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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借助课程思政的改革契机，以高等数字中定积分的概念这一章节为例，从提高教师思政意识、教材

与教学内容优化、深挖教学过程中的思政元素这几个方面入手，提出了定积分这一节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的设计思路，旨在为青年教师提供一个数学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的探索和设计建议，使得学生在学习知

识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三观，提升政治和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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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opportunity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this paper takes the chapter 
of the concept of definite integral in higher numbers as an example, and puts forward the design 
idea of the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reform of definite integral from the aspects of 
improving teacher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optimizing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each-
ing content, and digging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The 
aim is to provide young teachers with an exploration and design suggestion of integrating 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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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o that students can establish correct 
three perspectives and improv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literacy while learning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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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 12 月，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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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也为高等学校课程建设提供了新思路，即通过课程教学对学

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也即课程思政。在 2019 年 3 月召开的教师座谈会上，习总书记再次强调办好思想

政治理论课[2]。2020 年 5 月，《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指出理工类课程即要增强学生勇于

探索的创新精神、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又要培养学生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意识、对真理的追求意识、

对攀登科学高峰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加大在课程中对民族、文化、历史等方面的知识性和人文性考察[3]。
从国家和党的定位中可以看出，“课程思政”作为为国家培养全方位全能人才的一种重要方式，是我国

高等院校政治思想建设在新时期教育建设中的一个全新定位。 
作为高校大学生的基础课程之一，“高等数学”一直以来都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大多数学生

对其感到抗拒，再加上其理论性强、逻辑严谨等特点，导致部分学生难以理解其内涵，进而造成学习困

难。此外，传统的教学模式过于注重知识点的传授和基础理论的讲解，或者大量的习题练习，这种单一

的教学方式往往会限制学生对知识点的深入理解和相应知识点的应用。然而，随着教学改革的推进，课

程思政逐渐成为学者和教师们研究的热门话题。将课程思政与高校数学教学相结合，不仅能够使学生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而且可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培养出更多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

人才。作为高校数学教师，必须将学生德育教育的核心融入到教学过程中，以实现课程的基础功能、知

识传授和学生的价值引领功能，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4]。因此，在高校数学教学中，应运用课程思

政的理念和思维，深入探讨“高等数学”的教学流程，并精心设计和有效组织课堂教学，这是数学教师

必须积极探讨的课题。 
本文以《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为基础，以高等数字中定积分的概念这一章节为例，从

教师层次和定积分这一章节的课程设计两个方面入手，以课程思政为主线提出了思政融合的课程设计，

旨在构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相契合的课程体系，使“高等数学”课程的全方位育人功能得以发挥[4]。 

2. 章节特点与现状 

能够成为大学数学教师的老师的专业能力毋庸置疑，但是由于数学这门学科的特殊性，导致教学方

式大都以讲授为主，一些教师易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忽略了对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引领[5]。
经过不断地反思和总结，以定积分这一章节为例，在传统的教学中出现了以下问题： 

2.1. 学生对“数学”有畏难和抵触情绪 

《高等数学》相对于许多公共基础课程来说，内容更加抽象，难懂，而定积分这一个章节的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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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密集。在学习过程中，同学们经常会感到学习任务繁重，内容难度大，从而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在

传统的数学教学中，教师更加重视知识点的讲授和基础理论的阐述，所采取的教学方法也较为单一，从

而把教学的重心集中在公式和定理的讲解以及大量的强化练习上，忽视了对数学知识点本质的揭示，忽

视数学思想的渗透。这类课堂中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再加上课程自身知识晦涩，产生矛盾是不可避免

的。学生畏难情绪与抵触情绪，教学的枯燥乏味等因素造成了课程氛围的冷淡，使得课程教学不能起到

应有的教育作用[5]。通过转变课堂教学方式来转变学生对于数学的认识和理解，经过不断的探索研究，

学生意识到数学体系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尝试、不断巩固的过程。 

2.2. 课堂氛围不活跃 

传统的教学方法在定积分这一章节的主要采用讲授法为主，教师站在了主体地位，学生参与度不高。

传统的教学注重学生的结果，只要求学生能够解决问题，而忽视了学生对其本质的领悟。因此，即使学

生在课堂上表现出较好的学习态度，也很少有学生愿意主动回答问题，师生互动性较差[6]。这样导致了

学生学习效率低，学习效果差。另外由于学生层次参差不齐，一旦遇到这种偏向抽象概念的理论内容，

学生就会失去兴趣，从而无法积极参与，这也就造成了课堂氛围不活跃。 

2.3. 定义和性质偏多，理论难以理解 

高等数学的内容本身就有很多的定义概念，随着每一个定义的给出，随之而来的就是很多学者研究

出来的相应性质及其变形，这也使得高等数学的理论内容偏多，学生难以理解和接纳，甚至部分学生不

愿意去学习理论部分，在他们内心，有着一种对理论知识的抵触情绪，正是这种理论知识的特殊之处，

导致了大部分学生的学习效果并不是很好，无法去体会其中蕴含的思想。 

3. 思政元素的设计和方法 

教师在“课程思政”的教育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教师需要运用教师的思想，政治课堂的思维，

专业学科的理论来处理教材、了解学情、设计教学内容。教师要能在教学过程中恰到好处地运用思想政

治理论对教学过程中的问题进行分析，传播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

有机结合。一节优秀的课堂教学，必然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有机融合在一起，教师发挥其主导作用，

学生占据其主体地位，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着教师的师德师魂，并且深受其影响。因此设计一节有

