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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类专业离散数学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建设的思考

吴 楠
（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南京 210023）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高等学校对时代新人的培养。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坚守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
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
高校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人才培养重要论述精
神，着力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落实立德树人这个
根本任务，按照大思政、大教育的思路，充分发挥好每门课
程的育人作用，全面推进学校课程思政建设，促进各类课
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在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一系列重要理念和任务中开展了全面
的探索与实践。
立德树人是高校教育的永恒使命，培养拥有高尚道德

品质，坚守崇高理想，坚定理想信念的时代新人任务始终

贯穿高等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中。
南京大学是国内外著名的高等学校，同时也是国家

“双一流”建设高校和 C9联盟成员，南京大学的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是国家“双一流”学科，教学与科研水平均位居国
际、国内学科排名前列。南京大学高度重视“大思政”建设，
将课程思政建设融入各院系、各学科建设的整体规划和顶
层设计之中。具体而言，南京大学专门成立了课程思政工
作领导小组，由各院系落实推进、构建具有自身特色鲜明
的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格局。从体制机制上解决立德树人过
程中存在的交叉地带、空白地带、易忽视地带等各类问题，
营造全校办好课程思政的浓厚氛围。
随着计算机科学、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和人工智能

等领域的迅速发展，计算机类学科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革命的重要驱动力量。为了解决我国在部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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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尖”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在大变局和激烈的国际竞争
中处于不败之地，国内高校加大了对上述领域的教育和研
究投入，找准了突破口和主攻方向，培养了大批具有创新
能力和合作精神的高端人才，践行着教育的重要使命。
在进行计算机类学科专业教育的过程中，如何有机

结合课程思政建设的要求，针对课程思政建设中的难点
问题为创新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强有力组织保障是进
行计算机类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与核心问题。为此，作者
在十余年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和人工智能学院专业基础
课程离散数学教学的基础上针对上述问题对离散数学教
学中的课程思政建设进行了为期十年的探索，总结了部
分经验和思路，同时将本课程建设成为南京大学课程思
政案例课程。
本文以案例研究的形式，以作者所讲授的离散数学

课程为例，详细阐述在专业课程授课体系中有机融入课
程思政建设的主要理念与思路，并以片段实例形式研究
探讨在计算机类专业课程中引入课程思政内容的主要过
程与方法。
一 离散数学的教学特点及其与课程思政建设结
合点分析
对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人工智能这三个

国家一级学科来说，离散数学是这些学科中的一门重要而
基础的课程，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与图灵奖获得者高德纳
称之为“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一门‘具体’数学
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中的一块基石”。本学科的主要教学目
标是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计算机科
学基础，建立学生对计算机软硬件数学基础的基本认知。
其教学特点难点是：内容涉及广、抽象程度高、思维深度深
和求解难度大。另一方面，著名华裔计算机科学与教育家
周以真（Jeannette M. Wing）教授说，计算方法和模型给了
我们敢于去处理那些原本无法由任何个人独自完成的问
题求解和系统设计。计算思维直面机器智能的不解之谜，
而这一切源于对数学思维与离散模型建立能力的培养。从
以上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离散数学是一门兼具“具
体”（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上）和“抽象”（主要体现在思维
深度）的重思想、重逻辑、重理论的学科。这令我们可以发
现其与课程思政建设可以进行有机融合的三个重要结合
点：一是它们同为注重科学思想的学科门类；二是它们都
以一个共同的哲学思想为指导；三是它们都以清晰的逻辑
关系一以贯之。
以下对上述三个结合点进行具体的分析。
第一，二者的结合是基于共同的思想基础的。现代的

数学起源于古希腊的哲学体系，诞生于被爱因斯坦称之为
“西方科学两大支柱”之一的“形式逻辑推理系统”。最先构

建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中的形式逻辑推理体系和公理
体系的雏形是人类思维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基于理论基
础的推理模式构建了现代数学的辉煌大厦，也构建了各类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基石。课程思政建设本质上是
将思想政治建设融入人的建设（成长）中，最终目标是立德
树人，是育才与育人的辩证统一。有了这个思想的指引，课
程思政的开展就可以像数学学习一样从这样一个“立德”
的根本点出发，用“树人”的方法向着目标前进。古人云：人
无德不立；要以德立本；厚德方可载物。品德是做人的基
础，一如数学证明的基础是公理。“德”就是公理系统中的
“公理”，是人类普遍遵循的道德法则和用来约束自身的标
准，是人类的精神家园。这一点不仅可以通过在讲授课程
的过程中引导学生理解，还可以贯彻到整个学科教育的思
路中。
第二，二者的结合是基于其遵循共同的哲学思想：辩

