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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分析》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最重要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目前已成为培养学生数学素质和科研能

力的重要课程之一。立足于数学分析的课程特点与培养目标，深挖教学内容中的思政元素，在教学过程

中通过融入思政案例让学生发现数学之美，激发学生的科学精神，塑造他们的高尚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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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thematical Analys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for information and com-
puting science majors,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courses to cultivate students’ ma-
thematical qualit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Based on the cours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ining 
objectives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teaching content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4150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4150
http://www.hanspub.org


林椹尠，罗亮 
 

 

DOI: 10.12677/ae.2022.124150 950 教育进展 
 

are deeply explored, and the beauty of mathematics is discovered by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se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so as to stimulate the scientific spirit of students and shape 
their noble sent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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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的重要论述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全面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高校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数学分析》课

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最重要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是学生进入大学后就学习，且时间最长、影响最大

的一门课程。该门课程除了能为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交叉学科的学习提供数学知识外，还包含

了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历史底蕴，具有强大的育人功能，可以成为立德树人的一个有效载体，在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中成为培养学生数学素质和科研能力的重要课程之一[1]。 
课程思政的建设离不开教学的设计和实施，本文结合自身的教学工作实际，以无穷限的反常积分知

识点讲授为例，给出融入思政案例的课程教学设计思路。通过思政案例激发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塑造

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 

2. 体现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的教学设计思路 

《数学分析》课程培养目标是让学生具有较强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数学运算能力，同

时使学生领会数学的思维方法，为整个大学阶段的后续学习打下坚实的数学基础，进一步为人工智能、

大数据、物联网等交叉学科的学习做好数学基础的储备。这门课程的课程思政设计思路是在进行知识的

传授、价值的引领与能力培养相结合的同时，将挖掘的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通过思政案例，在课堂

上传播正能量，让学生体会到寓道于教，寓德于教，寓教于乐，让融入在课堂教学中的思政元素成为学

生在求学、做人、做事过程中的动力源泉，从而实现润物细无声的立体化育人的目的[2]。如何将思政元

素融入课堂教学中呢？我以“无穷限的反常积分”这节课为例，谈谈《数学分析》课程如何体现课程思

政教学目标并融入思政案例的课堂教学设计思路及特色[3] [4] [5] [6]。 

2.1. 融入思政元素的问题引入 

万事开头难，课程思政教学需要以一个好的问题引入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能将思政元素融

入其中。 
这一节课将嫦娥三号月球探测器是中国第一个月球软着陆的无人登月探测器这一激动人心的大事引

入课程内容，在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学生尽快进入上课状态的同时，激发学生爱国情怀。继续引入

嫦娥四号、嫦娥五号相继登月成功，从而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向同学们展示了中国航天科

技的进步、自信、开放和强大。通过以嫦娥三号、嫦娥四号、嫦娥五号这一系列月球探测器登月成功引

入课程内容，可以告诉学生，这是一代又一代中国科技工作者们怀揣着对祖国的深厚爱国情怀，自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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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前赴后继、努力奋斗的结果。 

2.2. 多种教学手段的组合应用 

教学进行中需以学生为本，及时营造问题氛围，结合多种辅助教学方法，抓住学生的学习焦点的同

时引导他们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 
在引入嫦娥三号、嫦娥四号、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登月这一案例时，结合视频、雨课堂等辅助教学

方法，时时与学生互动，进一步探讨交流，同时结合所教的知识点，融入思政元素。在教授知识的同时

进行价值观的引领，使学生在对所学知识逐渐地理解、消化与运用的同时，能很好地塑造健全的人格和

高尚的情操，使他们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 

2.3. 体现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的教学内容设计 

根据《数学分析》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目标中的要求，结合教学内容所蕴含的人文精神、社会责任、

爱国情怀等价值范式，进一步挖掘隐含在教学知识点背后的思想方法与思维方式，引导学生树立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步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爱国热情。真正成为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

人，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在计算第二宇宙速度时先简单介绍风云四号 A 星，让学生知道：风云四号 A 星是中国新一代静止气

象卫星的首发星。在全球首次实现静止轨道上三维大气的立体监测。它的寿命更长，信息获取速度更快，

功能更强大。通过风云四号卫星的介绍，展示了我国气象卫星领域的最新突破，激发同学们的民族自豪

感和爱国热情，同时培养学生拥有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结合这节课

的教学内容，进一步挖掘隐含在教学知识点背后的思想方法与思维方式，培养学生在处理问题时能将复

杂问题简单化、实际问题数量化的好习惯，使学生能够进一步拥有理性思维、严密思考和清晰准确表达

的能力，从而学会从辩证的角度看待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 

2.4. 融入思政思想的理论知识点的教学设计 

借助《数学分析》课程具有“科学严密、逻辑性强”等特点，在教学过程中逐步提升学生精益求精、

勇于创新的品质。引导学生坚守科学理念，强化数学意识，培养新时代学生“工匠精神”。 
《数学分析》这门课程是以极限概念为基础、极限理论为主要研究工具来研究函数的一门学科。极

