教学规律而言，专业课程中德育之“失

位”，培养目标中德育目标的“失位”为其根，

我们的工作暗合“课程思政”之要旨，取得了

效果，是寻到了德育目标“归位”之源，对于现

在的工作可能应有借鉴意义。

2.课程建设与“课程思政”的关系

“课程思政”当然可以看做是一种新的教

学理念，可究其本质，其不过是专业课程中德

育“失位”后的“归位”思路与方法。如果从这

个角度理解，“课程思政”本身就应是课程建

设的一部分，而且是以往忽略了的、极为重要

的一部分。既要教书也要育人，德育教育应

该作为一种信念，深植于课程建设之中。

3.“富矿”理论

我们觉得，专业课程中的学科史和生产

生活实际，是“思政”元素集中的“富矿”，等待

着我们去挖掘。同时就像矿产挖掘出来，一

般而言是不能直接使用的，需要去提炼和加

工，也就是对课程中的“思政”元素进行加工

处理，亦即充分挖掘之后，要有巧妙处理。

4.“盐”与“汤”的关系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某些知识点索然无

味，提不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课程思政”可能

恰恰是其最好的解决方案。正如有人比喻的

课程与“思政”是“汤”和“盐”的关系，课程是

“汤”、“思政”是“盐”，汤里不放盐必然淡而无

味，又不能边喝汤边吃盐，盐一定要融入汤中

还要适量，这就使通过巧妙设计使科学知识

与“思政”元素水乳交融，最终达到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的效果。

总之，“课程思政”是课程建设之本责，德

育教育是高校教师之本职，我们理应做好，让

科学知识更有“温度”、让课堂更有“温暖”、让

教学更有“温情”。

我是 2001年来大连大学工作的，在

我的印象里，大约有十年左右的时间，我

总是被本专业的学生问道：咱们这个专

业有什么用？2005 年开始给研究生上

课，研究生也问这个问题，这几年，不大

有学生问了。但是确实有几年的时间我

觉得自己被这个问题钉死在那里了，它

逼着我想了很多。所以每年这门课的第

一堂课，我都会先谈这个问题。

一、培养民族认同感、爱国心
台湾作家龙应台写过一篇文章《沙

漠玫瑰的开放》，专门谈她对历史的认

识。文章是这样写的：

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给我带了一

朵沙漠玫瑰。拿在手里，是一蓬干草，真

正枯萎、干的、死掉的草，说明书告诉我，

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第八天它会完全

复活。我就把这一团枯干的草，用一只

大玻璃碗盛着，注满了清水放在那儿。

从那一天开始，我跟我两个宝贝儿子，就

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么样了。第一天

去看它，没有动静，还是一把枯草浸在水

里头；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个

中心，这个中心已经从里头往外头稍稍

舒展松了，而且有一点绿的感觉，还不是

颜色；第三天再去看，那个绿的模糊的感

觉已经实实在在是一种绿的颜色，松枝

的绿色，散发出潮湿青苔的气味，虽然边

缘还是干死的。它把自己张开，已经让

我们看出了它

真有玫瑰形的

图案。每一天，

它核心的绿意

就往外扩展一

寸。我们每天

给它加清水，到

了有一天，那个

绿已经渐渐延

伸到它所有的

手指，层层舒展

开来。第八天，

当我们去看沙

漠玫瑰的时候，

刚好我们一个

邻居也在，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到厨房里

去看。这一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完

整的、丰润饱满、复活了的沙漠玫瑰！我

们三个疯狂地大叫出声，因为太快乐了，

我们看到一朵尽情开放的浓绿的沙漠玫

瑰。这个邻居在旁边很奇怪地说，不就

一把杂草，你们干吗呀？我愣住了。是

啊，他看到的就是一把挺难看、气味潮湿

的低等植物，搁在一个大碗里；也就是

说，他看到的是现象本身定在那一个时

刻，是孤立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现象和

现象背后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

丝万缕的来历。于是，这个东西在我们

的价值判断里，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它

的复活过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惊骇演

出。我们能够对它欣赏，只有一个原因：

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在哪里。知不知道这

个起点，就形成我们和邻居之间价值判

断的南辕北辙。

龙应台先生在文章中评论道：“对于

任何东西、现象、问题、人、事件，如果不

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

底代表什么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

何从判断它的未来？”她还说：“对于历

史我是一个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学

生。四十岁之后，才发觉自己的不足。

以前我只看孤立的现象，就是说，沙漠玫

瑰放在这里，很酷，我要改变你，因为我

要一朵真正的芬芳的玫瑰。四十岁之

后，发现了历史，

知道了沙漠玫瑰

一路是怎么过来

的，我的兴趣不

再是直接的评

判，而在于你给

我一个东西、一个事件、一个现点，我希

望知道这个事情在更大的坐标里头，横

的跟纵的，它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上？

在我不知道这个横的和纵的坐标之前，

对不起，我不敢对这个事情评判。”

