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编号 单位 教改项目名称
项目负
责人

项目组成员
项目
类别

611 2021BKJGLX611 天津工业大学 服装专业“金课”在线开放课程与思政教育的融合模式创新与实践 何崟
杜娟娟、单毓馥、李晓志、杨秀丽、王晓云、龚雪燕
、刘利

3

612 2021BKJGLX612 天津工业大学 面向智能纺织的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方向的课程体系建设 梅云辉
牛萍娟、张建新、付贤松、刘宏伟、韩丽丽、张博雯
、宁平凡

2

613 2021BKJGLX613 天津工业大学 “双一流”纺织学科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王善利
柳青、吴倩、刘国强、李大玲、李善杰、李超、赵丽
倩

5

614 2021BKJGLX614 天津工业大学 基于OBE理念的学科竞赛创新实践型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探究 段晓杰 徐伟、孟德军、石嘉、荣峰、高铁成、王宁 2

615 2021BKJGLX615 天津工业大学 新文科背景下数字视频制作课程体系建设与产学合作育人模式改革研究 朱旭辉 云海辉、车传峰、倪玲、左惠、吕堃、李艳、郝心心 3

616 2021BKJGLX616 天津工业大学 新一代信息技术背景下的理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裴永珍
张霞、刘明、谭建国、王国庆、吴雄华、王小超、赵
璐

2

617 2021BKJGLX617 天津工业大学 新文科背景下工科高校艺术类专业提升建设及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实践研究 徐丕文 李铁、王京跃、徐暕文、李晖、黄临川、张蕾、靳彦 2

618 2021BKJGLX618 天津工业大学
智能制造领域交叉融合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人工智能+x”微专业的建设研
究

汤春明 宋丽梅、王红一、朱新军、张荣华、王书舟、高虹 2

619 2021BKJGLX619 天津工业大学 美育视域下京津冀高校纺织非遗教育传承模式探究与实践 尹艳冰 胡玉莹、姜弘、闫瑞霞、孙欢 3

620 2021BKJGLX620 天津工业大学 新时代高校工科专业劳动教育体系建设研究 马涛 尹艳冰、张亮、郭晶、李尚乘 2

621 2021BKJGLX621 天津工业大学 以能力培养为核心对纺织相关专业基础化学课程系列化教学改革与探索 安会琴 王兵、余建国、曲玉宁、董林芳 3

622 2021BKJGLX622 天津工业大学 “线上线下”《纺纱学》全英文课程案例式教学改革与实践 李凤艳 王建坤、张淑洁、赵立环、周宝明 3

623 2021BKJGLX623 天津工业大学 基于新工科具有纺织特色机械设计基础系列课程小班课教学改革与实践 赵镇宏
高淑英、杜玉红、莫帅、畅博彦、温淑鸿、朱凌云、
武志花

3

624 2021BKJGLX624 天津工业大学 “新工科”理念下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协同育人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韦然
王金海、郑羽、陈瑞娟、崔军、王敏、陈洪丽、王慧
泉

2

625 2021BKJGLX625 天津工业大学 纺织品牌传播微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张荣恺 郝心心、王熙、朱旭辉、车传锋、阮璋琼、王晏殊 3

626 2021BKJGLX626 天津工业大学 新工科视域下提升传统专业学生工程创新能力的实习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巩继贤
牛家嵘、刘建勇、杨文芳、任海涛、刘元军刘秀明李
政

4

627 2021BKJGLX627 天津工业大学 纺织品艺术设计课程“小班制”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张毅 荆妙蕾、陈昌、王建坤、王庆涛、郝志坚 3

628 2021BKJGLX628 天津工业大学 纺织院校立体化课程思政支撑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探索与实践 郭玉高 卢素敏、刘秀军、严峰、张庆印、卞希慧、马爱静 3

629 2021BKJGLX629 天津工业大学 “纺织非遗嵌入式”人才培养教学创新模式与实践 徐军 刘飞凤、苏浩荣、王小波、庞博、王昭、郑勇 3

630 2021BKJGLX630 天津工业大学 践行“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育人理念，开创大学生创新创业新模式 张雯 刘晓辉、齐琳、张桂芳、石海峰、何洋 4

631 2021BKJGLX631 天津工业大学 以新工科为背景的智能信息处理课群体系改革与实践 陈纯锴 关雪梅、卢敬、汤春明、吴骏、谢玉芯、龙帮强 3

632 2021BKJGLX632 天津工业大学 课程思政赋能一流课程建设的研究与探索 郭翠娟 徐伟、卢敬、李秀艳、石博雅、段晓杰 3

633 2021BKJGLX633 天津工业大学
工匠精神驱动下面向纺织智能检测的传感器与检测技术一流课程教学模式探
索

纪越
宋丽梅、熊慧、王红一、刘近贞、田慧欣、陈奕梅、
张牧

3

30



序号 项目编号 单位 教改项目名称
项目负
责人

项目组成员
项目
类别

679 2021BKJGLX679 天津工业大学 以思政建设为核心的展示设计课程多维度教学模式与实践 王芝湘 张立、庞博、任莉、赵俊杰、倪春洪、孙静、马澜 3

680 2021BKJGLX680 天津工业大学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平台下工程实践类课程思政建设研究与实践 沈振乾
涂丽平、万振凯、王浩程、杜启飞、郭玲、冯志红、
李春婵

