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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数学中的洛必达法则、函数的极值和平面方程三个知识点中蕴含了品德、格局、思维、眼界等方面

的课程思政元素。通过逐个剖析定义、定理的内在数学思想，充分展现高等数学严谨的思维逻辑；并通

过将挖掘的思政元素浸润式的融入课堂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实现智育与德育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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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ree knowledge points of Lopida’s rule, extreme value of function and plane equations in 
higher mathematics conta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curriculum in terms of 
morality, pattern, thinking, vision, etc. By analyzing the inherent mathematical thought of defini-
tions and theorems one by one, the rigorous thinking logic of higher mathematics is fully demon-
strated; moreover, by integrating the excavat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class-
room,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can be enhanced, so as to realize intellectual educ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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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无德不盛，人无德弗成，长效育人的根本在于是否具有立德铸魂的教育机制[1]。习总书记曾说：

“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大学阶段是进行思想启迪的黄

金阶段，伴随着紧张而忙碌的高中学习生活的结束，无限而自由的大学学习生活正式拉开帷幕，大学阶

段是一个自我发展为主、智育与德育同行的成长阶段，是贯通学校和社会的传输纽带，更是学生们树立

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关键时期。 
高等数学作为一门工科、理科学生必修的最基础的大学课程之一，也是学生们走进大学校门第一学

期就会学习的专业课程，且具有其独特的“课程思政”优势，其开展的效果也为整个大学阶段课程思政

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调[2]。 
高等数学作为一门逻辑严密而又高度抽象的学科，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上的表现要能够展现出学科

特色，从而进一步彰显高等数学的学科魅力。内容除了教师的教学素养之外，课程内容中也蕴含着丰富

的思政元素，目前有许多教育工作者研究了关于高等数学课程思政的研究策略[3] [4] [5]、思政元素初探

[6]以及具体的教学案例等方面[7]，对于具体的知识点的思政元素的挖掘目前来说还较缺乏，因此接下来

我们从高等数学中具体的教学内容中挖掘出相关的思政元素，并对其融入方式进行研究。 

2. 高等数学中思政元素挖掘 

洛必达法则、函数的极值、平面方程是高等数学中至关重要的知识点，课堂上教师需要清楚地介绍

其研究背景、研究思想、应用条件等，使得学生从根本上了解并掌握这三个知识点。 

2.1. 洛必达法则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挖掘 

洛必达法则是利用求导的思想来处理
0
0
、

∞
∞

型未定式极限的存在问题。且满足：① 当 x a→ 时，函

数 ( ) 0f x → 、 ( ) 0F x →  (或∞)，② f'(x)、F'(x)在点 a 的某去心邻域内均存在且 F'(x) ≠ 0，③ ( )lim
( )x a

f x
F x→

′
′

存在(或为∞)，则
( ) ( )lim lim
( ) ( )x a x a

f x f x
F x F x→ →

′
=

′
。 

从洛必达法则的创造者及创造此方法的目的方面，我们可以挖掘出蕴含在其中的思政要素有： 
(1) 立德树人，诚信为本。洛必达是伟大的数学家约翰·伯努利的学生，以其名字命名的洛必达法则

在处理一些特殊的函数极限时能够极大的简化计算过程，但是洛必达法则的研究者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

议，有种说法称这个理论是由伯努利所提出，被洛必达发表，但其真实性有待考究。不可避免地，洛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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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声誉势必会受这一传言的影响。这个争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诚信问题的反面教材。作为受教育程度

较高的大学生，做任何事都需要以诚信为本，不断在学习和生活中培养出良好的品德、品行。大学阶段

的教育包括智育和德育两个重要的部分，且德育要重于智育，诚信是组成德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薄

德者，怀之不远也；才小者，见不能博也”亦是此理。 

(2) 敏于洞察，勤于思索，精于贯通，致力于开拓创新。在学习洛必达法则之前，我们求解
0
0
、

∞
∞

型 

比值类函数极限的过程较为繁琐且不易解出。经过观察、思考和分析可知，比值型未定式的极限问题本

质上是比较分子和分母上的两个函数在 x a→ 时的变化速率问题，而导数是反映函数变化速率的一个量，

因此我们可以将未定式的极限问题转换为未定式导数的极限问题，且这一过程具有一定的可重复性。经

过这一转化，几类特殊的比值型函数的极限问题得以简单化处理。观察、思考和分析是创新的前提，时

代同样需要有创新才能的人。 

2.2. 函数的极值中涵盖的课程思政元素 

函数的极值是指：设函数 f(x)在点 x0 的一个邻域 U(x0)内有定义，若任意的 ( )0x U x∈ 且 x ≠ x0 均有 f(x) 
< f(x0) (f(x) > f(x0))，则函数 f(x)必有一个极大值(极小值)是 f(x0)。 

结合函数的极值的定义及其与函数的最值的区别与联系方面，我们可以挖掘出如下思政元素： 
(1) 时刻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这句话是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对全体共产