借着龙应台的这篇文章，我想说的

是，对我们民族的历史 ，既不要妄自菲

薄、也不要妄自尊大，去了解它，真正了

解它，去了解它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

历，你才能真正明白它美在哪里，这不是

审美冲击产生的美，这是因为了解的情

感产生的美。所以历史学的价值和意义

在于培养发自内心的民族认同感。

二、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
从小到大，我们经常说“中国的历史

悠久、文化灿烂”，说得太久，人就麻木

了，没感觉了。当报纸上，或者讲话中出

现一句“中国的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

多少人会马上产生一种自豪感？恐怕不

会太多。因为事实上并没有多少人理解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真正内涵，比

如十年前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中国文明是

古代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因为

十年前我给学生讲课的时候，关于这一

点还是需要特意强调的知识点。

这几年，关于中国文明是古代四大

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说法流行起来，

也出现在了中央领导人的谈话中。去

年，也就是2017年的11月8日，习近平在

陪同特朗普参观故宫时，两人有一段对

话：

特朗普：“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5000年前或者更早，所以你们有 5000年
的历史？”

习近平：“有文字的（历史）是 3000
年。”

特朗普：“我想最古老的文化是埃及

文化，有8000年历史。”

习近平：“对，埃及更古老一些。但

是文化没有断过流的，始终传承下来的

只有中国。”

特朗普：“所以这就是你们原来的文

化？”

习近平：“对，我们这些人也是原来

的人。黑头发、黄皮肤，传承下来，我们

叫龙的传人。”

特朗普：“这太棒了！”

网上有老百姓评论，习书记的话很

让中国人自豪。不过，这个问题还可以

继续问下去，知道了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又怎么了呢?我想问的是，又有多少人思

考过中国文明连续性的意义何在？

有一位学者说过这样一段话：

中国文化和文明不同于其他文化和

文明，是完全自然演变发展而来，借用中

国古人的用语来说，实际也就是人类发

展的“大道”。世界文化实际可以划分为

两大单元，即原生道路的文化单元和次

生道路的文化单元。中国是唯一从第一

代文明延续下来的原生道路的文化，故

独立构成了一个大单元。世界其他主要

文化，则由于第一代文明的灭亡和相互

影响，而共同构成了另一个大单元。正

因为世界两大单元的特点，所以不能简

单地套用其他文明的起源发展规律来理

解中国文化。恰恰相反，揭示中国文明

起源发展的规律，揭示它的方方面面的

特征，不但对于中国，而且对于我们理解

整个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及其未来的

走向，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如何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我在以前

