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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新时代高校进行教书育人的重要德育途径，顺应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数学分析课程不

仅是数学专业基础课程，更是高等学校基础学科教育的重点课程之一。如何在具有较强专业性的理论课

程中有机的融合思政元素，既要达到教授知识的目的，又要保证良好的育人效果，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

题。本文从数学分析课程教学状况出发，结合课程思政的育人环境现实，给出一些合理的该课程与思政

的切入点和实现途径，达到课程思政的既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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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s an important way of teaching and educating people in univer-
sities, which conforms to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higher education. Mathematical 
analysis course is not only the basic course of mathematics major, but also one of the key courses 
of basic subject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orld. How to organically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elements in the highly professional theoretical courses, not only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teaching knowledge, but also to ensure a good education effect, is worthy of in-depth research. In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the mathematical analysis of the course teaching situation, combined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we give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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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able entry points and methods of the cours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o as to 
achieve the established effect of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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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文章《大哉数学之为用》中指出：“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

之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用之繁，无处不用数学[1]。”数学知识的应用在当今信息时代已经无处

不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建设，鼓励具备条件的高校积极

设置基础研究、交叉学科相关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本科生培养，探索基础学科本硕博连读培养模式

[2]。李克强总理说：“我们之所以强调要重视数学，因为自然科学首先发端于数学，人类文明真正进入

科学领域也是从数学开始的。可以说，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事实上，许多‘卡脖子’的问题，最终

都‘卡’在基础研究上[3]。”习近平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基础教育中数学的受重视程度日益凸显，数学分析课程是高等教育的基

础研究的最重要的课程，该课程的学习效果关系到基础学科的未来。在大思政时代如何在这样的核心课

程上做好思政工作，是数学分析课程教师应该思索的问题。结合数学分析课程教学现状和课程思政的实

施，需要根据教师的教学过程实施来总结一些该课程融入思政元素可行的方法。 

2. 数学分析课程教学与课程思政现分析 

数学分析课程具有其专业化和理论化的特殊性，充分分析课程教学情况才能找准课程思政融入点，

基于现在不同课程的课程思政融入方法，以及国家对课程思政的总体要求，结合数学分析课程特色，分

析和探索该课程与思政结合的要点。 

2.1. 数学分析课程教学现状 

数学分析既是数学专业的基础核心课程，也是数学专业其他后继课程的基础，数学分析的知识和素

养能否获得，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数学专业学生未来的发展和继续深造的可能性。数学分析课程在一般的

本科院校开设在大学一年级上下学期和大学二年级上学期共三个学期，课程内容较多且抽象，知识难度

层层递增，给学生的学习带来一定困难，同时也对教师的教学提出较高的要求。教师既要完成教学任务，

还要保证学生能够学会掌握数学的理论知识和培养严密的分析思维，就导致很多教师不得不在课程教学

的进度上安排的比较紧凑，就很少有时间去展开足够的思政内容。 
数学分析课程的基本特色就是理论性强，前后关联性比较强，内容主要是定义、性质和定理，课程

目的是培养学生数学的素质，让学生能够学会计算和懂得推理，进而建立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同时数

学分析的很多知识点都是比较枯燥的内容，计算和证明过程也相对繁琐，教师需要花相当大部分的精力

和心思在学生数学能力的培养上，较少地能顾及对学生的思政教育[4]。从学生本身的特质出发，高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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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后，就面临如此晦涩难懂的课程，比较容易打消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导致学生对数学分析课

程产生畏难情绪和抗拒心理，就很难实现知识传授的目的，更无须提课程思政的实现。教师本身是否给

予课程思政足够的重视，也决定了该课程的思政效果。基于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数学分析的教学现状决

定了较好融入思政的难度，也就要求一线教师能够开阔眼界，多思考、多探索，从而形成可借鉴的有效

模式。 

2.2. 课程思政之现实环境 

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课”的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5]，实现高校立德树人的任务目标，给社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各个学校和每个专业，都在如火如荼的开展课程思政。课程思政是要求所有的课程都能融入思政元素，

在帮助学生获得知识的同时，还能润物细无声的给学生在思想上给与提升，既要教书又要育人，从而把

大学生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 
为了配合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基本要求，各有关部门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来推进