党员的要求，放在当今时代仍然适用。函数的极值的定义也含有这个思想，因为极值是限定在特殊的邻

域内的概念，脱离了邻域极值将无从谈起。因为在特定的邻域内，函数的极值可以有很多个，这里就蕴

含了需要保持谦虚谨慎、不能狂妄自大的涵义，这也是“满则招损，谦则受益”的奥义。谨言慎行、虚

怀若谷，是大学生必备的优良作风。 
(2) “身处兵位，胸为帅略，自觉树立大局观念。”由于在特定的邻域内，函数的最值可以出现在端

点处、孤立点处、极值处，且函数的极值表现局部的特征，最值则体现的是整体特征，因此挂好“大局

之图”为基，绘好“面线点墨”为本，做到“平时能看出来、关键时刻能站出来、危急时刻能豁出来”，

为自己找到坐标、找准定位，尽情绽放生命之彩。 

2.3. 平面方程的三种表达式中蕴含的课程思政元素 

点法式、一般式、截距式是平面方程的三种主要表达式。平面 Π的点法式方程： 

( ) ( ) ( )0 0 0 0A x x B y y C z z− + − + − =  

是由 Π上一点 P0(x0, y0, z0)和任一法线向量 ( ), ,n A B C=
�

所确定；形为 
0Ax By Cz D+ + + =  

的方程称为平面的一般方程，它由四个常参数 A、B、C、D 所确定；形为 

1x y z
a b c
+ + =  

的方程称为平面的截距式方程，其决定因素为平面在三条坐标轴上的截距。 
根据平面方程的三种形式之间的联系及方程的特性方面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蕴藏的思政元素有： 
(1) 辩证统一的思维模式。平面方程的三种表达式虽形式不同但相互之间可以进行等价转换。平面的

点法式方程和截距式方程均来源于一般方程，但又不同于一般方程，它们在具体的计算过程中具备其各

自的优越性。我们需要具有全方位、多角度地看待、分析事物，并将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有机统一起

来的能力，从而实现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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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坚定理想信念，规划出符合自身发展特色的“路”，实现创新发展。我们可以依据题干中所给的

已知条件，选择恰当的方法来求解平面方程，条件不同则解题方式不同。创新发展的关键在人才，大学

生是国家的智库、时代的弄潮儿，也是“中国梦”的实践者。每个人的特长不同、本领各异，依据自身

特色，在自由而又充满无限可能的大学学习阶段将自己培养成知识面广且有专长的创新型人才，勇敢而

又一步一个脚印的规划、践行成长之路。 

3. 高等数学课堂思政元素融入方式研究 

思政元素的挖掘及融入方式研究的完美结合，方能使得高等数学课程思政达到预期的德育与智育同

行的目的。对于上述关于洛必达法则、函数的极值以及平面方程三个知识点所挖掘出的思政元素，更需

要结合课堂的教学进度合理安排思政元素的融入时机及融入方式，以达到浸润式融入要求，下面我们将

逐各知识点进行融入分析。 

3.1. 与洛必达法则相关课程思政的课堂融入方式探究 

为了让学生熟悉、理解洛必达法则的内容，在介绍洛必达法则的课题引入环节，我们可以介绍洛必

达法则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以及基本思想来源和主要解决当时所遇到的问题等方面，并且为了培养学

生的专业文化素养，对研究此法则的科学家我们也会做简略的介绍，此时可以结合洛必达法则的来源融

入“立德树人，诚信为本”的思想。诚则可信，信任也是人与人之间进行深刻的思想交流的前提，所以

诚信在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中无所不在。德才兼备从古自今都是评判人才的最基本的原则。此处我们通过

举反例，引导同学们不断培养自己的高尚品德。 
在介绍洛必达法则的研究背景时，向学生们传答出数学专业的最基本的思想“融会贯通”。在分析

洛必达法则的基本思想时，我们要清晰明确地解释洛必达法则所解决的问题，引导学生知其然也知其所

以然。 

3.2. 与函数的极值相关的课程思政课堂教学的融入方式探究 

根据函数的极值的特性，我们知道极值是一个局部概念，且在函数的定义域内可以有多个极值，所

以我们在介绍函数的极值的特点时可以引入“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思想。 
根据极值点处函数的特征，即借助于导数(一元函数)和偏导数(多元函数)来刻画某一邻域内函数的极

值，这也正与“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基本思想相吻合，从而通过联系实际生活中的山脉引导同学们

要有大局观，要培养自己的格局和胸怀。 

3.3. 与平面方程相关的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的方式研究 

我们可以在讲解完平面的三种求法及三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之后，借助于三种平面方程之间形异质

同的特点，引导同学们发现其中的“辩证统一”的数学思想，随后再回归到平面方程的讲解，以实现浸

润式融入思政元素的目的。 
知识点讲解完之后引导同学们思考：为什么学者们要创造这三种解题方式？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

简述这一理论的创立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创新，解决了求解平面方程方法单一的现状，进而启发学生总结

出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创新发展”也是现阶段我国最重要的发展策略。 

4. 内容小结 

本项目主要从理论知识、价值理念、精神追求三个方面充分发掘高等数学课程中洛必达法则、函数

的极值以及平面方程三个知识点中所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全方位以德育人、协同育人为根本目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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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内容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1) 以专业的知识结构、严谨数学逻辑、认真的教学态度、灵活的教学方式等，引导学生培养出正确

的价值观、社会观、人生观；通过以身作则的方式，培养出拥有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扎实的理论知识、

良好的思想品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青年。 
(2) 结合高等数学课程中具体的概念和定义，本文发掘出有教育意义的思政教育元素，并以小故事的

形式在讲解知识点的过程中无形地传达给学生，让学生们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思想上受到启发，从而

达到智育和德育同频共振的目的。 
(3) 从高等数学的概念、定义、定理中发掘出的思政教育元素，在讲授专业知识的同时进行思想教育，

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于专业知识的理解记忆，也有助于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出具有优良品德的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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