3

681 2021BKJGLX681
天津工业大学、天津逗皮
科技有限公司

纺织院校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实践 吴雄华 汪晓银、孙硕、葛春宝、陈雅颂、于伟 2

682 2021BKJGLX682 天津工业大学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背景下艺术概论课程的改革与实践研究 赵长娥 任莉、张立、宫建燕、陶睿、宋魁友 3

683 2021BKJGLX683 天津工业大学 纺织教育对外开放培养模式创新改革研究 买巍
马崇启、姜亚明、赵世怀、张云楠、薛梅、董悦、叶
英杰

1

684 2021BKJGLX684 天津工业大学 生物医学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与实践 关雪梅 卢敬、陈瑞娟、王瑶、田磊、陈纯锴 4

685 2021BKJGLX685 天津工业大学 依托纺织特色自制设备提升学生工程能力的电子实践课程改革与实践 史风栋
孙玉宽、徐国伟、冯志友、山鹰、刘意、张子敬、赵
林

4

686 2021BKJGLX686 天津工业大学 一流课程建设背景下数学分析“课程思政”探索与实践 刘明
张霞、石洛宜、刘胜强、霍胜进、赵晓芃、曹天庆、
颜晓琳

3

687 2021BKJGLX687 天津工业大学 “双一流”背景下纺织高校物理化学线上线下一流课程建设与实践 贺晓凌 严峰、王丽丽、张赛晖、杜斌、吕义 3

688 2021BKJGLX688 天津工业大学 “新工科”背景下纺织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与评价体系研究 王维 荆妙蕾、李静、刘秀明、张静、马崇启、马美君 5

689 2021BKJGLX689 天津工业大学 中国纺织工业发展史融入大学生“四史”教育研究 李倩 钟彬、裴庚辛、张俊峰、张文涛、赵丽华、高德罡 3

690 2021BKJGLX690 天津工业大学 “双创”教育与服装设计专业教育融合的教学改革与实践 姚远 白娜、陈昌、石恩、徐娜 4

691 2021BKJGLX691 天津工业大学
理工类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水平提升的课程管理制度与保障体系建设研究——
以天津工业大学为例

李尚乘 马涛、王春红、吴燕卓、陈伟、卢敬、齐琳 5

692 2021BKJGLX692 天津工业大学 民族艺术融入高校艺术设计课程的模块式教学体系研究 高立燕 张立、庞博、马澜、金彦秀、李静、徐娜 3

693 2021BKJGLX693
天津工业大学、天津商业
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宝德
学院

服装设计专业课程线上线下混合模式建设 李凌 范文娲、刘巍、刘天鹏、李安其、牛洪涓、石娜娜 3

694 2021BKJGLX694 天津工业大学 守正创新理念下，四维共进的服装史教学改革与实践 范文娲 李凌、徐军、肖军、孙戈 3

695 2021BKJGLX695 天津工业大学 校企合作模式下纺织服装专业面料产学研教学平台建设 苏浩荣 徐军、庞博、刘伟、刘飞凤、郑勇、王薇、张磊 4

696 2021BKJGLX696 天津工业大学 纺织工程专业《工程力学》课程的思政教育元素挖掘与实践研究 张旭 邢静忠、阮江涛、肖霞、葛根 3

697 2021BKJGLX697 天津工业大学 《工程图学》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建设与实践 何俊杰 徐蔚、李斌、杨素君、方艳 3

698 2021BKJGLX698 天津工业大学 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构建与评价机制研究—以大学英语教研室为例 张金柱 张兴国、张怡、朱丽巍、肖立新王治国 5

699 2021BKJGLX699 天津工业大学 “新文科”背景下的艺术实验示范中心实践教育创新发展模式研究 刘飞凤 刘飞凤、徐军、苏浩荣、庞博、任成元、王薇、肖军 4

700 2021BKJGLX700 天津工业大学 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实践课程体系研究与实践 王红霞
王文涛、张桂玲、赵林、孙玉宽、李春婵、刘意、于
翔

4

701 2021BKJGLX701 天津工业大学 信息化手段优化助力高校教学管理服务提升策略研究 陈伟 王春红、王晓敏、韩抒真、卢敬、李尚乘、骆仕杰 5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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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纺织之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申报书 

 

 

 
 

 

 

项  目  名  称 
一流课程建设背景下数学分析“课程思政”探索与

实践 

项 目 负 责 人 刘明 

负责人所在单位     天津工业大学（盖章） 

填  表  日  期 2021 年 4 月 5 日 

 

 

 

 

 

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印制 



 2 

填 表 说 明 

 

 

一、每项课题限报负责人一人。课题申请人必须是该项目的实际主持者，并在该课题研究中承

担实质性任务。课题负责人须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

须由同专业两名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人员书面推荐。 

二、每一申请人同一时间内只能承担一项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 

三、课题组主要成员是指除课题负责人之外的课题研究方案的设计人员、研究人员与子课题负

责人等，人数不得超过 7 名。 

四、申请书须经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领导审核，签署明确意见，承担信誉保证并加盖公章后方

