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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教材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实施策略
——以“任意角”为例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一中学 薄立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

教育理论课要坚持在改革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

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

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

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

应。”课程思政的内涵就是指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

程教学的各个环节，并与显性思政教育协同构成立

德树人的新模式。那么，深入挖掘教材资源，在课堂

中自然地融入课程思政，是落实党和国家教育方针

的需要，也是课程改革理念的体现，本文以人教A版

普通高中数学教科书必修第一册第五章“三角函数”

第一节第一课时“任意角”为例，对课本中蕴含思政

元素的显性素材、隐性素材及中性素材进行挖掘，提

炼政治意识、人文意识、科学创新三个维度，并从章

引言材料、起始课创设情境、概念创建、课本的阅读

与思考材料四个方面，对高中数学教学中融入思政

元素的具体实施展开分析。

一、高中数学教材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提炼

高中数学教科书是教师落实数学课程思政理

念，开展数学课程思政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也是学

生进行数学学习活动的主要资源。针对教材中不同

类型的思政教育素材，运用不同的教学对策，做到道

器合一，形成协同效应。教材中明示的具有思政教

育功能的数学知识即为显性素材，依照学生认知水

平讲到位，让学生在感染与浸润的过程中培养起政

治认同、思想认同。数学教科书蕴含的思政元素更

多是隐性的，教材中没有明示，但隐含思政教育功能

的数学知识，要深入挖掘，加工提炼，使思政素材“显

性”，让学生在体会与感悟中培养起价值认同、情感

认同。中性素材是指教材仅仅叙述数学客观事实，

本身不蕴涵思政元素，要“无中生有”，对教材进行加

工创新，合理赋予其思政元素，让学生在思索与共鸣

中培养起逻辑认同、理性认同。

以人教A版普通高中数学教科书必修第一册第

五章“三角函数”第一节第一课时“任意角”为例，可

以从中具体分析、挖掘和提炼本课时所蕴含的思政

元素。本课时作为第五章的章节起始课，包括完成

“任意角”概念的构建，以及用集合表示终边相同的

角两个主要知识内容。在教学设计上，应包括反映

本章内容的章头图和章引言。

章引言在日常教学中容易被一带而过，然而章引

言不仅描述了客观世界的现象，明确本章学习的目的，

章引言材料作为蕴含思政元素的显性素材至关重要，

更应该充分挖掘和提炼。本章的章引言，教科书在章

头配置了一幅天体运动的图形，月亮围绕地球运转是

非常典型的周而复始现象，属于学生的日常经验范围。

那么在教学时，可以再选取其他的圆周运动、简谐运

动、潮汐变化等现实情境，不仅激发学生对本章学习兴

趣，而且通过天文学、物理学海洋潮汐变化等跨学科素

材的挖掘，培养学生们理性思维和勇于探究的科学精

神，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即人文意识、科学创新。

在本课时“任意角概念创建”过程之情境引入的

一个环节，可以继续延续章引言的周期现象举例，挖

掘隐性素材，启发引导介绍我们身边的周期现象——

摩天轮“天津之眼”即天津地标建筑的运转，在润物细

无声中，厚植家国情怀；情境引入的第二个环节，教材

第186页中有这样一段中性素材：现实生活中随处可

见大于360度的描述。例如：体操中有“前空翻转体

540度”“后空翻转体720度”。教材中这段素材篇幅

不多，内涵丰富，表达的不仅是数学知识内容本身超

出初中所学范围的角，也是来自体育比赛项目中解说

员常常说的实例。教师在情境创设时，要有捕捉思政

元素的意识，不妨播放我国奥运冠军比赛的视频，传

递的理念不仅是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更增强

了民族自豪感，厚植了爱国主义情怀，蕴含的思政元

素即政治意识、科学创新意识。

本课时作为学习三角函数单元的起始课，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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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向学生渗透研究三角函数的必要性，教材第