限思想揭示了变量与常量、有限与无限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是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在数学领

域中的辩证应用。人们可以借助极限思想，从有限认识到无限；从“不变”认识到“变”；从直线形认

识到曲线形；从近似认识到精确；从量变认识到质变。 
在教学中利用求火箭从地面上升至能克服地球引力到太空中的无穷空间所需做功，来引导学生发现

有限和无限的关系是辩证的，是对立的统一。具体表现在：① 无限由有限构成、无限不能脱离有限而独

立存在；② 有限包含着无限，有限体现着无限；③ 有限和无限的辩证统一，表现在任何一个物质个体

中。在一定意义上说，每一物质个体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借助于极限的思想

方法，从有限来认识无限的，进一步引导学生从欣赏角度学习数学，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高尚的审美

情操。通过这一部分的学习，使学生懂得人生中，每一点都是起点，也是终点，把每一点当作极限来追

求，才能活出风采。 

2.5. 理论教学中的数学文化知识的扩展 

在教授理论知识的同时，结合数学史和数学文化，贯彻数学精神，感受数学魅力，培养数学素养，

使学生坚定文化自信，继承和发扬中华名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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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节课分别引入 17 世纪著名的几何悖论之一：一个表面积无限大但体积有限的托里拆利小号；数

学、物理学和天文学家惠根斯与惠根斯摆钟；数学应用的黑洞知识；体现数学之美的门格尔海绵。这些

知识的适时、适量、适当地引入课堂，以数学家的精神品质感染学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望，

培养学生无论何时都不畏艰难困苦、勇于克服困难的良好精神品质及严谨的求学态度。同时感受数学魅

力，培养数学素养。 

3. 体现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并融入思政元素的教学设计内容 

课程思政建设是根据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对课程内容的重新认识和梳理，按照教学内容及教学设计，

将挖掘出的育人元素有机融入到教学中去，做到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同向同行，相得益彰。见表 1。 
 
Table 1. Teaching design content incorpo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4] [7] [8] 
表 1. 融入思政元素的教学设计内容[4] [7] [8] 

