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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微积分课程在财经类高校经管专业中占据着重要的基础教学地位，因此将课程思政有机融入其中成为亟

待发展的方向。本文以家国情怀、辩证思维、意志品格、科学精神和价值塑造等多个层面为切入点，探

讨了在微积分课程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的具体措施和实施策略。旨在通过巧妙地融合思政元素于课堂教

学，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目标，践行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

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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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alculus course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fundamental education of management majors in 
financial and economic universities. Consequently, the seamless incorp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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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course has emerged as a crucial and pressing developmental direc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specific measures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for infus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teaching of calculus, focusing on dimensions such as patriotism, dialec-
tical thinking, willpower, scientific spirit, and values shaping. The aim is to seamlessly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classroom teaching, achieving the goals of holistic and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embodying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fostering virtue and talent,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correct outlook on life, values, a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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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围绕培养什么人、怎

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

示，系统、科学、深刻地回答了事关新时代学校思政课建设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问题，为学校思想

政治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在 2016 年 12 月 7 日至 8 日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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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育人的根本

在于立德。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这不仅是对党的教育方针的深入贯彻，更是对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在培养学生德智体美

劳全面素养方面的强调。在此背景下，在 2020 年 2 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印发的《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20 年工作要点》明确指出：“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充分发挥各类课程的育人功能，深入挖掘

各门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促进专业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实现价值引领、知识教育、

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充分发挥育人功能[2]。 
微积分是财经类高校经管类专业大一学生必修公共课，在学生初入大学校园形成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开设，关系到学生大学四年学习习惯的养成和学习自信心的建立，也是培养学生坚定

的文化自信的基础。微积分课程内容蕴含着极为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可以帮助学生在学习微积

分知识的同时，逐步培养逻辑思维、辩证思维，从而不断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现全面发展。作

为一名高校数学教师，不仅要传授数学知识、方法、思维和技能，同时还要顺应时代潮流，全面推进微

积分课程中的课程思政工作。这就要求我们将课堂思政工作真正贯穿微积分教学全过程，让学生在专业

知识的学习中接受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从而真正成长为具有理想和信念的时代新人。通过巧妙的手段，

将思政工作悄然融入微积分课堂，实现全方位、全程的育人目标，体现立德树人的核心理念，培养学生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近年来，各大高校广大教育工作者也积极探索微积分课程中渗入课程

思政教育的理念和路径，并开展多种多样的教学改革尝试。例如高校结合微积分内容设置思政教育专题、

设计思政案例、引导学生关注时事热点，引导学生从微积分知识中感悟人生哲理等[3]-[8]。这些实践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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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微积分课程教学的内涵，使微积分课程不仅成为学科知识传授的场所，更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

地，有力地推动了高校思政工作的深入开展。本文分析课程思政融入《微积分》课程教学现状，给出微

积分课程思政育人举措和实施策略。 

2. 课程思政融入《微积分》课程教学现状 

2020 年 5 月 28 日，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该纲要明确指出，应结合

专业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深入梳理专业课教学内容，结合不同课程特点、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

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以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对于理工科课程，特别是微

积分这门理学类专业课程，要注重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和科学伦理的教育，培养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

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然而，在微积分课程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面临如下一些问题。 
1) 重视传统数学内容，轻视思政要素。微积分作为一门公共数学必修课，传统上更注重数学概念、

定理和计算技能的培养，而对于思政元素的关注相对较少。在教学中，可能更倾向于灌输数学知识，而

不是深入挖掘数学思维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 
2) 课时有限，思政教学融入面临困难。微积分通常是教学内容多，教学时间有限。在这种情况下，

融入思政教学可能面临时间不足的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深入探讨与社会相关的话题。 
3) 学科特性与思政目标匹配程度低。微积分的抽象性和逻辑性使得教学中更容易聚焦在学科知识本

身，而非将其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平衡数学学科的特性和思政目标之间的关系是一项具有挑战性

的任务。 
4) 学生观念传统，对思政冷漠。在一些情况下，学生可能将微积分视为纯粹的数学学科，对其社会

意义感到冷漠。这种观念可能阻碍了教学中思政元素的引入和理解。 
5) 缺乏相关教材和资源。在一些高校中，可能缺乏专门针对微积分思政教学的教材和资源。这使得

教师在融入思政元素时可能感到资源匮乏，难以找到适合的教学工具。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探讨如何在微积分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的理念和策略，以更好地

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从激发学生兴趣入手，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并以润物无

声的形式融入课堂教学，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双目标，培养德才兼备新时代人

才。 

3. 《微积分》课程教学课程思政融入举措和实施策略 

在微积分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通过巧妙地融入数学思想方法、极限诠释、微积分发展史、中国数学