可上报。 

五、本表数据将全部录入计算机，申请人必须逐项认真填写。 

1、 有选择项的直接将所选的代码填入前方框内。 

2、 部分栏目填写说明 

项目名称：应准确简明，反映研究内容，最多不超 35 字（包括标点符号） 

工作单位：按单位公章填写全称 

通讯地址：按所列的三个部分详细填写，必须包括街（路名）和门牌号，不能以单位名

称代替通讯地址。注意填写邮政编码。 

主要参加者：必须真正参加本课题的研究工作，不含课题负责人。不包括科研管理、

财务管理、后勤服务等人员。 

预期成果：指预期取得的最终成果形式，限选报两项。 

六、本表用计算机和钢笔认真如实填写，交送一式二份，A4 纸双面打印，于左侧装订成册。 

 

 

 

 

 



一、 基本信息 

项目

简况 

项目名称 一流课程建设背景下数学分析“课程思政”探索与实践 

项目类别 3 

1．服务国家战略规划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教学改革

研究；2.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3.课

程建设与教学模式改革研究；4.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与实践教学改革研究；5.教学管理制度与质量

保障体系建设研究；6.自选项目 

项 

目 

负 

责 

人 

姓名 刘明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

年月 

1978年 2

月 

职称/职务 副教授/教研室主任 
研究

领域 
应用数学 

联系

方式 

单位 

名称 
天津工业大学 

邮

编 
300387 

通讯 

地址 
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 399 号 

电

话 
13821627465 

主要教学改革和科研工作简历 

教学改革简历 

(1) 202104，        主持天津工业大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项目         

(2) 201812，        获天津工业大学教学成果三等奖 

(3) 201601-201812， 主持天津工业大学教学改革项目 2 项 

(4) 20171102-1104，  参加教育部举办的“课堂教学的艺术培训班” 

(5) 201709，        天津工业大学优秀教师 

科研工作简历 

(6) 202104-至今，   天津市科委特派员 

(7) 201612-至今，   天津工业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副教授 

(8) 201401-201612，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2 项 

(9) 201308-201608   主持天津市高校科技发展基金计划项目 

项 

目 

组 

总人数 高级 中级 初级 博士后 博士 硕士 参加单位数 

7 5 2 0 0 0 0 1 

主
要
成
员(

不
含
负
责
人)

 

姓名 性别 
职称/职

务 
工作单位 项目分工 签字 

张霞 女 教授 天津工业大学 培养方案  

石洛宜 男 教授 天津工业大学 专业建设  

刘胜强 男 教授 天津工业大学 教改论文  

霍胜进 男 副教授 天津工业大学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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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芃 女 副教授 天津工业大学 实践平台  

曹天庆 男 讲师 天津工业大学 
案例资源

库 
 

颜晓琳 女 讲师 天津工业大学 
案例资源

库 
 

二、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近五年取得的与本项目有关的研究成果 

成 果 名 称 
参与人 

(排名) 
成果形式 

发表刊物、出版单

位、颁奖部门 

发表、出版、

获奖时间 

基于应用数学专业学

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数

学分析》实验教学平台

与微课程建设 

刘明 

（1） 

教学成果

奖 
天津工业大学 2018年 12月 

以企业需求为驱动的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实践体系的构建 

刘明 

（5） 

教学成果

奖 
天津工业大学 2018年 12月 

地方院校理科专业创

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的探索与实践 

张霞 

（3） 

教学成

果奖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

会 
2019年 10月 

天津工业大学优秀教

师 

刘明 

（1） 

优秀教师

奖 
天津工业大学 2017 年 9 月 

以信息产业为驱动的

信计专业课程体系的

改革 

刘明 

（2） 
论文 天津工业大学学报 2018 年 9 月 

信计专业信息论与编

码教学改革的探讨 

张霞 

（1） 
论文 天津工业大学学报 2015 年 6 月 

微课程《拉格朗日乘数

法》教学设计 

张霞 

（1） 
论文 天津工业大学学报 2017 年 9 月 

基于 CT 技术的投影重

建模型研究 

刘明 

（通讯作

者） 

论文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9年 12月 

系泊系统在不同海况

下的适应性与设计 

刘明 

（2） 
论文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8年 04月 

《分形几何》课程的教

学改革 

霍胜进 

（1） 
论文 天津工业大学学报 2018 年 9 月 

全国微课程大赛华北

赛区二等奖 

刘明 

(1) 
教学大赛 

全国高等学校教学

研究中心 
201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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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届全国多媒优秀

奖体课件大赛优秀奖 

刘明 

（2） 

多媒体课

件大赛 
教育部 2016 年 1 月 

天津市优秀教案 
刘明 

（2） 
优秀教案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2017 年 6 月 

美国数学建模竞赛一

等奖 

刘明 

（2） 
教学竞赛 

美国数学及其应用

联合会 
2019 年 4 月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

竞赛国家二等奖 

张霞 

（1） 
教学竞赛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

模竞赛组织委员会 
2016 年 9 月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

竞赛天津市一等奖 

刘明 

（1） 
教学竞赛 

中国工业与应用数

学学会 
2018 年 9 月 

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

大赛二等奖 

张霞 

（1） 
讲课比赛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2016年 10月 

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

大赛二等奖 

刘明 

（1） 
讲课比赛 

天津工业大学理学

院 
2016 年 2 月 

三、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近五年承担的研究课题 

课题名称 
参与人 

(排名) 
立项时间 批准单位 完成情况 

数学分析课程思政建

设 

刘明 

（1） 
2021.04 天津工业大学 在研 

基于应用数学专业学

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数

学分析》实验教学平台

与微课程建设 

刘明 

（1） 
2016.01 天津工业大学 已结题 

招生制度改革背景下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实验实践教学平台的

构建 

刘明 

（1） 
2017.12 天津工业大学 已结题 

以信息产业为驱动的

信计专业课程体系的

改革与构建 

张霞 

（1） 
2017.05 

“纺织之光”中国纺织

工业联合会 
已结题 

“十三五”天津市高等

学校创新团队(非线性

分析与优化及其应用） 

刘明 

（15） 
2018.03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在研 

非交换上同调在紧量

子群作用刚性研究中

的应用 

刘明 

（1） 
2013.10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已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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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赋范模的遍历性

