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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对“课程思政”和“产学合作”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在产学合作背景下要对高等数学课程中

的思政元素进行充分地挖掘，应构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搭建教学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构建以过程性评价为主的多元评价体系、加强高校教师的培训力度，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学

生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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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nd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higher ma-
thematics curriculu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hybrid teaching model combining online and offline, build a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for 
teaching resources, build a multi-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process evalu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university teachers, so as to stimulat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and en-
hance students’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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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数学课程是理工科和经济管理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基础学科，具有抽象程度高、逻辑严密、应用

广泛的特点。高等数学知识广泛应用于其他学科，也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然而，高等数

学教学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许多教师对于高等数学中抽象式知识的教学，仍沿用应试教育模式，学

生学习高等数学也只是机械式地对性质定理进行记忆，通过刷题等形式应付考试，不利于知识的学习。另

一方面，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各地高校迅速按照教育部“停课不停学”要求开展线上教学活动[1]。像

钉钉、腾讯课堂、学习通等这些教育平台为线上教育提供了技术支撑，在疫情期间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但

它也有弊端，如师生互动较少，教师难以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调整教学从而导致效果大打折扣。 
因此，借助现代信息手段挖掘高等数学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不仅能增加学生对高等数学课程学习的

积极性，也可以通过减少在线教学的弊端，发挥互联网的优势，使得高等数学中的思政教育变得更具有

可操作性，形式更加新颖。 

2. “课程思政”与“互联网+”教育的内涵 

“课程思政”是指将各门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形成一个整体、全员、全课程的教育模式，形成协

同效应，以“立德树人”为教育的根本任务[2]。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的学习过程中，不仅利于专业

知识的学习，也能达到思政教育的目的，两者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实现智育与德育共同发展[2]。高等

数学作为大学的一门基础课程，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其中，函数极值中蕴含人生起伏不定，有高潮

有低谷的人生哲理；函数的极限告诉我们只要不忘初心，坚持不懈地追逐最初的梦想，最终会有梦想实

现的那一天；函数的连续性启示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尊重客观规律，不能揠苗助长[3]；导数与积分的学

习告诉我们对于生活事件要分别从局部与整体两个层面进行的分析[4]；数学家追求真理的事迹能鼓励学

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砥砺前行[5]；数学史与数学文化的濡染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严谨求

实的科学探索精神[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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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学合作背景下高等数学课程改革与实践的意义 

3.1. 将思政元素融入高等数学课程已成必然趋势 

2019 年 10 月，《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

课程质量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深入挖掘各

类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建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一流本科课程体系”[7]。因此，

各高校应积极响应，紧跟时代步伐，探索新的方式，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背景和高等数学

课程特点，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时代精神中的思政元素有机地融入日常教育教学中，践行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 

3.2. 思政元素的融入使高等数学内容更加丰富生动 

高等数学课程在传播数学知识的同时，锻炼抽象逻辑思维能力，也可结合“课程思政”，为高等数

学教育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例如，高等数学里，定义了函数极限后，才有了连续的概念。后面就是分

别给出导数、微分与积分概念，环环相扣，一层推一层。一元函数是这样，多元函数也同样如此。而大

量与极限有关的函数性质，都是在这些系列的极限理论中生成的。若把学生比喻成函数，那么函数的逐

层递进，就等于学生的人生发展过程。其中的关键元素，即极限理论，相当于学生的学习。一个学生只

有不间断地努力学习，才能从懵懂的少年成长为知识渊博的青年，进而成为满腹经纶的专家学者。这样

极限理论就和人生的发展发生关联，有利于促进学生学习和成长。 

3.3. 思政元素的融入可以坚定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数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中国自古以来就涌现了一批又一批伟大的数学家，从古代的刘徽、祖

冲之到近现代华罗庚、陈景润、冯康等。再如，极限的思想在我国古代形成比较早，从庄子的“一尺之

锤，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到刘微的割圆术，都闪烁着微积分的原始之光。我们完全能够利用这些素

材，坚定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增强爱国主义情感。 
爱因斯坦曾言：“人在专业知识上的学习还不够，靠专业教育能使自己变成有用的机器，但不可能

全面发展。让学生认识到价值，并有热情地投入，这才是根本。他必须对美和道德有非常好的甄别能力。

否则，有着专业学师的他，也更像是一只训练有素的狗，而不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人[8]。”因此，将思政

元素融入高等数学课程教学之中，既可以让数学课程变得更加生动充实，调动学生的学习高等数学的积

极性与主动性，也能提高学生的文化自信，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践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3.4. 现代信息技术与高等数学课程教学的结合是“互联网+”背景下的时代产物 

新时代大学生是互联网的主力军，为高等数学课程改革提供了极大的可能。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

到、听到、感触到的大多是碎片化的、直观的信息，认知方式较为独特，在视觉、听觉、触觉、意识形

态、逻辑思维和心理活动等较以前的学生也有所区别。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他们在能力发展的基础上，

还有着更为宽泛的展现个性的需求，教师应该为他们提供展现自我的机会。为了使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

尽可能地满足学生的健康成长需求，高校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在充分了解学情的基础上，将现代信息技术

与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相结合，利用互联网的便利探索高等数学课程中的教育因素。增强教学的吸引力，

实现师生的良性互动，提高教育教学效果，让学生更为充分地进行自我展示。 

3.5. “互联网+”时代的教育教学资源更加丰富多样 

互联网整合了各高校的优秀教学资源，如中国大学 MOOC 平台等，可以给学生带来很多优秀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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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提供多样化、多门类学习的便利，更有利于学生知识面的进一步拓展。互联网上海量的学习资源，