证法。众所周知，哲学的范畴是高于科学的范畴的，哲学为
人类对科学的认知提供了认识论，也为科学的研究提供了
方法论。下潜到数学这一自然科学领域，哲学的思想带来
了理解数学的各种元素、元素之间的关联及数学中的运动
与变化。解释这一切概念、关联、运动、变化的一个有力哲
学工具就是辩证法。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从对
立统一规律出发，我们可以将离散数学中的各种数学对象
及其之间的关联，如集合与集合的元素、从无序中构建有
序、函数的不动点等，归结到唯物辩证法的矛盾的同一性
与对立性中。这对于培养学生的辩证思考能力是有很大帮
助的。另一方面，课程思政的建设同样是遵循对立统一规
律的，专业课和思想政治类课程看似研究问题的范畴、方
法与理论都有较大区别（对立性），但研究的最终目的则都
是揭示事物之间的普遍（universal）关联，以及“变是不变的
真理”这一运动原理（同一性）。由于课程思政的重要目标
之一是建立超出专业课程范畴的哲学思维和思辨能力，因
此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引入课程思政是对专业教学的一个
重要也是必要的补充。
第三，二者的结合是遵循同样的逻辑关系。哲学家冯

契曾经指出：逻辑学、辩证法、认识论这三者在哲学层面是
统一的。“概念必须与对象相对应，所以思维形式有相对静
止状态。在相对静止状态中，撇开具体内容而对思维形式
进行考察，这就有了形式逻辑的科学。为了把握现实的变
化发展，把握具体真理，概念必须是对立统一的、灵活的、
能动的。而密切结合认识的辩证法和现实的辩证法来考察
概念的辩证法，就有了辩证逻辑的科学。这是我们对形式
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基本看法”。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数学
思维，特别是离散数学中讲求的“面向离散对象”的思维深
刻地反映了思维哲学中概念与对象的对应性，以及对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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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和数学对象的认识是通过辩证法实现的，这反映在
数学推理和论证的过程就是逻辑学（离散数学以数理逻
辑为基本的元数学基础）。因此，二者共同遵循的哲学逻
辑关系是针对本门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的一个重要结合
和生长点。

二 离散数学课程思政对建构学生专业能力的
帮助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高等学校专业教育，

“器”不仅仅是专业的知识和能力，同样包括正确理解、处
理、运用专业知识与能力的“元知识”“元能力”。专业课程
的最主要目标当然是培养学生的学科专业素养，为未来走
向工作岗位提供坚实的知识储备和能力基础。然而，高等
学校的专业教育目标并不是培养一批高级的工匠或只会
人云亦云、拾人牙慧的研究者，也不是培养一批只会埋头
苦干、低头看路的劳动者。高校毕业的学生应该具有独立
的人格，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道德情操和
社会责任感。这对于毕业生专业水平的发挥、对社会的有
利贡献和对学生自我理想抱负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和
价值。对于像计算机类的这类专业性较强的理工科专业，
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肩
负起了上述使命。如果在专业课程的授课过程中也能够有
机融入思政内容，并以不生硬、不俗套的方式让家国情怀、
人生理想、道德情操通过一堂堂课程徐徐进入学生的心
灵，势必会成为传统的大学思政课程的一个有力补充。
三 离散数学教学中课程思政的几个案例
离散数学课程集成了基础数学与现代应用数学中的

多个不同分支，它主要研究离散对象的数学结构及基于这
些结构的证明、演算与推理理论。离散数学是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的基础，对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逻辑推理及问题
求解能力有重要意义。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
工程、人工智能等专业学生的学科平台必修课，旨在培养
学生面向计算机科学的数学能力和数学思维的核心素养，
奠定学生在专业课程中的学习基础，促进学生的多元化、
内涵式发展。
同时，离散数学课程又是课程思政建设的有力实践

阵地。数学是科学的皇冠，在各个数学分支发展的过程
中，人们都面临了许多困难和无助、绝望与挣扎；又有很
多后人迎难而上，最终解决了许多问题，为辉煌的现代科
学与技术奠定了坚实的数学基础。数学发展的每一个重
要的时刻，无不例外地都展现出人类求真、求美和坚持不
懈的伟大精神，无不例外地都散发出人类思维的璀璨光
芒。数学是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一代代科学家坚守的精
神家园。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把这些精神和光芒奉献

给青年学子。
以下以案例形式介绍几个离散数学专业内容的课程

思政教学方案，旨在教学中充分而自然地将正确的价值观
和人生观培养、人文核心思想塑造、科学精神的发扬及正
确科学哲学观的建立贯穿始终。在教学开展过程中，注重
探讨和讲授各数学分支和研究领域出现的历史与社会动
因、理论体系的演化及对学科整体的推动并着重讨论了以
唯物辩证法等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探究理论的历史局限
性和学术界对领域本身“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式的认识。
将知识的传授、能力的培养与正确的价值观的塑造结合起
来。笔者通过为期十年的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和对学生的长
期观察与回访发现，这种以学科典型问题为核心，兼有肯
定和批判并探索其对立与统一的教学方式对本科一年级
的青年以被动接受知识为主的思想观念具有很大的冲击
力，同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案例一：关于美与真的关系（“第〇讲：写在前面的