问题研究 

张霞 

（1） 
2014.0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 
已结题 

天津市“用三年时间引

进千名以上的高层次

人才”计划 

张霞 

（1） 
2014.12 天津市人力保障局 已结题 

一类特定条件风险度

量模型空间的研究：理

论与实证分析 

刘明 

（2） 
2020.03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在研 

几类随机动力系统的

遍历性问题研究 

刘明 

（4） 
2018.04  天津市科学技术局 在研 

非自伴算子代数的顺

从性以及相关性质的

研究和应用 

刘明 

（2） 
2014.0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 
已结题 

四、项目研究的目的、意义和目标 

列明项目研究的国内外现状与趋势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本项目研究理论根据和

意义；所要达到的预期目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等 

1. 国内外现状与趋势分析 

(1)  课程思政的内涵 

课程思政是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

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

合教育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 年12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会议上就提出，

“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

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课程思政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

对培养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建设者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在北京大学

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课程是人才培养体系的最基本单元，课程思政是知识传

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的多元统一。而课程教学中往往由于各种原因而将这三者

进行了割裂，课程思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对这三者重新统一的一种回归[1-2]。

目前，课程思政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在多门课程中进行探索和实践。 

(2) 数学分析课程的性质与课程思政教学现状 

数学分析课程是数学系本科生的核心基础课程, 历来受到师生的高度重视，许

多后续课程，如实变函数、复变函数、泛函分析等，都是数学分析的直接延伸。数

学分析不仅在内容上为后继课程的学习提供必要的基础知识，而且它所体现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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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方法、处理问题的技巧、数学思想，在整个数学学习和科学研究中都起着重要

的作用。具有内容理论性强、抽象难以理解等特征，课时多、战线长、学习时间连

贯,这正可以为思政教育提供良好的平台。在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根据教学

内容，选取合适的切入点，寻找教材之外的正能量和正向导向的内容，融入思政元

素，让学生在课堂上不仅在专业技术提升能力，还可以得到人格上的熏陶，心灵上

的滋养，境界上的开拓，追求上的升华，更好的为学生的成长服务。目前，关于数

学分析课程思政的文献较多，如秦厚荣、徐海蓉等提出构建链接第一课堂与第二课

堂的课程思政平台的课程思政建设方案[3]；王慧、黄敏、张洪涛等从教师更新教学

理念、重组教学内容等方面对数学分析课程思政建设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与实践[4]；

李婷婷等关于数学分析课程思政实施策略给出了一系列的建议[5]；马昕对大学数学

类课程从提升教师思政能力、拓宽学生路径、改进学习理念等方面进行了思政建设

的实现途径研究[6]；王金华、向红军等提出结合专业特点、结合教学内容渗透进行

思政的良好建议[7]；解小莉，薛海连，吴养会等提出结合学校特色进行数学类课程

思政的实现路径[8]；高红亚从数学哲学、数学美学、数学人文等方面提供了若干个

思政教学案例[9]。上述研究大多是关于思政建设实施策略，也有部分是从案例建设

与分析入手的，但都缺乏整体全局观念进行研究的。 

(3) 分析类数学课程思政的发展趋势 

    随着课程思政建设进程的深入，在当今大思政观的背景下，各门课程的思政建

设不仅要逐点开花，而且要全面开展。结合国家一流课程建设进程，对数学分析课

程思政建设逐渐从碎片化的零散思政案例研究、思政实施策略研究过渡到对一门课

程的全局化研究，包括思政教学大纲、全套思政教学教案、思政教学元素案例库、

思政教学效果评价机制研究等，这是目前各类分析类数学课程的思政教学建设的发

展趋势。 

本项目正是在大思政观的背景下，结合一流课程建设进行的全套数学分析课程

思政综合教学平台和教学体系的构建。 

参考文献 

[1]习近平.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

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2016-12-09(01). 

［2陈宝生．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中国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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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2018( Z3) : 4－10． 

[3]秦厚荣 徐海蓉, 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的“触点”和教学体系建设, 2019,19:61-64. 

[4]王慧， 黄敏， 张洪涛. 数学分析“课程思政”的实践与思考[J]. 创新教育研

究， 2019， 7(5): 675-678. 

[5]李婷婷.数学分析“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的研究[J].科学咨询,2020,46:50. 

[6]马昕, 立德树人理念下大学数学类课程中的思政探索与实践[J]. 湖北开放职业

学院学报，2020，33(4): 59-61. 

[7]王金华 向红军, 数学分析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的探索与实践[J]. 湖南科

技学院学报, 2020, 41(3): 72-74. 

[8]解小莉，薛海连，吴养会, 农林院校高等数学“课程思政”建设探索与实践——

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例[J]. 黑龙江教育, 2020, 11: 30-32. 