家的励志故事以及数学三次危机等思政元素，有助于从家国情怀、辩证思维、意志品格、科学素养、数

学文化和价值塑造等多个角度引导学生塑造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深化对数学发展史和数学文化的认

识，提升数学素养，弘扬中华文明，培养民族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同时培养探索未知、

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3.1. 以诗词为德育元素融入课程思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灿烂瑰宝，将诗词与数学内容有机结合，融入课堂教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人文素养，增强文化自信。引用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孤帆

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来体会极限函数极限趋于零的状态，使学生既能加深对无穷小概念的理

解，又能体会中华诗词的美好意境。在讲授无界函数时，很多同学不太容易理解无界这个概念。引入宋

代叶绍翁《游园不值》中“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来说明总有一枝和无界函数中的总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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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相对应，从而加深理解。墨子说：“窮，或不容尺有穷；莫不容尺无穷也。”墨子分析了“有穷”“无

穷”的定义，墨子认为宇宙无边无际，时间无始无终，含有无穷大的概念。引用“不以善小而不为，不

以恶小而为之”来表明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件件小事组成的，养小德才能成大德，提高学生道德修养。

荀子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老子》中“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

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些都蕴含着积零为整的定积分思想。教师在教学中引入中

华诗词，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数学概念，而且还可以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感和思想创造力，进一

步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3.2. 将我国数学成就融入微积分课堂教学，厚植家国情怀，增强学生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 

在数列的极限介绍中，引导学生微积分虽然源自西方的牛顿——莱布尼兹，但中国在微积分的发展

中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如《庄子》中就有记载：“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九章算术》

记载：“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周合体而无所失矣。”战国时期刘徽

计算的 π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南北朝时期祖冲之的“祖率”比欧洲早一千年。再比如常见的“函数”

一词便是由清代数学家李善兰在翻译《代数学》转译的。近现代，我国有名的数学家华罗庚、陈省身、

陈景润、苏步青、丘成桐等活跃在世界数学舞台上，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通过结合中国数学家对世界

的贡献的介绍，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为振兴中华而读书，为民族复兴有所担当，鼓励青

年学生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3.3. 唯物辩证法思想融入微积分教学，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 

微积分中的许多基本概念，如导数、定积分和重积分等，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提出的。这些概

念的形成，是对共性进行提取和抽象，然后概括为数学概念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思

维的过程，也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求某一个物体的瞬时速度是导数的一个起源，其中蕴含

着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思想。解题思路是用平均速度近似替代瞬时速度，这体现了动与静的相对性。极大

值是局部内的最值，最值是针对整个定义域而言的，这体现了整体和局部的概念。微积分研究的是微分

与积分的矛盾，讲授微积分基本定理时揭示微分与积分的既对立又统一的规律。讲授级数理论从有限项

和到无限项和的性质变化时，让学生体会到认识世界从有限到无限，揭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中量变到质

变的规律。在进行无穷小得到教学过程中，有限个无穷小量之和是无穷小量，而无限个无穷小量和却未

必是无穷小量。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忽视无穷小的重要性，量变会引起质变，水滴石穿。高等数学中的各

种积分概念，都是在分割、近似、求和、取极限过程中，以直代曲，以规则代替不规则、以近似代替精

确，最终通过有限与无限、静止与运动来实现量变到质变的矛盾转化和对立统一。 

3.4. 融入应用案例和微积分发展史，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 

微积分发展的过程中有不少课程思政结合点，例如，极限定义。柯西于 19 世纪初提出了一种用不等

式来描述极限的方法，成为极限概念的先驱。他的工作在微积分和实分析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

后来数学家们对极限的更严格定义提供了基础。后来，数学家魏尔斯特拉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极限理论。

通过极限发展史故事分享，让学生了解新理论创立过程中的艰辛和磨难，一定要坚持不懈才能获得成功，

进而培养学生创新、锲而不舍，刻苦专研的学习精神。洛必达法则是求解极限一种快速有效的方法，教

学过程中将数学家洛必达的故事引入课堂，使学生体会到现成结论背后的“火热的思考”，以数学家的

精神品质感染学生。 
在微积分课程中，可以通过分析经济学中的问题，如边际弹性分析、最优化问题等，让学生运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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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这样的案例既能激发学生对数学应用的兴趣，又能促使他们发展科学精神和创

新精神，将所学的数学知识更好地融入实际生活中。 

4. 结束语 

总体而言，在微积分课程的教学中，我们需要巧妙地平衡德育元素与学科知识，将思政元素以无声

的方式巧妙地融入微积分课堂教学。这样的做法有助于实现微积分课堂教学的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真正体现立德树人的思想，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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