数学知识点 思政元素 教学内容 融入思政元素 

通过寻求第二

宇宙速度，(又
称逃逸速度)引
出本次课的内

容：无穷限的反

常积分 

从中国航天的

重要事件引入

课程内容。 

通过以嫦娥三号、嫦娥四号、嫦娥五

号这一系列月球探测器登月这一激

动人心的大事引入课程内容，引导学

生思考：火箭的发射速度要满足什么

条件，火箭才可以脱离地球引力？ 

1. 从中国航天的重要事件引入课程内

容，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向同学

们展示了中国航天科技的进步、自信、

开放和强大。 
2. 通过以嫦娥系列月球探测器登月这

一激动人心的大事引入课程内容，可以

告诉学生，这是一代又一代中国科技工

作者们怀揣着对祖国的深厚爱国情怀，

自强不息、前赴后继、努力奋斗的结果。 

采用有限通近

无限、元素法解

决无穷区间上

的变力做功问

题 

通过风云四号

卫星展示我国

气象卫星领域

的最新突破，

激发同学们的

民族自豪感和

爱国热情。 

1. 通过视频介绍风云四号卫星来展

示我国气象卫星领域的最新突破，通

过雨课堂引导学生思考并回答：火箭

的发射速度要满足什么条件，火箭才

可以脱离地球引力？从而引入无穷

区间上的变力做功问题。 
2. 回顾有限区间上的变力做功问题

是如何解决的。知道任意两个物体之

间都存在万有引力。火箭上升过程中

受到的万有引力是变力还是常力？

然后采用有限通近无限、元素法解决

无穷区间上的变力做功问题。 

1. 通过风云四号卫星的介绍，展示了我

国气象卫星领域的最新突破，激发同学

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同时培养

学生拥有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

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 挖掘隐含在教学知识点背后的思想

方法与思维方式，培养学生在处理问题

时能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实际问题数量

化的好习惯，使学生能够进一步有条理

理性思维、严密思考和清晰准确地表

达，从而学会从辩证的角度看待问题、

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 

借助极限思想

实现有限到无

限矛盾的转化。 

利用求火箭从

地面上升至能

克服地球引力

到太空中的无

穷空间所需做

功，引导学生

发现有限和无

限的关系是辩

证的，是对立

的统一。 

讨论火箭从地面上升至距地心 r 处克

服地球引力所需要做的功。要计算无

穷区间 [ ),R +∞ 上的万有引力对火箭

做的功、由极限思想可知，极限运算

可实现有限与无限之间的矛盾转化。

因此对 2 d
r

R

GMm x
x∫ 中的积分上限 r 取

极限，便得到无穷区间上的功 W，即 

2lim d lim d

1 1lim

r r

R Rr r

r

GMmw w x
x

GMmGMm
R r R

→∞ →∞

→∞

= =

 = − = 
 

∫ ∫
 

1. 利用求火箭从地面上升至能克服地球

引力到太空中的无穷空间所需做功，来

引导学生发现有限和无限的关系是辩

证的，是对立的统一。也告诉学生，在

一定意义上说，每一物质个体既是有限

的又是无限的，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 
2. 借助于极限的思想方法，引导学生从

欣赏角度学习数学，在潜移默化中培养

学生高尚的审美情操。使学生懂得人生

中，每一点都是起点，也是终点，把每

一点当作极限来追求，才能活出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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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无穷限的反常

积分的应用 

1. 黑洞相关

知识 
2. 数学悖论 
3. 有关的科

学家及其成就 

黑洞知识：“黑洞是时空曲率大到光

都无法从其事件视界逃脱的天体”。

虽然它无法直接观测，但可以借由间

接方式得知其存在且有质量，而且能

观测到它对其他事物的影响。 
17 世纪著名的几何悖论(因为它有悖

于人的直觉)：由意大利数学家埃万

杰利斯塔·托里拆利(Evangelista Tor-
ricelli)所发明的托里拆利小号，他将

1y x= 中 1x ≥ 的部分绕着 x 轴旋转

了一圈，得到了托里拆利小号状图

形，它的表面积无穷大，可它的体积

却是 π。体积有限的物体，表面积却

可以是无限的！这是由∞的引入所带

来的。 
科学家及其成就：数学、物理学和天

文学家惠根斯(Christiaan Huygens)在
数学上对于机率和微积分很有贡献；

1665 利用改良过的透境，第一次发现

木星；在物理学方面提出钟摆理论

(1673)和光的波动理论(1678)。摆钟

发明于 1656 年。1657 年，荷兰物理

学家和天文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

斯利用摆的等时性原理发明了摆钟。

后经不断改进，沿用至今。 

将相关的数学理论、数学家故事及其成

就、数学的应用、数学之美等知识适时、

适量、适当地引入课堂，使学生体会到

现成结论背后的“艰辛”“不可思议”；

以数学家的精神品质感染学生，激发学

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望，培养学生无论

何时都不畏艰难困苦、勇于克服困难的

良好精神品质，严谨的求学态度。 

4.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特色与创新 

教学设计的总体思路是从多角度、多内容的拓展数学知识和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对接，以问题为

导向进行课程教学设计，将思政教育贯穿于每一节课的教学中，让价值导向和知识传授相融合，使教学

的每一个环节除了有教师的讲授外，都有学生的主动参与，并恰到好处地融入思政元素，达到最有效的

育人功能。做到使学生在学到新知识的同时，更学会做人、做事，最终将学生的知识、能力升华为数学

素养[9] [10]。 
这种教学设计在我院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2020 级《数学分析》的教学中应用以来，教学效果提升明

显，学生和老师普遍反映该教学设计体现了以下特色： 
 从中国航天的重要事件引入，穿插视频播放。这样的教学情境自然贴切，符合学生的认知需求，在

情感上能激起学生的共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能得到学生的认同。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在引导学生思考的同时，运用雨课堂，达到了与学生互动的同时，还能了解学

生所掌握的知识信息，学生的参与等信息。教学方法灵活多样。教与学的活动丰富多彩，从而为学

生提供了一种多元化的知识建构方式，也打造了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课堂学习氛围。 
 课程讲授遵循启发性原则。讲解时非常注重引导学生思考，同时提升问题的深度，促进学生主动思

考和联想。 
 教学过程中提高课堂上的互动频率。比如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学生与学生的互动，讨论与合作结果

的展示，评价与反馈等等。 
 教学过程中善于开展及时性评价。做到提问信息反馈及时，内容小结到位，评价的语言做到对学生

有激励性，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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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教育强则国家强，人才兴则民族兴。教育的回归要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在我们的日常

教学中不仅要有“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坚守，还要有“潇潇有雨声，润物细无声”的

效果，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教育实现全方位、全过程教书育人的目的。高等教育是培养人才和增强民族创

新能力的基础，必须放在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重要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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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和战略高度，科学回答了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

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为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指明了行动方向。 
当今时代，科技的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的竞争日趋激烈。各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

争，民族创新能力的竞争。近年来，我国积极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

绩。现阶段，我们仍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要不断培养大批合格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建设者，要不断造就大批具有丰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要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

文化素质。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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