[9]高红亚.“数学分析”中课程思政若干案例[J]. 保定学院学报, 2020, 33(5): 

112-115.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1) 数学分析课程教学过程中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引领三个目标出现断裂；教

师与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普的遍不足，对数学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意义认识

不清，对课程思政重视不够； 

(2) 已有课程思政研究文献中，对数学分析课程思政的研究大多是关于零散的思政教

学案例研究的，而缺少全局化的课程思政整体考量，缺少系统化的思政策略研究，

缺少完整的思政教学平台； 

(3) 已有文献中关于课程思政的研究均是关于为什么进行课程思政、如何进行课程思

政的，而没有关于课堂教学过程中课程思政实施恰当程度的研究； 

(4) 目前关于课程思政的研究多是关于思政教学案例和思政方法的研究，而很少有关

于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评价机制的研究，实施思政教学后学生的反应如何，学生的

成绩提升程度如何，这都是需要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3. 本项目研究理论根据和意义 

本项目是在国家一流课程建设背景下，对我校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

学、应用统计学、大数据应用与技术等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数学分析---关于课程

思政教学改革进行的探索与实践。作为数学专业最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数学分析

课程历来受到师生的高度重视，许多后续课程，如实变函数、复变函数、泛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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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是数学分析的直接延伸。数学分析不仅在内容上为后继课程的学习提供必要

的基础知识，而且它所体现的逻辑推理方法、处理问题的技巧、数学思想，在整个

数学学习和科学研究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本课程具有内容理论性强、抽象难以理

解等特征，课时多、战线长、学习时间连贯,这正可以为思政教育提供广阔的舞台。 

本项目将研究给出数学分析课程教学目标体系与思政教学大纲，思政教学电子

教案、思政教学视频、思政元素案例库，课程思政教学过程思政元素融入的系统策

略与实施原则，以及思政教学效果的综合评价机制，这不仅对学生进行了系统的思

想政治教育，而且将对数学分析课程的教学效果具有重大的提升，也为数学分析课

程建设国家一流课程做重要的准备，也将为其他专业基础课的课程思政改革提供可

以借鉴的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4. 所要达到的预期目标 

(1) 形成具有工科特色的数学分析课程教学目标体系与该课程思政教学大纲； 

(2) 编写全套的系统的数学分析课程思政教学电子教案，录制切实可用的的思政教学

视频，建立完备的思政元素案例库，以形成完整的数学分析课程思政综合教学平台； 

(3) 建立数学分析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将思政元素融入到课堂教学进程中的恰当度

实施原则； 

(4) 建立数学分析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评价机制。 

5.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本项目拟在现行的数学分析课程实施方案和教学目标体系中增设价值与情感目

标，研究给出以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元素的方式引领学生的价值取向，使教学

回归“三者统一”的全方位育人目标，进而编制数学分析课程思政教学大纲； 

(2)本项目拟在现行的数学分析课程教学内容中对所有章节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知识

点研究设置思政结合点，融入思政元素，编写全套的系统的本课程思政教学电子教

案，录制相应的思政教学视频，建立思政元素案例库，以形成完整的数学分析课程

思政综合教学平台； 

(3)本项目拟研究数学分析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将思政元素融入到课堂教学进程中的

恰当程度问题，拟研究思政元素融入的控制机制与精准实施原则； 

(4)本项目拟研究数学分析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评价机制，拟给出具体评价方法、评

价指标体系和评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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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研究的方案设计 

列明项目研究与实践的主要思路、具体措施、进度计划、创新点和关键点、推广应用

价值等，建议列出清晰的图表 
1. 主要思路   

本课题的框架思路 

 

 

 

 

  

 

 

 

 

 

 

 

 

 

 

 

 

 

 

 

2. 具体措施 

(1) 在数学分析课堂教学目标中增设价值与情感目标，以实现价值引领与情感塑造的

育人初衷，形成完备的数学分析课程思政教学目标体系； 

(2) 在现行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在新授理论课程环节中，每个课时设置 1-3 个思政结

合点，并明确指出该思政点的融入元素、融入方式，以形成完备的教学大纲； 

(3) 对教学大纲中设置思政结合点的章节，编写相应的思政教学电子教案，特别是对

具体要融入的思政元素讲清楚原题材、融入的方式、融入的时间以及预期要达到的

课程思政教学大纲  知识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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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效果等都要在教案中一一标明； 

(4) 利用学校专业录播室或课堂教学跟进录像功能对上述教学环节录制教学视频，视

频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 40-45 分钟时长的，教学内容为一节完整的教学进程，可

供学生在线学习使用，也可以作为课程建设的代表性教学视频；另一类是 15-20 分

钟时长的，教学内容为碎片化的知识点讲解，可供学生用于课下复习或随时学习的

微课程视频； 

(5) 制作数学分析课程思政元素的完整的案例库； 

(6) 给出课堂教学过程中思政元素融入恰当度控制实施原则：对每一个思政结合点的

实施过程中，对思政元素融入的时间点、单次时间长度，总融入次数、总时间，都

要一一给出具体的实施准则，以便教师的准确把握运行； 

(7) 研究给出课程思政课堂教学实施效果评价机制:通过发放学生调查问卷、组织学

生座谈等多种形式提取收集信息数据，利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所得到的信息数据进行