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到知识背后的许多科学故事，这也是线下课堂难以开展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往往更能

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科学真理的向往。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互联网资源，高等数学思政教育的

探求路径更多、形式更加新颖多样，思政元素的渗透更具可操作性，也更容易为学生所接受。 

3.6. 使用在线教学平台更有利于教育教学互动 

利用腾讯课堂等在线教学平台进行教学，师生可以随时进行互动学习交流。“互联网 + 教育”并非

单纯利用网络平台来教授一堂课，还包括课堂的实时交流互动、课后答疑、作业的提交与批改等，它打

破了传统教室、课堂以及师生之间的壁垒，使教学更具无边界性。与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相比，互联网

教育让师生的交流不止停留在课堂上，无论在何时何地，学生都可以很方便的与教师进行交流互动。因

此，互联网教育将传统的以知识、教师、课堂为中心的教学，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高效学习。 

4. 现代信息技术在高等数学课程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4.1. 构建线上自主学习、线下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 

对于高等数学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教师要进行深入地挖掘与探求。结合每节课的具体内容，上课前

在职教云平台中发布相关课件、文献、数学故事、音频等，让学生自主学习、体会探究。同时，教师可

以将学生按照不同的基础水平、学习能力、性格特征等进行分组。在学生们已经自主研学的基础上，教

师根据课程内容布置任务，让学习小组相互分工，在互联网上收集和整理相关资料，以便课堂上各小组

分派代表进行展示[9]。例如，在学习“函数的凹凸点与拐点”时，教师课前在职教云发布预习“寻找社

会、生活、经济领域拐点的案例”的任务。在课堂的讲授环节，除了让各小组进行展示外，教师还可以

借助“疫情拐点”这一案例，播放系列关于全国支援抗击疫情的视频，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教育学生

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4.2. 搭建高等数学教学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高等数学教学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可以根据特定教学用户群体的公共需求，整合和优化各种教育教学

资源，为网络化的高等数学教学资源提供多种共享渠道，提高网络化教学资源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常规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促进高等数学的教学发展和资源共享。该平台的服务对象包括学生、家

长、教师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利用该平台学生可实现自主网络学习、与教师和其他学生实时沟通，教

师可在线教学、对学生进行考核以及调取相关教学资源完善课程设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公布、共

享有关教育信息。通过该平台将资源利用最大化，有益于教师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推进高等数学

课程的思政化改革。 
比如，在学完微元法之后，可以让学生自行登陆教学资源公共服务平台观看祖暅原理的微课视频。

祖暅原理是指被夹在两平行平面的两个等高立体，如果用一个平行于这两平面的平面去截取这两个立

体，所得到的两个图形面积总相等，那么这两个立体的体积是相等的。祖暅原理的学习不仅有助于学

生二重积分的学习，也能让学生了解到中国古代先贤的科学探索精神，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因此，

加强高等数学教学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对“互联网+”背景下对融合思政理念的高等数学教学改革

意义重大。 

4.3. 构建以过程性评价为主的多元评价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大多数高校只能转变为线上教学。然而，线上教学也相继暴露出缺乏学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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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监督，师生交流互动不足等缺点。鉴于此，不仅要重视期末测试等结果性评价，更要把重心放在过

程性评价的开发与利用上。例如，通过对学生课前预习、课堂出勤率、课堂互动、小组活动、作业完成

情况的评估，以过程性评价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高等数学课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于小组活动的评价，

教师可以通过钉钉发起投票让全部学生对小组作品进行评分，取平均值作为小组作业的分数。 
以不定积分的学习为例，同一个题目求不定积分的做法有多种，哪怕是用换元法也有不同的处理方

式。教师可以在学生的作业中选取几个典范供学生评析，说出不同做法的优劣势。虽然题目的解法不同，

但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发现这些解法背后的共同原理。世间万物亦是如此，客观世界虽有很多不同的事物，

但它们都遵循客观的普遍规律性，这便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4.4. 加大对高校教师的培训力度 

新时代教师在具备数学专业知识，先进教育理念以及教育教学技能的同时，在高等数学课程的教

学过程中，适时地引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新的教学模式，通过数形结合等方式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

数学知识，从而调动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积极性，同时也能更好地将思政元素融入到课程教学中。比

如说在定积分的教学中，教师可以用几何画板等工具形象地展示其无限累加过程，倘若有一部分没有

加上，那这个数就只是部分和，而不是定积分，只有不间断地无限累加才是定积分。培养学生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是如此，只有不断地养小德的才能成大德。因此，我们应加强对高校

数学教师的培训。 
与此同时，针对不同教龄教师或者个性发展需求，在培训内容上有所侧重。比如，对于青年数学教

师，要注重教学实践知识训练；对于中青年数学骨干教师，要注重心理学和教育学等理论研究；对于老

教师要注重信息技术知识、教育理论知识等方面的培训，使得不同教龄的数学教师在专业知识方面得到

培养。在培训的过程中，还应注重培训者与被培训者的互动，在具体情境下充分调动被培训者已有的教

学经验进行深度思考，对所产生的新想法、新观念等进行平等的交流、探讨和分享。 

5. 结语 

在产学合作背景下，现代信息技术与教学手段的相结合，既能激发学生学习高等数学课程的兴趣，

又能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高等数学知识，有助于思政元素在高等数学课程中的挖掘、探究和有机融合，

为高等数学中“课程思政”育人模式构建路劲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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