话”）。“数学”与“史诗”“音乐”“造型”并列为“美学”的四大
构件，其追求的目标是从混沌中找出秩序，使经验升华为
规律，将复杂还原为基本。这些都是美的标志。从中可升华
“美即真理”的观点。诗人济慈说“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追
求真理始终是人类生命中最为本原的动力，也是人类价值
的终极体现。无论数学家、社会学家、革命者还是每一个个
体，这种本真的动力不断驱动我们探索未知、探索真理、实
现自我价值。
案例二：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第〇讲：写在前面的

话”）。科学分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自然科学是对宇宙和
世界物质界一切自然规律和真理的总和进行研究、发现、
归纳和总结的学术体系；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是观察、验证、
重复。人文学科是凭借理性对人类社会进行剖析、研究、归
纳和总结的学术体系；科学中存在目前无法用上述体系回
答的问题或用上述方法解释的事实。因此科学的上层应有
可以对这类问题或事实进行理性探讨的场所，这就是哲
学；区别于科学，哲学主要关注：①形而上学问题，即宇宙
的本原、真理的本体；②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即人类如何
认识宇宙、认识自己、获得真知；③伦理道德问题，即如何
在人生中体现美和善良。
通过观察与推理去洞察事物的本质（“第一讲：命题逻

辑初步”）。罗素将命题诠释为“可以判断真假的陈述句”，
从中可以看到作为数学推理之基础的逻辑及作为逻辑之
基础的“命题”所关注的语义内涵为“可判断真假”。罗素还
曾在录像中为未来青年寄语，“不论你在研究什么事物或
在思考任何观点，只要问你自己：事实是什么，以及这些事
实所证明的真理是什么”。我们在思考问题或提出观点时，
也应当全面观察问题，收集各种信息，做出客观判断，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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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事物展示出的表象所诱导；科学中如此，哲学中亦然。真
理的标准是客观而普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追求真理”和“认真二字”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本真的属
性和在一百年来的求索中走向胜利的法宝。
事物的表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第二十一讲：偏序格

与代数格”）。从表面上看，偏序格与代数格的定义是完全不
同的，前者由结构来定义，后者由运算来定义。但是我们现
在认识到这两种看似完全不同的代数系统实际上是同一个
系统。用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规律去解释：这是一个事物展
现出来的对立又统一的规律。对立来源于它们的形式，统一
来源于它们的代数属性。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丰富而深刻的
内在关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位一体”，即认识论、逻辑
学与辩证法。从认识论的角度，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认知
体系下的统一；从逻辑学方面我们刚才已经成功地将偏序
格演绎为代数格，从而证明二者是统一的；从辩证法的角度
看，这两者是对立统一、互相支撑和转化的。大家都正在学
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应该时常加以运用。如果我们
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实际上就掌握了一个
解释世界、探求本质、追求真理的有力工具。
篇幅所限，以上几个案例仅对课程思政部分做了简短

的描述，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学生会以课堂互动、“头脑风
暴”等多种互动方式与教师进行密切联动交流。同时也鼓
励学生从专业内容中抽取出具有思政价值的思想并在教
师的帮助下上升至哲学的高度。
四 结束语
与深空宇宙的奥秘一样，人的思想是最神秘、最难以

研究和描述的。在专业课程中引入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充
满挑战的复杂工作。由于计算机类学科教学及其研究领域
充满了创新，从问题到解决途径均处于快速发展演化当
中，因此对于计算机类学科课程思政建设的努力和教学改
革过程也一定是“永远在路上”的。

思想作为一个学科或一个研究领域中创新的“引擎”，
是一个始终需要积极面对、与专业教育协调共生的重要教
学组成部分。我们需要不断地审视课程中对于思想性研究
的要求和需求，关注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调整课程思政教
育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以适应课程和课程思
政教学的新需求，同时还要做好“稳定”与“变化”的平衡、
“融入”与“产出”的平衡。我们应该更加注重通过思想政治
的引导性作用培养学生的客观看待问题、解决问题和对知
识实际运用的能力，使学生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此外，作为课程思政建设的主导者，教师应该首先加

强自身的思想、道德、政治素养，做到“德才共进”、教书育
人。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
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高校教师应该成为
青年学生眼中具有唤醒力的灵魂，应该教会学生扣好第一
粒扣子；应该在教学实践中贯彻党和国家对高校教师的要
求，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怀仁爱之心立德树人，做学
生的榜样，引导学生在坚实的科学知识基础上沿着道德和
理想的阶梯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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