预处理，进而建立数学模型进行综合评判，给出切实可行的思政教学效果评价的指

标体系和具体标准。  

3. 进度计划 

(1) 第一阶段（2021.07.01-2021.12.31）结合一流课程建设，编写数学分析思政教学

大纲；编写《数学分析》（第一部分，1-3 章）思政教学电子教案；录制本部分思政

教学案例视频； 

(2) 第二阶段（2022.01.01-2022.12.31），编写《数学分析》（第二、三部分，4-12 章）

思政教学电子教案；录制本部分思政教学案例视频；建立数学分析思政元素案例库；

研究课堂教学过程中思政元素融入恰当度控制机制问题；撰写相关研究论文； 

(3) 第三阶段（2023.01.01-2023. 06.30），编写《数学分析》（第四部分，13-22 章）

思政教学电子教案；录制本部分思政教学案例视频；完善数学分析思政元素案例库；

研究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机制问题，并撰写相关思政教学研究论文； 

(4) 第四阶段（2024.01.01-2024.06.30），建立完善的数学分析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和思

政实践教学平台。发表研究论文，撰写研究报告，准备结题。 

4. 创新点和关键点 

（1）创新点 

    本项目研究在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上着眼于大思政观与国家一流课程建设相结

合，“思政是必需的，也是必须的”，思路新颖，观点独特。本项目首次给出数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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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课程的全套思政教学大纲和思政教学电子教案，从知识性把握的角度形成思政教

学元素案例库和教学视频，首次研究给出思政教学效果的评价机制和对思政元素融

入程度的实施原则。 

（2）关键点 

① 大思政观与一流课程建设紧密结合，形成新颖全套的思政教学大纲 

    如何将当前国家积极倡导的大思政观与数学分析一流课程建设的具体步骤相结

合，从而体现在教学大纲的编写中，这是本项目的一个关键之处。 

② 将数学专业知识、数学文化、数学哲学、古今数学思想、数学精英等相结合，建

立数学分析思政教学案例库 

   数学文化的基点，古今数学思想的剖析，数学精英故事的选取，故事的长短与深

入、相与思政结合点的切入方式等是本项目研究的另一关键点。 

③ 建立课堂教学中思政元素融入恰当度控制机制和思政教学效果评价机制 

   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一个思政元素要如何来讲、讲到什么程度、讲多长时间，对

学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都是需要好好考量的，也是需要精准把握的，这个恰当度

要如何控制需要有一个原则，对思政教学效果的评价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评价指标和

科学的评判方法，这方面的研究是本项目研究的重中之重。 

5. 推广应用价值 

分析类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的目的是高质量地建设大学数学教师队伍，深入挖掘

数学分。析课程的思想政治资源，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将价值引领、能力

培养、知识传授融入到课程教学的全过程，达到全面育人的目的，实现思想政治教

育目标与学生成长发展需求的一致性。 

本项目的实施旨在将数学分析教学的知识性与教育性统一起来，在传授和学习

数学知识的同时，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本项目研究将给出一整套易运行、可操作、

可借鉴的思政教学理论和电子课件，对其他数学类专业基础课程，如高等代数、解

析几何、常微分方程、实变函数、泛函分析等课程的思政教学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本项目首次给出了数学类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评价机制和思政元素融入，恰当

度的研究，所得成果可推广到其他行业特色型高校的数学类理论课程的思政教学中

去，而且可以推广到实践类课程的思政教学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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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预期研究成果 

主 要 阶 段 性 成 果 限 报 10 项 

序号 
研究阶段 

（起止时间） 
阶段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承担人 

1 
2021.07- 

2022.06 
数学分析课程思政教学大纲 教学大纲 刘明 

2 
2022.01- 

2023.12 
数学分析课程思政教学电子教案 电子教案 赵晓芃 

3 
2022.01- 

2023.12 
数学分析课程思政教学视频 教学视频 颜晓琳 

4 
2022.01- 

2023.02 
数学分析课程思政策略研究 研究论文 石洛宜 

5 
2023.01- 

2023.12 
数学分析课程思政元素案例库 案例资源库 霍胜进 

6 
2023.01- 

2023.12 

数学分析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恰当

度研究 
研究论文 刘胜强 

7 
2023.04- 

2024.03 
效果评价机制研究 研究论文 刘明 

8 2024.06 
一流课程建设背景下数学分析“课

程思政”探索与实践 
研究报告 刘明 

     

     

最 终 研 究 成 果（最 多 限 报 2 项） 

序号 完成时间 最 终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负责人 

1 2024.05 数学分析课程思政综合教学平台 教学平台 刘明 

2 2024.06 
一流课程建设背景下数学分析“课

程思政”探索与实践 
研究报告 石洛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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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经费预算 

支出科目 金额（元） 计算根据及理由 

仪器设备费 500 用于计算机更新和购买软件所产生的的费用 

   

   

资料，材料费 1000 用于购买图书和相关资料所产生的的费用 

   

   

调研差旅费 2500 用于课题组成员调研出差所产生的的费用 

其它费用 1000 用于出版论文所产生的的费用 

    

   

   

合计 5000  

学校投入经费保障说明（由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填写并加盖公章） 

 

 

我单位将按照《关于申报“纺织之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高等教育教学改革

项目的通知》（中国纺联函﹝2021﹞30 号）中相关要求和学校的有关规定给予经费

支持。 

 

                                                 学校盖章： 

                                             2021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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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申请者所在学校意见 
申请者所在学校对申请书的真实性、申请人承担课题的能力及本部门能否提供基