课程思政，来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但是顶层设计都是高屋建瓴的，没有真正给出的实际操作性的手段，

这就导致课程思政会停留在大家的口号中，落不到实处，见不到成效。同时对于新事物的出现，中年以

上的教师，由于其年龄问题和固有的教学方法，比较难突破自身，紧跟潮流；虽然年轻教师对新事物有

更强的适应性，但是他们在高校中相对压力较大，未必能够真正认真的从事课程思政的思考和研究，这

就导致课程思政实施起来阻力较大。国家政府、高校和教师应该积极探索，解决这些问题，进而保证我

国高等教育真正实现为民族培养合格的接班人的目的。 

3. 数学分析融入思政元素的途径 

数学分析课程与思政内容相结合比较困难，但是根据课程内容思考探索，也能找到一些合理的契合

点，教师要巧妙设计保证思政内容植入不生硬，课堂气氛生动活泼、严肃紧张。 

3.1. 数学史故事，增强课堂趣味性 

数学分析课程知识点繁琐，有很多的定义和定理都是由知名的数学家给出，而这些数学家在发现这

些定义或定理时，都会有一些与其相关趣事。 
数列极限是数学分析中的重要知识点，在讲数列极限的定义之前，书本上一般都有一个例子——《庄

子·天下篇》中一句话“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意思就是“一根长度为一尺的木棒，每天

截取一半，这个过程可以一直无限制的做下去”，把每天截取的长度，翻译成数学语言就得到一个通项 

为
1
2n  (第 n 天截取的长度)的无穷数列[6]。这是我国古代哲学家庄周的著作里面的一句话，是我国古代 

数学的经典内容，并且蕴含了极限的思想，学生能感受到国学的韵味，更能通过这样简单的例子深刻理解

数列和极限，激发学生对我国古代数学家的崇拜之情，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筑牢学生的爱国情怀。 
微积分学当中有两个重要人物牛顿和莱布尼兹是必须要提及的，他们分别独立的发明微积分。在解

决如何求出物体的瞬时速度与加速度的问题时，牛顿创造了微分，虽然他以前已有对数、解析几何、无

穷级数等知识作为基础，但仍不能圆满地解决这个问题。牛顿将古希腊以来求解无穷小问题的种种特殊

方法统一为两类算法：正流数术(微分)和反流数术(积分)，系列地反映在《运用无限多项方程》、《流数

术与无穷级数》、《曲线求积术》三篇论文和《原理》一书中，以及被保存下来的 1666 年 10 月他写的

一篇手稿《论流数》中。牛顿所谓“流量”就是随时间而变化的自变量，“流数”就是流量的改变速度

即变化率，在他文稿中说的“差率”“变率”就是微分。借助于牛顿的例子帮助学生建立不畏困难，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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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科学高峰的信心，以及能够解放思想接受新事物的勇气，并且在接受新事物的同时，贯彻“创新精神”，

能够不断深化提升创新能力，提高自己的创造水平，激发学生的探索科学的精神，为科技发展提供不竭

动力和人才。 
在课堂上讲这些与知识点有关的小故事，不但能够增加课堂的趣味性，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还能能

让学生感受到数学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公式的逻辑推导和严密的计算证明，其还在于许多有趣的小故事。

将数学课堂与数学史相融合，是学生了解数学史的基本途径之一。 

3.2. 数学与哲学，提升学生素质 

数学当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定积分的概念引入，是以曲边梯形求面积作为引例，中学已经学

习规则的图形求面积，特别是矩形的面积为长乘以宽，如何来求一个边为曲面的图形的面积？用“分割、

求和、取极限”的办法，先把曲边梯形分成 n 个小曲边梯形(即分割)；然后用 n 个小矩形的面积来分别代

替对应的 n 个小曲边梯形面积，累加起来求他们和(即求和)；最后让 n 趋向于无穷(即求极限)。这样就能

求得曲边梯形的面积，也即是定积分的计算[6]。这个过程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分割告诉大家遇到问