效融合思政元素的课程至关重要，这个课程设计必须整体贯穿思政元素，并且包含学科知识内容，这也

是我们目前需要考虑和实践的内容。 

3.1. 教师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挖掘课程内容 

马克思曾说过：“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7]。因此课程思政的实施要以教师思想政治意识和

教育教学水平的提升作为切入点。为了把思政教育有机地融入高等数学课程教学中，教师本人要好好学

习和领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与思政相关的元素，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入挖掘，在

潜移默化间进行全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以身作则，正人先正己做“四有好老师”，

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3.2. 引入数学家的故事，数学史的发展，吸引学生兴趣 

有效的引入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有助于学生对后续要学习的知识的理解与掌握[8]。歌德

曾说：“一门科学的历史，就是这门科学本身[9]。”数学的过去被永远地同化在它的现在和将来，这使

得数学学科是一门逐渐累积的科学。定积分这一章节涉及到的极限思想，作为思政元素的设计，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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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时，介绍数学家的故事，其中也贯穿着数学史的发展，学生有兴趣，自然就能全身心的投入到这堂

课中。 
首先极限是如何产生的呢？纵观历史，在我国古代，极限的思想虽未被定义，但是古人已经在日常

生活中有所体现涉及，在战国时期《庄子·天下篇》中曾写道“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

其中体现了极限思想；另外在公元 3 世纪，刘徽在割圆术中提出“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

体而无所失也”，都蕴含着最原始朴素的极限思想；17 世纪中叶，牛顿、莱布尼茨、欧拉和柯西等数学

家，他们试图找到各种表达式，去描述物体的运动和变化，追求真理。直到后来，牛顿和莱布尼兹独立

创立了微积分，至此，初生的极限思想才进一步发展为极限论。 
在讲解定积分这一章节的微积分基本定理的时候，也就是牛顿莱布尼茨公式的时候，给学生讲好牛

顿，莱布尼茨的故事，让故事贯穿在课堂中。在课堂设计中，教师需要运用现代技术去丰富教学内容及

过程，采取案例式教学，多方位实例教学等加深学生的理解，利用动画、视频等去还原和展示各个理论

的来源，例如定积分这一节可以介绍牛顿、莱布尼兹他们是如何发明微积分的[10]。选取一些典型的故事

素材和人物事迹，去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想象能力。 

3.3. 课程讲解时关联生活中的案例，引入中国传统文化 

在定积分这一章节中，就定积分的概念而言，传统教学多为讲授式灌输，有教龄的经验丰富的老师

懂得如何去把握学生的认知程度，从而使得该节内容不是那么枯燥，但是作为青年教师，我们在临场应

变的能力上还有待学习和加强，因此我们在进行概念讲解的时候，可以选择与学生息息相关的实例，引

起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欲，借助生活中的实例进行课程的引入，提高学生对于该节内容的探索欲，例如

图形面积的求取，小船行走的轨迹等。针对各种性质的解释，往往数形结合的方式学生更容易接受，相

比较传统的讲授，知识点也更加简单明了，不显得十分复杂，在数形结合的设计过程时，中国传统文华

的融合会提升整个课程设计的美感与层次感。 

3.4. 课程教学中激发学生科学研究和创新精神，启示人生哲理 

定积分的计算需要牛顿–莱布尼茨公式，使学生可以用不同的估计方法去计算铁路高速刹车的安全

距离，并通过发现得出结论。在这个过程中，牛顿和莱布尼茨的求真精神和大胆发现精神，激励他的学

生培养大胆质疑的科学头脑，不畏困难，勇于创新，我们的学生未尝不是未来的“牛顿”和“莱布尼茨”。 
在讲解定积分这一节内容时，在总结部分可以借助定积分的思想内涵对课堂进行一个升华，以此树

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定积分的数学思想可以概括为“分割、近似、求和、取极

限”，在这个过程中体现的极限思想可以迁徙到我们的人生哲理上面，用文学的语言解释，他可以是“不

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他也可以是“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定积分的思想告诉我们，

再复杂的事情都是由简单的事情组合起来的，需要我们用智慧去分解，理性平和地去做事[11]。将定积分

所体现的人生道理讲解给学生，使得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也能体会感悟到人生哲理。 

3.5. 在整个课程教学中设计美学元素 

古今中外许多著名的数学家都认为数学不仅与美学密切相关，而且数学中充满着美的因素[12]。数学

中的美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数学符号、数学公式、数学理论、几何曲线曲面、分析方法等，只要恰当

的展示，你都会发现其中的美妙之处，都会给人们带来愉悦的享受。 
在定积分这一章节，复杂的性质定理和公式，我们通过简单的数形结合将其进行展示和讲解，学生

在观看这些优美的图片和动画的同时，体会到数学的美，简单明了，既学习了知识，又在不经意间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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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生的审美素养。 

4. 结论 

简单的数学理论是是乏味枯燥的，教学是一层不变的，我们需要在不变的教学上添加一道不一样的

彩虹色，思政元素的适当引入恰如其分的加深了学生对数学思想与方法的理解，也提高了学生对于课堂

的注意力，以及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真正内涵的领悟。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教师应积极响应教育部的相

关要求，要深入挖掘高等数学中的“思政元素”，将思政元素的教学实例融入高数课堂教学。 
本文以定积分这一章节为例，以提升学生综合素养为目的，结合课程改革的要求，将思政元素融入

到课程教学过程中，给出了定积分这一章节内容的课程思政探索和设计，整个课程设计力求改变传统的

讲授式教学，做到以学生为主体，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贯穿思政元素，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全方位发展的新

一代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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