的讲课中，经常举这样一个例子，咱们学

校素质教育基地的展览，关于人的生命

那一部分，有一个系列标本，就是胚胎如

何一点一点长成人，第一个月怎么样、第

二个月怎么样，一直到最后出生前的成

熟的样子。如果给你两个这样的系列标

本，一个是连续无中断的，一个是缺了三

月、五月、六月的，你觉得哪一个系列更

有利于研究生命是如何发育成长的，是

有中断的那一个，还是没有中断的那一

个？

当然是没有中断的那一个。所以人

类文明发展的道路，如果想要选择一个

原生型的文明作为解剖的样本，那只有

中国。说白了，你想研究人类文明的发

展史，以中国文明作为主线、作为参照的

坐标，可能更具意义。那意味着现在许

多的历史书，包括国外的，如果他们认可

这种原生文明更具坐标意义的话，很多

他们的历史书都得改写，而且是大的改

写。

中国如果足够强大的话，这种改写

会成为现实。

今天我们使用的公元纪年是以基督

降生作为时间的开端，它反映了什么？

它反映了西方文明对世界的影响。大家

想一想，如果今天全世界通行的是中国

的干支纪年，它又说明了什么？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

三、激发民族担当感、责任心
我刚才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如果

以中国文明作为主线、作为参照的坐标，

很多外国的历史书都得重写，中国文明

是古代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这

是历史事实，但现在有多少外国人能够

接受历史书以中国文明为主线进行书

写？为什么不能接受？因为我们不足够

强大。中国在许多方面还需要更艰苦的

奋斗和努力。

别的领域我不知道，我以中国史学

界的现状为例。我对中国史学界目前状

况的评价是个战国时代。什么意思呢？

西方史学在二战后的发展和变化非常

快，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都出了很多新

东西，中国史学的发展确实落在了人家

的后面。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与国

际学术界接轨，国外史学不同时间段出

现的不同的新理论一下全进来了，不同

的学者接触吸收了不同的理论和方法，

都觉得自己学到的是新东西，因为那对

于中国学者来说确实都是新东西。还有

一部分学者深受新中国建立以来马克思

唯物史观的影响，坚持用马克思的理论

解读历史。还有一部分学者对西方的理

论和方法比较疏离，青睐于中国清代以

来的传统考据学。而无论是学西方理论

的、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还是坚持传

统考据学的，各自内部也各有各的争论，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战国时代。平心而

论，这三种史学研究的倾向性各有各的

优势。中国自己的史学有很多优秀的传

统，清代学者在历史考据学上取得的成

就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座高峰，被称为

乾嘉考据。西方史学紧跟时代，不断推

陈出新，极大地拓展了史学的范围、开掘

了史学的深度。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包

括阶级分析的方法，只要不是僵化、教条

地使用，而是活学活用，对于解读历史有

它特别的穿透力。

我个人觉得，中国史学界未来的发

展趋势，应该是这三种研究倾向的融合，

能不能出来一个真正好的东西，很可能

取决于这三种视角能融会贯通到什么程

度。中国史学应该为世界史学界做出属

于自己的贡献。无需讳言，在全球化的

世界环境中，中国史学并没有在世界史

学界占有一席之地。19世纪德国的兰克

史学、20世纪法国年鉴史学、美国计量史

学，再后来的后现代史学、新文化史、生

态史学等等，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

美国等很多国家都有名家名作，非常有

代表性。中国有什么？没有什么。而中

国是可以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今

天这种战国时代，可能恰好是一个契机，

如果我们真的把传统的、西方的、马克思

主义的，最优秀的养份都吸收进来，那会

是一个既有自己特色，又能进行世界对

话，兼容并蓄、深沉厚重的史学宝库。

但是融会贯通谈何容易？！扪心自

问，中国传统史学的优秀内涵还远远没

有挖掘出来、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吸收还

远远不够深入、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研

究还远远不够拓展。一方面，中国史学

界目前面临跨越式发展的契机（人家用

了很多年一步步走来，我们一股脑地全

看到了），但另一方面，鱼目混珠，自己家

东西要整理，哪些东西丢掉哪些留下，从

别人那里拿来的东西，哪些丢掉哪些留

下，留下的东西和自己东西如何协调，所

有这些都需要时间。一代人、两代人、三

代人，能不能做出个样子来，真的需要沉

下心来，一点一点地去啃。

其实史学界的这三种思潮，西方的、

传统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正与中国改革

开放后我们的社会被三种思潮所影响的

状态是一致的。现在的中国人，脑子里

有没有传统的东西，当然有，仁义礼智

信，那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有没有西方

的，当然有，麦当劳、肯德鸡、好莱坞大

片、家乐福、麦凯乐，这些都已经成为中

国人生活的一部分；还有马克思主义指

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教育、

共产主义理想。这三种思潮，或者说三

种思想成份存在在每个中国人的头脑

中，只是程度不同，轻重不同罢了。中国

的伟大复兴，从某种角度而言，就是能不

能很好地将这三种思潮的养分吸收、融

合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非常厚重的文

化力量。而这正是我们中国正在做的

事。

所以从历史的眼光看，我们可以看

到过去、可以认识现在、可以明辨将来，

从而理解自己所担负的责任。

弘扬师德立德树人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课程思政”建设推进会观摩课讲稿、经验交流选登

历史学的价值与意义
——“课程思政”观摩课讲稿

历史学院 郝虹

充分挖掘 巧妙设计
课植信念 润物无声

——“课程思政”经验交流
医学部 陶然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高
等数学有机融合

——“课程思政”经验交流
信息学院 柳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