题可以以大化小，来降低问题的难度；求和的过程有以直代曲的技巧，揭示有些问题能够复杂问题简单

化，目标难以企及时，可以退而求其次，接近于最好的成绩，也是一个好的结果；取极限是一个长期无

穷的过程，就像日常的知识积累一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正是每天

的一点点积累，才有最后“吹尽黄沙始到金”的结果。新时代的课程改革要求重结论更重过程，探究结

论过程的多样性，都会为遇到其他问题时提供一个解决思路。多种思路相结合，优中选优，促使学生打

开数学逻辑思维的大门，也正是因为每一步的脚踏实地，不断贯彻“工匠精神”，最终才会开花结果。 
傅里叶级数是数学分析中很重要的一类级数，它产生于三角级数，可以用于表示周期函数，虽然周

期性的方波连续不可导，但是能用连续可导正弦函数的奇次谐波逼近，这非常神奇的发现的来源是因为

傅里叶要解决棘手的物理问题。当然，傅里叶级数有更深课刻的含义，是在于可以通过傅里叶变换应用

于更为一般的非周期函数，长期以来这一直是数学物理、工程和信号处理的主要分析方法之一。傅里叶

级数是所有数字信号处理的关键基础，傅里叶的工作引发了更宽广的基础和应用研究，一直发展至今仍

被广泛应用。傅里叶呼吁去研究和自然现象相关的数学，他说：“对自然界的深入研究乃是数学发现的

最富成果的源泉。”傅里叶的成功告诉大家要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要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中去寻找问

题，将自己所学的理论应用到这些问题中，从而解决问题。 
将这些哲学思想穿插于授课的过程，引发学生对哲学思想的深刻理解，激发学生对其学习的兴趣，

主动探索哲学思想中蕴含的奥妙，改变学生认为数学只有枯燥的计算和推导的偏见，认识到不同事物内

在的联系性和道理的相通性深刻哲学思想。 

3.3. 数学与实际应用，学以致用 

数学的应用是时时刻刻都身边发生，可以说现在的生活离开数学寸步难行。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很

多人都忙于工作，没有更多的时间做运动，但是人们还想保持比较好的身材，有很多人就通过查阅一些

资料了解每个食物卡路里的含量，然后计算自己每天各种运动能消耗的卡路里，进而来控制饮食，决定

每顿饭的食物摄入量，和每天需要做那些活动所运动所耗费的时间，建立一个简单的函数关系，即能保

证身体对营养的需求，也能让自己享受各种美食。这样的函数关系，因为能量消耗一般由身体活动、食

物热效应和基础代谢三部分组成，而摄入的能量每一种食物含的卡路里不一样，要建立每日三餐的大概

卡路里摄入量，基于食物热效应和基础代谢的计算公式，来确定身体活动的量。针对不同的运动，每分

钟的能量消耗也不一样，可以建立一个多元线性函数，来相应的求极值，从而达到用时最短，但能量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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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最多的目的。数学分析的函数极值问题，能够帮助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只有将数学中的理论与精

神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才能真正体会到数学的实用性和独特性。 
对事物的认识过程，就是理论和实践辩证的过程，数学的理论用到实践当中，能够比较精准的解决

问题，将这样的观点以实际的例子告知学生，促使帮助学生逐渐摆脱数学理论无用武之地，不能解决实

际问题的错误观点；对数学学习有更深的认识，激发对数学学习的热情。 

4.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途径 

4.1. 线上线下结合，思政切入点多样化 

由于“数学分析”课程知识点较多，理解难度大，教师需要安排更多的时间进行知识点讲解，若仅

仅依靠线下课堂进行课程思政，容易造成专业知识没传授准确，课程思政不够深入，进而影响学生对该

课程思政的认识，导致课程思政仅仅是流于形式。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学习通、雨课堂、慕课等新

颖的线上教学平台能够为教师提供方便，借助于这些平台，教师不但可以把基础性的教学内容以学习任

务的形式发放给学生，要求课外时间提前预习，对所学内容进行了解，做到课堂高效率。通过自主思考，

与课堂结合，解决自己在预习中遇到的问题，使知识掌握更加深刻。通过这些平台，教师可提前将数学

理论、数学家故事及其成就、数学之美、数学的应用以课前阅读的形式布置到这些平台，使同学们能够

提前了解这些结论形成的真实过程，以及数学家们背后所付出的艰辛，再与课堂相结合，同学们能够更

好的被他们孜孜追求科学的精神所感化，培养学生不畏艰苦，迎难而上的精神品质。进而保证教师线下

课堂的教学质量，完成所对应的课程思政内容，价值导向和知识传授相互结合，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同时可以减少学生打游戏、刷视频的空暇时间，学生的精神品质以及平时的学习习惯也将在潜移默化中