本条件并负责项目日常管理监督等签署具体意见： 

 

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属实；该项目负责人和参加者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适

合承担本项目的研究工作；本单位能提供完成本项目所需的时间和条件；本单位

同意承担本项目的管理工作。 

 

 

 

 

 

 

 

 

 

学校负责人（签章）        学校（公章）         2021 年 5 月 27 日 

 

 

 

九、专家组评审意见 

 

 

 

 

 

专家组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                                     项目编号  2021BKJGLX686  

 

 

“纺织之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结题验收表 
 

 

 

 

项目名称      一流课程建设背景下数学分析“课程思政”

探索与实践   

项目主持人        刘   明                              

项目完成单位      天津工业大学                              

通讯地址           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 399号                                      

联系电话          13821627465                              

电子邮箱          liuming@tiangong.edu.cn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制 

二〇二五年三月 



项 

目 

成 

果 

类 

型 

项目研究报告 □实验实践教学基地 □教学管理制度  

□人才培养方案 □项目实践报告 □教学软件 
 

论文 □专著 其它  

教学大纲；案例；实践平台 
 

（注：请在相应成果复选框内打"√"，其它请具体说明）   
 

项 

目 

成 

果 

材 

料 

目 

录 

（成果请注明取得时间；论文注明期刊名称、发表时间；教材注明出版社、出版时间） 

1. 《数学分析》思政教学大纲； 

2. 《数学分析》思政案例 1-20； 

3. 《数学分析》思政教学平台； 

4. 教学研究论文 

（1）祁苗苗，张霞，刘明*. 基于三维几何变换和多目标规划的太阳影子定位分析，

首都师范大学（自然科学版），2025, 46(1): 1-7. 

（2）杜雨霏，钱金凤，高北宁，耿敬改，刘明. 大学生心理健康辨识系统的构建与

实证，数字化用户，2023，29(18), 88-90. 

（3）刘明，张霞. 《数学分析》课程思政建设路径的探索与实践.大学数学，2025.  

（4）周超逸，田雨飞，刘明*. 基于 Copula-RF-CNN 模型的胰腺癌致病基因的筛选

与控制. 2024, 佳木斯大学学报，2024. 

项 

目 

成 

果 

的 

具 

体 

内 

容 

及 

主 

要 

特 

色

（2000

字以

（一）项目的具体研究、实践情况 

1. 形成具有工科特色的数学分析课程思政教学大纲  

为了学生将来能更好的从事专业研究，我们在教学中特别强调重视基础，按数学

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统计学、大数据类组成专业教学研究小组，多次

对课程知识点、授课学时进行了调整。课程内容根据不同专业类别需求，分门别类安

排教学内容，精选适当章节进行思政建设，使得我们的教学具有更强的针对性效果。 

2. 形成思政教学案例库 

将数学专业知识、数学文化、数学哲学、古今数学思想、数学精英等相结合，建

立数学分析思政教学案例库。数学文化的基点，古今数学思想的剖析，数学精英故事

的选取，故事的长短与深入、相与思政结合点的切入方式在思政教学过程中的展现方



内） 
式使学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3. 录制微课程教学视频，创建实践平台 

利用学校专业录播室或课堂教学跟进录像功能对上述教学环节录制了部分教学

视频，视频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 40-45 分钟时长的，教学内容为一节完整的教学进

程，可供学生在线学习使用，也可以作为课程建设的代表性教学视频；另一类是 15-20

分钟时长的，教学内容为碎片化的知识点讲解，可供学生用于课下复习或随时学习的

微课程视频。 

4. 撰写教改论文 

在本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项目负责人与项目组成员共撰写教改论文 5篇，并发表

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数字化应用》等核心期刊上。 

（二）  项目成果的具体内容 

1. 思政教学大纲 

《数学分析》思政教学大纲 

2. 思政教学案例库 

(1) 《数学分析》思政案例 1-第二章 第一节 数列的极限和无穷大量 

(2) 《数学分析》思政案例 2-第二章 第二节 函数的极限 

(3) 《数学分析》思政案例 3-第二章 第三节 连续函数 

(4) 《数学分析》思政案例 4-第四章 第一节 导数的引进与定义 

(5) 《数学分析》思政案例 5-第四章 第五节 微分及其运算 

(6) 《数学分析》思政案例 6-第五章 第二节 泰勒公式 

(7) 《数学分析》思政案例 7-第五章 第三节 函数单调性与极值 

(8) 《数学分析》思政案例 8-第五章 第四节 曲率 

(9) 《数学分析》思政案例 9-第五章 第六节 方程的近似解 

(10) 《数学分析》思政案例 10-第七章 第一节 定积分的概念 



(11) 《数学分析》思政案例 11-第七章  第四节 定积分的计算 

(12) 《数学分析》思政案例 12-第八章 第七节 定积分的近似计算 

(13) 《数学分析》思政案例 13-第十二章 第一节 傅里叶级数 

(14) 《数学分析》思政案例 14-第十四章 第六节 方向导数和梯度 

(15) 《数学分析》思政案例 15-第十五章 第六节 最小二乘法 

(16) 《数学分析》思政案例 16-第十九章 第一节 积分的概念 

(17) 《数学分析》思政案例 17-第二十章 第一节 二重积分的计算 

(18) 《数学分析》思政案例 18-第二十一章第一节第一类曲线积分 

(19) 《数学分析》思政案例 19-第二十一章第三节第二类曲线积分 

(20) 《数学分析》思政案例 20-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各种积分间联系 

3. 思政教学平台 

(1) 科学思维和科技伦理课程思政平台：  

数学分析说课（视频）；定积分定义（视频）；  

(2) 大国工匠精神课程思政平台：  

拉格朗日乘数法（视频）；数列极限（视频）； 

(3) 科技报国课程思政平台： 

函数的连续性（视频）；梯度（视频）。 

4.  教学研究论文 

（1）祁苗苗，张霞，刘明. 基于三维几何变换和多目标规划的太阳影子定位分析，

首都师范大学（自然科学版），2025, 46(1): 1-7. 

