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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法课程中最小二乘法的思政教学 

陈娟，姜忠义，焦影影 

（常州大学 阿里云大数据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 

摘要：计算方法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元素是当前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大势所趋，也是实现立德树

人的关键环节．以曲线拟合的最小二乘法为研究对象，充分挖掘其中的思想政治元素，探索其与

思政教育的融合，为新时代计算方法课程的思政教学模式提供参考．具体而言，以最小二乘法提

出的历史背景引出曲线拟合的最小二乘法，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另外，将理论原理、数值

实验和思政教育相结合，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勇于探索的科研精神和不畏困难

的优良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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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the least squares problem in  

calculation methods curriculum 

CHEN Juan，JIANG Zhongyi，JIAO Yingying 

（Aliyun School of Big Data，Changzhou University，Changzhou 213164，China） 

Abstract：It is a general trend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calculation methods curriculum 

for the current higher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key link of build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The least square problem of curve fitting was taken as a research project，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was fully excavated，and its integration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was explored．This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ode of the calculation methods curriculum in the new 

era．Specifically，the least square method of curve fitting is derived from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least squares 

method，which is used to spark interest for learning in student．In addition，theoretical principles，numerical 

experiment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as combine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students，cultivate students′ spirit of exploration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excellent quality of being fearless of 

dif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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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本质职能是培养人才，立身之本是立德树人．然而长期以来，高等学校的课程教育以给学生

传授专业知识为主，在思想政治课程以外的课程，尤其是专业课程的课堂讲授中往往忽略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普遍出现了“重专业知识，轻思政教育”的现象．此类现象违背了高校教育的本质职能，不利于全方

位为社会培养人才．课程思政是在立足于专业课程的基础上，从育人的角度充分挖掘课程中的思想政治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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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合理地融入到课程的讲授中，致力于在传授学生专业知识时有效提高其思想水平、道德品质、政治觉

悟和文化素养的高校思政工作新模式．同时，课程思政也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迫切需求．但已有的大学数学类课程思政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还有很多思政问题有待进一步深

入探究． 

计算方法课程研究用计算机去获取数学问题的近似解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分析和软件实现，在控制工

程
[1]

、经济学
[2]

、气象
[3]

、石油勘探
[4]

和航空航天
[5]

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是工程计算的重要理论支撑，同

时也是工程、应用数学、计算机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专业必修课．课程内容丰富，包括误差理论，线性方

程组的数值解法、插值法、曲线拟合、数值积分和数值微分，非线性方程求根等
[6]

．在计算方法课程中融

入思想政治元素，将专业知识和数学文化、历史背景等相结合可以降低课程讲授对复杂繁琐的推导计算公

式的依赖度，从而提高学生课堂学习的兴趣，最终实现课程教学的育人功能和课程融入思政的全方位育人

效果
[7-8]

．本文以曲线拟合的最小二乘法为例，探讨新时代计算方法课程与思政教育的融合． 

1  曲线拟合的最小二乘法 

曲线拟合是数据建模的一种方法，拟合方法是要通过实验测量得到的一些离散数据去确定某一类已知

函数的参数或者寻找某个近似函数，使得到的近似函数与已知数据有较高的拟合精度
[9]

．拟合问题不同于

插值问题，不要求近似的函数（拟合函数）严格满足数据点（插值条件），但是要求总体误差最小，所采

用的主要方法是最小二乘法．该方法在系统的参数辨识
[10]

和人工智能
[11]

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 

假设对于观测数据 ( )1 1,   x y ， ( )2 2,   x y ，…， ( ),   m mx y ， y可用一个适当的拟合函数 1 1( ) ( )S x c xψ= +  

2 2 ( ) ( )n nc x c xψ ψ+ +… 来近似， ic 为待定参数， ( )i xψ 为已知函数， 1,   2,   ,  i n= … ．求待定参数 ic ，使得拟

合函数 ( )S x 与未知函数 y 偏差尽可能小，这类问题称之为曲线拟合问题．进一步地，假设偏差为

( ) ( ) ( )( )1 2
1

,   ,   ,   
m

n j j i
j

c c c x S x yδ ω
=

= -Σ… ， ( ) 0xω ≥ 是权函数，求待定参数 ic ，使得偏差δ 尽可能小，该问

题称为曲线拟合的最小二乘问题．相应的求解方法称为最小二乘法，也就是令
( )1 2,   ,   ,   0n

i

c c c

c

δ∂
=

∂

…
，可

得到 ic 满足线性方程组的解，从而获得拟合函数表达式． 

2  最小二乘法与思政教育的融合 

在曲线拟合的最小二乘法的教学中，将问题引入与数学文化和科研情怀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哲学辩证

法的全局观思想相结合、数值实验与不畏困难和探索真理的科研精神相结合，既丰富了课堂授课内容又提

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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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思想价值有

机融合到计算方法课程的教学全过程． 

2.1  问题引入与数学文化和科研情怀相结合 

课堂教学的问题引入是上好一堂课的开端，生动有趣地引入可以瞬间吸引到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

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为课堂讲授的知识内容和传达的思想价值做很好的铺垫．在曲线拟合的最小二

乘法的教学中，可以通过介绍最小二乘法的历史背景和相关的数学文化引出相应的最小二乘下的拟合问

题，创设轻松愉悦的教学氛围，使学生结合背景故事学习，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问题引入时，首先介绍最小二乘法的起源和提出．最小二乘法源于天文学和测地学的应用需要，现行