186页的阅读与思考材料“三角学与天文学”，不仅讲

述三角学的发展历程，而且培养学生理性思维和勇

于探究的科学精神，特别是材料中这样的一句话：

“实际上，由于天文学研究的需要，制定更加精确的

三角函数表一直是数学家奋斗的目标，这大大推动

了三角学的发展。”很明显的思政元素，应该提炼并

宣讲到位，蕴含的思政元素是丰富的科学创新意识，

跨学科解决问题的思想意识和人文意识。

二、高中数学教材课程思政的具体实施

（一）背景材料的合理利用

在本节教学设计时，充分利用章引言材料，布置

预习作业并提出四个问题。

问题1：谈谈你对周期性的认识，请找相关资料。

问题 2：我们用什么数学模型，刻画相应现实问题的

变化规律？问题 3：所学过的函数模型，可以刻画周

期性变化规律吗？问题 4：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

有哪些周期现象？请举例。

设计意图：通过对章引言的预习，加深对现实世界

中具有周期性变化现象的了解，并明确“这些现象都可

以用三角函数刻画”，学生更加明确学习三角函数的意

义，同时，也懂得客观辩证地看待客观世界的变化规律。

（二）导入情境的合理创设

接着章引言有关周期现象举例，可以引入我们天津

的地标建筑，即摩天轮“天津之眼”的运转。“天津之眼”

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建在桥上的摩天轮，也有着“亚洲第

一摩天轮”的称号，围绕座舱做圆转运动呈现周期现象，

设计问题：随着时间的变化，研究座舱的位置变化。

设计意图：通过家乡美丽的摩天轮，讲述周期现

象的同时，创设情境，引出单位圆及角的旧知，同时

顺理成章，合情合理地培养学生用数学思维思考现

实生活问题的意识，也体现了思政的人文意识。

（三）实际问题的适时放大

在设计初中所学角无法满足现实实际问题，即

“任意角”推广的必要性这一环节，在教材第 186页
中，提到“前空翻转体540度”“后空翻转体720度”这

些来自体操的动作名称。教师对思政素材再加工，

适时放大，分享奥运冠军在比赛中的视频，不仅向学

生传递了爱国情怀、民族自豪感，而且可以借势鼓励

学生们学习奥运冠军的精神。

第一个视频：14岁便获奥运冠军为国争光的跳

水运动员全红禅，在杭州亚运会比赛时的视频，解说

员说“向前翻腾三周半”，请思考，这是多大的角？

第二个视频：来自天津的选手朱雪莹，在杭州亚

运会蹦床比赛项目中获得冠军，解说中说“前屈三

周，后屈两周”，请思考，为什么要说“前”“后”？

第三个视频，是冬奥会冠军谷爱凌首次在比赛中

尝试做“左转偏轴转体1620度”，解说员和谷爱凌本人

都激动不已，为什么激动不已，1620度又是多大的角？

设计意图：通过播放奥运冠军们的比赛视频，介

绍学生身边的例子，不仅为“任意角”概念的构建创设

情境，引发认知冲突，提出问题，为新知的讲授做好铺

垫，同时也很自然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及

宣扬体育精神。特别是谷爱凌比赛视频的准备，更是

思政教育最佳契机。解说员说：“她用自己从未尝试

过的难度，挑战着自己的对手，也挑战着自己的极

限。”赛后，谷爱凌接受采访时说：“在做自己从未尝试

过的难度时，是我最美、最自信的一刻，因为我从不怕

失误，我爱的是过程！”借此鼓励学生们也要向这些冠

军学习，不仅要有坚定的意志品质，吃苦耐劳的精神，

更要为了梦想，敢于尝试，不怕困难，勇敢迎接挑战！

（四）阅读材料的适度利用

数学文化的阅读材料即不可占用太长课上时间

讲解，但也不可忽略而不提。本课时在设计时，请学

生们课下结合课本的阅读材料，搜集“三角学由来”

的数学史并在本节课的结尾时花上两三分钟适度地

分享。这样安排的目的，学生课下搜集时，可以更深

刻地了解到三角学发展的整个过程，对数学家们这

种钻研执着的科学精神有更深的理解。

数学教育承载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

素质教育的功能，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发挥着独特作用。为了充分发挥高中数

学课程协同育人的功能，教师要以数学教科书为基

础，重视数学教科书的阅读与分析，对其中蕴含的思

政元素进行系统挖掘与提炼，并准确把握这些思政

元素的内容载体。同时，还应在日常教学中，利用中

华民族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马列主义的理论、人

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结合新时代的新形势、新科技、

新思想，使数学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同向同行，在每

节课中润物细无声地渗透思政教育，做到全员全程

全方位育人，实现立德树人目标。

（侯金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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