（2）杜雨霏，钱金凤，高北宁，耿敬改，刘明. 大学生心理健康辨识系统的构建与

实证，数字化用户，2023，29(18), 88-90. 

（3）刘明，张霞. 《数学分析》课程思政建设路径的探索与实践.大学数学，已投稿

2025. 

(4)  周超逸，田雨飞，刘明*. 基于 Copula-RF-CNN 模型的胰腺癌致病基因的筛选

与控制. 佳木斯大学学报，已投稿，2025. 



（三） 项目的主要特色 

1. 创新授课方式，共筑多维课堂 

课程教学中充分发挥新媒体技术的促进作用，针对抽象的、不易学习的内容制作

成电子课件和微视频，尤其是录制了多钟时长的微视频，既给予学生充分的前沿教学

资源，又使学生可以随时碎片化学习，逐步形成了教师教授、师生互动、课后碎片化

学习、随时答疑的多维课堂教学。 

2. 注重素质教育，突出创新能力  

特别关注学生的素质教育，将数学分析课程思政与数学建模思想逐步融入课堂教

学，鼓励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等实践项目，参加各种专业数学竞赛与数

学建模竞赛，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随着本课程改革的深入进行，我校数学各

专业学生在历次数学竞赛和数学建模竞赛中屡创佳绩，成绩始终位于天津市各院校前

列，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专业自信和文化自信程度不断增强。 

3. 构建思政平台，彰显思政育人 

构建了科学思维和科技伦理、大国工匠精神、科技报国等思政平台，融入思政教

育环节，以“数学家故事教学”、“案例教学”、“专业内容化教学”等方式为学生

提供课程思政教育的联系实践的机会，在此过程中也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和

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课程思政建设真正做到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融合统一。 

4. 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 

将所建立的案例库应用到实践教学中，让学生在实践应用中体验数学分析课程的

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应用，以消除对专业课程只讲授理论的认识，从新的角度来提升

对理论知识的认识高度。 

相关成果展示网址

（URL）  

   

项目成果应用专业及学生人数  

专业名称 人数 专业名称 人数 

数学与应用数学 240 信息与计算科学 240 

应用统计学 240   



实践 

运用 

情况 

及效 

果评 

价 

（500

字左

右） 

一流课程建设背景下数学分析“课程思政”探索与实践的建设目的是高质量地建

设数学分析教学团队，深入挖掘数学分析课程的思政教学实践资源，充分发挥思政教

学的渠道，将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价值引领融入到课程教学的全过程，达到全面育

人的目的。通过对该专业基础理论课程增加思政环节，增强了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将所建立的微课视频应用到学生的学习中，让学生随时随地都能自我学习；通过

碎片化的学习，加深了学习的灵活性；通过多维度的随机交叉学习，加深了对知识点

的之间联系的认识。在 2024 年天工杯基础学科竞赛中，数学类专业本科生获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4 项。 

将所建立的案例库应用到实践教学中，让学生在实践应用中体验数学分析课程的

在日常生活中的真正应用，以消除对专业课程只是讲授理论的认识，从新的角度来提

升对理论知识的认识高度。通过实验实践环节的学习与训练，增强了学生利用所学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尤其在数学建模方面的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在全国数学

建模竞赛中获数学类专业学生国家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天津赛区一等奖 2 项，

二等奖 2 项。 

本项目的实施旨在将数学分析课程教学的理论知识与能力培养统一起来，在传授

和学习数学知识的同时，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与能力训练。本项目研究给出了一整套

易运行、可操作、可借鉴的思政教学理论和电子课件，对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常微

分方程等其他专业基础课程的思政教学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课 

题 

参 

与 

人 

姓名 职务/职称 学科领域 所在单位 

张霞 教授 应用数学 天津工业大学 

石洛宜 教授 基础数学 天津工业大学 

刘胜强 教授 应用数学 天津工业大学 

霍胜进 副教授 基础数学 天津工业大学 

赵晓芃 副教授 计算数学 天津工业大学 

曹天庆 讲师 统计学 天津工业大学 

颜晓琳 讲师 统计学 天津工业大学 

    



项 

目 

经 

费 

决 

算 

情 

况 

（请具体列出项目经费收入细目和项目支出细目） 

 

 

无 

 

                   项目主持人（签名）：  

                                              （学校财务盖章） 

年   月   日   

验 

收 

专 

家 

名 

单 

姓名 职务/职称 学科领域 所在单位及联系方式 

    

    

    

    

    

    

学 

校 

验 

收 

专 

家 

意 

见 

 

 

 

 
（专家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学 

校 

意 

见 

 

 

 

（学校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中 

国 

纺 

织 

工 

业 

联 

 

 

 



合 

会 

意 

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