的最小二乘法是法国数学家勒让德于 1805 年在其著作《计算彗星轨道的新方法》中提出的，该书包含 8

页附录，最小二乘法就包含在这个附录中．在此可以向学生强调：勒让德没有沿袭前人的想法去设法构造

出 个方程求解，而是独辟蹊径地寻求使得误差以一种更平衡的方法分配到各个方程，也就是寻求出参数

使得各误差平方和达到最小，由此得到最小二乘问题的思想
[12]

．借此可以突出勒让德勇于突破传统思维方

式，独辟蹊径的科研创新精神，激励学生敢于探索、勇于创新，学习科学家的专研精神的同时注重培养学

生的科研情怀．随后的德国数学家高斯的正态误差理论大大提高了最小二乘法在实用上的方便和广泛性，

对最小二乘法理论体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意义
[13]

．在讲解高斯的独创之处在于他大胆采用了人们千百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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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经验时，可告知学生科学研究要有灵感，但同时必须接触现实世界．以科研情怀的导入，帮助学生

建立了曲线拟合的最小二乘概念，为后面的深入学习做铺垫．  

2.2  理论分析与哲学辩证法的全局观思想相结合 

在问题引入后，可借助高等数学的导数知识分析如何使得整体偏差最小，由此获得相应的求解方法即

最小二乘法.  

首先，借助图１让学生直观感受一下观测数据的数量与

函数逼近精度的关系．根据图 1，告诉学生如果仅用 2 个观测

点的数据来确定拟合的直线函数 ( )y f x= （参见红色直线），

结果不够可靠，这样得到的结论类似于局部最优结果，而不

是整体最优结果．最小二乘法的寻求参数使得整体偏差最小

问题是一个整体性思维问题，需要整体最优，因而需要用更

多的观测数据，来确定所求的直线，从而可以提高逼近精度

（参见蓝色直线）．  

基于此，引申到哲学辩证法的全局观，给学生讲述做任

何事都要从整体着眼，顾全大局，树立全局意识，大局观念．要

考虑事情的全貌，实现整体最优，而不是仅考虑某些局限的

方面的最优．鼓励学生以后做事时应建立全局观，以集体利益为先，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时，个

人利益服务和服从于集体利益，发扬无私奉献的精神．自 2020 年初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政府始终把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安全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不断探索

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实现社会层面的动态清零，维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以此，告诉学生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

刻，每个人都不能放松警惕，应严格遵守国家的防控政策，要懂得顾全大局，服从管理.  

2.3  数值实验与不畏困难和探索真理的科研精神相结合 

讲述完最小二乘法的原理后，根据最小二乘法的求解过程，即求解偏差 ( )1 2,   ,   ,   nc c cδ … 关于每一个

未知参数 ic 的偏导数等于零的线性方程组，从而获得未

知参数 ic 和相应的拟合函数 ( )S x ．以一组实验观测数据

为 例 （见表 1 ）， 直观展 示 用最 小二 乘法 求解形 如
2

1 2 3( )S x c c x c x= + + 的拟合函数，以启发学生如何应用

最小二乘法求解曲线拟合问题．具体地，从理论分析和

数值实验２方面展示． 

首先，根据 ( )S x 右端的表达式可以获得 1( ) 1xψ = ， 2 ( )x xψ = ， 2
3 ( )x xψ = ；然后，根据最小二乘法的

求解过程代入表 1 的具体数据，可得 1 7.766 7c = ， 2 5.347 7c = - ， 3 5.115 7c = ，从而可得到拟合函数
2( ) 7.766 7 5.347 7 5.115 7S x x x= - + ．另外，依据理论分析和

例题中所给实验数据，利用 Matlab 软件画出原始数据点和拟

合函数曲线的图形（见图 2）． 

由图 2 可以看出，拟合函数的曲线对原始数据具有较好

的逼近精度，拟合曲线并不是精确的经过每个原始数据点，

而是使得两者偏差最小，这也从侧面论证了最小二乘法的有

效性．以此告诫学生“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理

论分析和结论都需要通过数值实验验证. 在后期的实验作业

中，要求学生独立完成最小二乘算法实验, 分析并撰写实验报

告，提高综合分析复杂问题的能力，在分析撰写过程中克服

畏难情绪，积极探索，无抄袭行为．培养学生勇于探索的科

学精神和诚实守信的优秀品质． 

（下转第 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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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经过不同数量观测数据的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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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原始数据点和拟合函数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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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验观测数据点 

 变量 数据值 

x 1.2 1.7 2.2 2.7 3.3 3.8 

y 8.403 13.333 21.739 31.250 43.478 6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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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崇尚，提升自我规范和团队协作意识．并且通过教学设计构建和典型案例进一步介绍了思政元素与知

识体系融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综合来看，思政课程理念使大气探测学的教学更为生动有趣，知识点

和实践工作有机结合还引导了学生学习的目标，对气象学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提升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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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在计算方法课程中有效地融入思政教育，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形成协同效应，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

的兴趣和动力，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本文以曲线拟合的最小二乘法为例，通过问题引入与数学文化相融

合、最小二乘法与哲学辩证法相融合、数值实验与科研精神相融合，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计算方法中最小二

乘法的思政教学问题，有助于探索高等学校数学类课程的思政教学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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