受课程思政的影响，向更好的方面发展。 

4.2. 翻转课堂，思政形式多样化 

现代的大学生更愿意通过网络获得自己感兴趣的知识，也更愿意分享自己的学习成果，翻转课堂是

当下流行的教学新方式。通过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在一些概念讲解的部分，可以安排学生讲授，教师

进行补充和评价。既提高学生课堂的参与度，也能让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大部分学生在高中

都学习过导数的知识，已经对导数有一些初步了解。在讲述导数的定义时，把学生变为课堂的主角，提

前在线上平台提供一些导数定义的素材，再通过课上几分钟的时间自主梳理准备，安排学生分别从曲线

求斜率和变速运动两个例子分别讲授导数的知识。学生既可以通过自己制作课件，演示曲线求斜率的计

算过程，同时讲述莱布尼兹的故事；也可以展示变速直线运动的模拟过程的动画，结合牛顿的故事讲解

瞬时速度和平均速度。翻转课堂的实施让学生能主动参与课程的学习和思政的思考，同时进一步锻炼学

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在准备的过程能够深刻理解知识点和数学故事，感受数

学魅力，培养科学素养。 

4.3. 小视频结合，思政传播更高效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小视频占据了人们的更多时间。可以通过创建小视频平台的账号，将一些

简单的知识点，极限的定义，定积分的概念，傅里叶级数在电磁学中的应用等等，通过简单的语言加动

画的形式展现，或者某一节比较复杂的内容，通过分成多个知识点形成多集小视频，易于学生各个击破，

清楚了解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根据学习情况，对小视频反复观看，达到完全理解的效果。将课程思政内

容以小视频的形式穿插到课件或者线上课程里面，以讲故事，改编成歌曲，或者演讲的形式呈现，使得

学生在刷这些视频时不会感觉枯燥，极大地提高学习兴趣。将课程思政与新时代媒体相结合，潜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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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影响学生的精神品质，培养学生的审美，强化思政效果。 

4.4. 新教学方法引入，课堂思政和知识结合更紧密 

教师应当树立终身学习观念，积极学习新的教学方法，用新教学方法讲授课程内容。以 BOPPPS 教

学设计运用于级数的敛散性为教学为例，在引入部分，以庄子天下篇的例子作为导言，测试学生是否课

前预习，线下学习效果如何，能够在讲授时合理分配时间；同时帮助学生设立学习目标，让学生能够带

着问题去学习级数收敛的定义，有不断探索的兴趣；参与式学习过程，让学生自己总结数项级数的定义，

试着解决几何级数和调和级数的敛散性的判别，调和级数通项趋于零，但是级数发散，渗透给学生学习

过程需要“量变引起质变”的积累过程，同时在德育方面教育学生“养小德可以成大德”；后测部分讨

论自然数平方倒数的敛散性，进而引出数学家欧拉的故事，激励学生向伟大的数学家学习对科学文化知

识的不懈探索的精神；作为级数的应用让学生试图解决“勾股树”的面积计算，帮助学生发现数学的实

际应用问题。基于 BOPPPS 的教学设计和课程思政的有结合讲述级数的敛散性，既能让课堂教学生动活

泼，还能借助于先进的教学理念帮助学生建立循序渐进和自主学习的习惯，达到知识和思政的完美结合，

让学生发现数学之美，激发学生的科学精神，塑造高尚的情操。 

5. 小结 

数学分析课由于其本身就具有特色性，且是大学数学专业的基础课程，所以在课程思政的结合上有

一定的难度。但作为课程教师，应该以身作则，树立“终身学习”观念，认真思考和不断学习，探索更

优秀的教学模式，将优秀的教学模式与自身授课特点相结合，找到全新的契入点，结合先进教学理念和

教学方法开展课程思政的工作，在把科学文化知识传授给学生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

观，世界观，价值观，争做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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